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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视新闻播出了一则新闻：大学生花钱雇人替上课，加入一个聊天群，只需发出时间、

性别，支付25元，就有人替你去上一节课，这样的事情正在一些大学悄然上演。替课，替体检、替

就寝，“替”生意已成完整产业链，有时一节课上“替课者”能达10%，同学司空见惯，老师也置若罔

闻。

头条评论

画里画外

假孤儿

“替课族”的商机正是高校危机

□评论员 新星

山东一老总得知河北景县有个

孤儿院，就想出手相助。近日，该企

业举行了大型募捐活动，却发现景

县来的21名孤儿中只有一名是真孤

儿，其余的都是该孤儿院以每人500

元雇来的假孤儿。当地民政部门称，

孤儿院系非法设立，已被取缔。

微言大义

@大哥王振华：别再发什么“X月，请对我好

一点”，岁月从来不曾辜负你，只是你一直在挥霍时

光。

@周永坤微博：宪法誓词通过，与草案最重

要的改变是两个字：由“拥护”宪法改为“忠于”宪

法，值得称赞。“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

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游识猷：很多人以为“急诊”=“应急门诊”=

“下班了去看病”……其实如果一个人还能撑着病

体上班，一般就是属于“应该请假去看门诊”的病。

那种“根本不可能去上班的病”，才是“急诊”看的范

畴。“门诊”应该改叫“不太舒服想弄明白是怎么回

事的人来这里”，“急诊”则改叫“再不救命就要死了

残了的人来这里”。

@苏小懒：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主动

添加，却迟迟没有接受通过的你，而是你主动加我

为好友，却屏蔽了朋友圈的信息；世界上最遥远的

距离，不是你主动加我为好友，却屏蔽了朋友圈的

信息，而是我犹豫再犹豫，并不问你为什么，沉默着

叹口气，却也同样屏蔽了你。

@中科大胡不归：学校的位置和排名是个值

得权衡的问题。具体点说，非一线城市的985和一线

城市的211怎么选？选前者，985的好处至少是全国

性的，还可能是世界性的。非一线城市的211对一线

城市的非211一本？也许差不多。非一线城市的二本

对一线城市的三本？选后者。考生的能量越低，地域

的重要性就越大。你认为呢？

家长“坐地起价”是恶抢生源结出的果

新闻背景：北大清华抢生源恶战持续发酵。有招生
组老师透露：一名考生家长得到北大承诺，可得2 . 5万元
奖学金。然后以此向清华要价，得到4万元的许诺。又转
头跟北大，,“清华承诺我们4万了，你们看着办”。如此循
环往复，直到把孩子“卖出”一个满意的价格。

点评：有什么样的招生模式，就有什么样的竞争
格局。既然高校放下斯文疯抢生源，家长为何不能“坐
地起价”?可以说，没有分数至上的录取背景，没有高
校为招生政绩的抢生源恶战，又怎会娇惯出家长的

“坐地起价”?

新闻背景：市民办了金陵通记名卡，交了30元押
金，退卡时每月还要扣除1元“磨损费”。近日，南京市
民卡公司出面就市民的有关疑问进行解答，如果无条
件退卡，将会造成大量旧卡的积压。

点评：巧立名目，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交通卡只
是电子凭证，何来磨损之说?即便存在磨损，也当以折

旧论价，一张IC卡成本才有多少，1元1月“磨损费”何
异于巧取豪夺?再说,交通卡使用者众，押金所产生的
利息相当不菲，这部分钱是否会退给缴纳者呢?至于
旧卡积压，这种说辞更是上不了台面。

新闻背景：《武汉热干面》(方便型)地方标准日前
由湖北省卫计委发布。标准规定，热干面使用的芝麻
酱调料，芝麻(仁)成分不少于50%，面块pH值范围为7 . 2

至9 . 2。在湖北省范围内，预包装的武汉热干面均需符
合标准。

点评：芝麻仁多少 ,关乎的只是口味，又不涉及
食品安全，商家爱放多少就放多少 ,消费者喜欢什
么样的就可以选择什么样的 ,地方标准岂不是多此
一举?再说 ,为什么芝麻仁不能少于50%,依据又是从
何而来?袋装热干面即便需要标准 ,那也是行业协会
的事 ,政府部门管好食品安全就好 ,不要把手伸到食
品口味上。

□草根论坛

伪专家登场还因真监管缺位

这则新闻的可怕之处在于，对于一些高校教
学管理部门、大学生来说，“替课族”已属于司空
见惯之事，而这种现象又不仅仅局限于报道所揭
露的那几所学校，目前，“替课”的产业链已在全
国蔓延。

有需求就有市场。“替课”这个风生水起的市
场实际上是高校、大学生、“商家”等合力催生与
滋养的。毫无疑问，“替课族”的出现，高校难辞其
咎。

对有些学生来说，上课如同“上坟”，究其原
因，主要是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老套乏味、
教学方法照本宣科等，对于这种必然缺乏“收视
率”的低质量课堂，一些高校多年来却没有“更
换”的意思，老调重弹难怪听者寥寥。

再者，以现在的技术手段，上课时核验学生
“真身”轻而易举，比如有些高校实行的蓝牙点
名、抽奖点名、短信点名、排队点名等，外国高校
使用的人脸识别点名、指纹点名等，都可以借鉴，
而吊诡的是，一些高校明显是睁只眼闭只眼，因
此，“替课族”的明目张胆颇有意味。

不得不说，“替课族”的商机暴露出经过不断
地扩招与产业化拓展，某些学校与大学生之间的
关系俨然成为学历批发与买卖关系。这意味着，
高校的大学精神和责任意识已经在商业主义、功
利主义的洗刷下荡然无存，只剩一个逐利的缺乏
人文气息的空壳。

人才摇篮沦为摇钱树，这对大学生、学生家
长以及高校乃至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悲哀，

也昭示着一种信仰的危机。
此外，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

的抛弃。据了解，除了替课之外，替写论文、替体
检、替做笔记等也都已是象牙塔里屡见不鲜的事
情。在批评大学生不务正业、缺乏诚信意识之时，
教育部门也应该反思一下高校这些年的积弊了。

这种积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高校像办企
业一样去办学校，而学生像“上坟”一样去上课，
学生的不务正业与高校的舍本逐末，共同造就了

“替”一族在各学校、各方面的蔓延。
靠点名保持“上座率”显得既无力更无能，高

校的危机成了市场的商机，等于说是市场给高校
“上了一课”。这既是讽喻也是提醒，再一次说明，
高等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了。

6月29日，公安部在其主办的“2015食品药品安全刑事保护论坛”上，通报了
2014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侦破食药案件情况，提到“国际食品包装协会负责人
董某某涉及敲诈勒索案”。其中的“董某某”指的正是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自诩为“食品安全与环保卫士”的董金狮。

“食品专家”涉嫌敲诈勒索，实质上折射了当下食
品安全存在巨大的隐忧。正是食品行业存在的诸多问
题，给了“食品专家”生财的机会。

食品生产者本身存在的违法行为，成为威胁消费
者权益的隐患，于是被“食品专家”抓住了小辫子，给他
们提供了敲诈机会。一旦隐患食品“公关”成功，危及大
众健康安全的食品问题将继续被掩盖。一条灰色交易
的链条由此形成。

此外，伪“专家”的登场，还与真专家的缺位相关。
笔者呼吁更多的食品专家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走
到媒体前，向公众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唯有真专家掌握

话语权，才能让董金狮等人失声。
最后，严格的食品法律监管应当进一步加强。在食

品入市、上架设立严格的准入门槛，对食品安全进行动
态跟踪。为消费者的入口食品把好最后一道安全关。

要杜绝“食品专家”敲诈勒索现象，应依法严惩敲
诈勒索的“食品专家”以及背后的山寨行业协会，追究
他们的法律责任，斩断“食品专家”敲诈勒索利益链条，
最根本的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负起监督职责。要严
管食品安全，及时发现和惩治有问题的食品企业，既保
障大众的食品健康安全，也不给心术不正的“专家”敲
诈勒索的机会。 (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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