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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论文涉嫌抄袭

■有感而发

史奉楚： 最近， 叶先生的网
店因某款商品打了半年的 “最后
一天” 促销， 被杭州市场监管部
门处以1.5万元罚款。 监管部门
称 ， 网 店 做 法 属 虚 假 宣 传 ，
有 误 导 消 费 者 嫌 疑 。 执 法 部
门 应 认 识 到 ， 有 最 严 格 法 律
也 要 有 最 严 格 执 法 ， 务 必 强
化 执 法 巡 查 力 度 。 唯 有 形 成
常 态 化 执 法 ， 及 时 查 处 违 规
行 为 ， 方 能 形 成 法 律 不 是儿
戏， 消费者不容戏弄的意识。

为何学生缺乏谣言鉴别能力？

整合医疗资源破解看病难

■每日观点

□谢庆富

严惩考试作弊方显社会公平正义

考试作弊既是失信行为 ，
也是违法行为。 只有严肃处
理作弊者， 方能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 。 要杜 绝 考 试 作 弊
行为 ， 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预
防、 监督和惩戒机制。

徐建中 ：最近 ， 上海毛先生
的手机每隔五六秒就会拨进一次
电话， 每次来不及接听， 对方就
挂断。 一天下来， 手机能累计显
示近万个未接来电， 在这种狂轰
滥炸之下 ， 他几乎无法用手 机
正 常 接 打 电 话 ， 工 作 生 活 饱
受干扰。 可是， 毛先生向运营商
投诉， 对方给出的答复是： 主叫
方有通信自由， 不好去拦。 运营
商应从用户的切身利益考虑， 加
强管理， 把骚扰电话拦截在发
送之外。

“零米粒”教育活动
值得点赞

一年一度的高考照例将在6
月7日、 8日进行 ， 据了解 ， 北
京 市 各 个 考 点 都 会 配 备 一 个
金 属 探 测 器 和 两 个 “ 考 场
狗 ” 。 由于去年 11月颁布的刑
法修正案 (九 ) 明确 ， 在法律

规 定 的 国 家 考 试 中 ， 组 织 作
弊 的 将 入 刑 定 罪 ， 最 高 可 处
七 年 有 期 徒 刑 ， 今 年 的 高 考
也 被 视 作 “史 上 最 严 高 考 ” 。
（6月2日 《新京报》）

考试作弊事件 （案件 ） 频
现， 侵蚀着考试公平。 对考试作
弊者， 我国予以严肃处理。 组织
作弊 、 买卖作弊设备 、 买卖考
题 、 提供出售试题答案 、 “枪
手” 替考等作弊行为， 不仅是考
试违规行为 ， 还是涉嫌犯罪行
为， 行为人将受到刑事追究， 最
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由此可见国家严厉打击考试
作弊的态度。

应该承认， 确实有极少数人
考试作弊未被发现， 但更多的作
弊者会被揪出。 一旦在严肃的国
家考试中作弊被发现 ， 作弊者
将 受 到 严 厉 的 处 罚 ， 且 作 弊
成 本 很 大 。 例 如 高 考 作 弊 的
刚 性 成 本 包 括 ： 当 年 的 录 取
资 格 被 取 消 ， 在 一 定 年 限 内
不 得 参 加 高 考 ； 作 弊 行 为 将
记 入 作 弊 者 个 人 诚 信 系 统 成
为信用污点 ， 将来在就业、 信
贷等方面受到制约， 失去公务员
和事业单位报考资格等。 在刚性
成本之外， 考试作弊还可能出现
“附加成本 ” ， 比 如 心 情 沮 丧 、
名 誉 受 损 、 家 人 寒 心 等 。 这

些 考 试 作 弊 成 本 都 是 实 实 在
在 存 在 的 ， 也 是 很 高 昂 的 ，
考生在打算作弊之前 ， 应 该 考
虑 后 果 ， 权 衡 一 下 作 弊 到 底
值不值。

考试作弊既是失信行为， 也
是违法行为。 只有 严 肃 处 理 作
弊 者 ， 方 能 维 护 社会公平正
义 。 要 杜 绝 考 试 作 弊 行 为 ，
要 建 立 一 套 完 善 的 预防 、 监
督 和 惩 戒 机 制 。 首 先 要 加 强
羞 耻 感 教 育 ， 让 考 生 明 辨 是
非 ， 明白作弊既不道德 ， 又违
纪违规， 预防出现作弊行为。 其
次， 在考试过程中要技防、 人防
并重 ， 既要利用好高科技防作

弊 ， 也 要 提 高 负 责 考 纪 人 员
的 责 任 意 识 ， 将 作 弊 行 为 和
作 弊 者 一 网 打 尽 。 第 三 就
是 要 严 肃 依 法 处 理 作 弊 者 ，
让 作 弊 者 罚 当 其 罪 、 得 不 偿
失。

总之 ， 考试作弊破坏了公
平 竞 争 的 环 境 ， 拉 低 了 社 会
诚 信 道 德 水 平 ， 必 须 受 到 严
惩 。 此 外 奉 劝 各 位 考 生 ， 考
出 好 成 绩 要 靠 实 力 ， 而 实 力
来 自 日 积 月 累 ， 平 时 一 定 要
认真学习 ， 没有捷径可走———
即使有捷径 ， 考试作弊也绝对
不是捷径， 而是一条成本高昂的
不归路。

“我们小区的门诊部要是能
成为社区卫生服务站就好了 。”
近日本报接到读者梁女士来电，
反映朝阳区大屯街道的世纪村小
区门诊部资源闲置。 该门诊部这
栋3层小楼之前曾出租给了私人，
成为骨科和牙科门诊。 2年前门
诊部停业了， 小楼一直闲置。 而
住在小区的老人看病困难， 他们
迫切希望这个门诊小楼能够恢复
看病， 并纳入医保范围， 成为公
益性的社区卫生服务站。 （6月2
日 《北京日报》）

看病难， 看病贵作为一种社
会现象， 正在被破解。 去年1月
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了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纲要》 针对看病难、 看病贵提出

了解决办法。 一是分级设立各类
公立医院， 二是大力发展社会办
医， 三是合理确定公立医院床位
数， 四是强化功能布局与分工协
作 ， 五是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
革。

能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 这
是许多患者的共同心愿。 大屯街
道的居民守着一个闲置2年多的
门诊楼， 去看病， 却要到3公里
以外的中日友好医院， 挂号要排
大队， 候诊要排大队， 取药也要
排大队 。 一方面是闲置的门诊
楼 ， 另一方面是大医院人满为
患， 造成医疗资源严重的浪费和
配置的严重不合理。

首先， 相关部门应该制订出
整合医疗资源的工作方案， 针对

居民的诉求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研究； 其次， 厘清门诊楼的产权
问题， 与业主协商， 为开辟社区
卫生服务站创造条件； 再次， 与
周边大医院协商， 为建立医疗联

合体铺平道路。 最终实现本社区
居民 “首诊在家门口、 大病去医
院、 康复回社区。” 的分级诊疗
体系。

□许庆惠

在近日北京市科协与市网信
办组织召开的新闻评议会上， 市
科协信息中心主任张晓芸发布
《北京市青少年科学认知水平问
卷调查分析报告 》。 报告指出 ，
中学生的科学素养水平、 对科学
的兴趣和认识有待提高， 抗谣性
较低， 超过九成的受调查学生缺
乏对谣言的鉴别能力。 （6月2日
《北京青年报》）

谣言之所以能够惑众， 与信
息所表述的东西似是而非分不
开， 既考验科学素养， 也考验受

众心理。 当下， 很多的成年人都
没有足够的谣言鉴别能力， 正在
成长之中的青少年， 无论是见识
还是对信息的信任心理， 都与成
人有一定的差别， 一定程度缺乏
鉴别能力在情理之中， 然而调查
显示， 面对热门谣言， 98%的受
调查学生缺乏科学鉴别能力， 这
样的结果的确值得思考。

有知识不等于有智慧， 超过
九成学生缺乏谣言鉴别能力， 其
实也印证了 “智育 ” 水平的偏
差。 对此， 报告指出， 中学生科

学素养水平、 对科学兴趣和认识
都有待提高， 说通俗一点即是科
普没有做到位。 的确， 这不能不说
是当下教育的痼疾， 应试教育由来
已久， 教育 “无营养 ” 的诟病由
来已久， 科学教育严重缺失。

提高中小学生鉴别谣言的能
力， 除了将科学教育纳入到教育
的版图中， 提高孩子普遍的科学
素养之外， 根本上还须让教育的
理念回归到育人上来， 使教育的
过程富于启迪智慧。

□木须虫

日前，澎湃新闻收到爆料，苏州大学一名2005届法
律硕士专业毕业生易某的学位论文， 涉嫌抄袭河南省
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律系一副教授的期刊论文 。对比
发现 ，易某论文的一个章节 ，与时任河南省政法管
理干部学院法律系副教授邸瑛琪论文从题目 、小
标题，到每一个段落内容，都近乎完全一致 。（6月1日
澎湃新闻网） □陶小莫

“学生不挑食 ， 不浪费 ，
吃多少 、 盛多少 ， 不剩菜和
饭； 教师要成为零米粒行动的
宣传者和引导者， 把 ‘一粥一
饭来之不易’ 的道理讲给学生听
……” 5月31日， 北京市委教育
工委、 北京市教委启动 “零米
粒， 我们在行动” 主题教育活
动。 （本报6月2日第5版）

一粥一饭 ， 当思来之不
易 ； 半丝半缕 ， 恒念物力维
艰。 这是明末清初人朱柏庐所
著 《治家格言》， 世称 《朱子
家训》 中的名句， 意思是要认
清并且珍惜每一碗粥 、 每 一
碗 饭 ， 以 及 身 上 所 穿 戴 的
每 一 丝 、 每 一 缕 的 来 之 不
易 。 这 句 格 言 与 唐 代 诗 人
李 绅 所 作的 《悯农 》 一起 ，
经常成为学校或者社会开展提
倡节约， 反对浪费活动的常用
教材。

正因为世界上还有无数人
生活在温饱线以下， 每天都在
为了吃饭问题而发愁， 所以在
笔者看来， 此次北京市委教育
工委与北京市教委一起， 在全
市学校中开展 “零米粒， 我们
在行动” 主题教育活动 ， 便
显得意义更加深远 ， 也着实
值 得 点 赞 。 尤 其 是 史 家 七
条小学的三名同学在指导老师
的带领下所开展的关于一粒米
的调查研究， 更是为活动增添
了不少新意。

经过调查统计， 三名小同
学得出了令人惊讶不已的结
论：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
粒米， 竟然能够节省出379301
碗饭来。 那么， 如果全世界人
民全部行动起来的话 ， 每个
月、 每一年能够节省下来多少
粮食， 又可以帮助多少贫困人
口解决吃饭问题呢？ 这个数字
恐怕也会十分惊人。

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我
们也不得不承认浪费粮食现象
的极其普遍存在。 据中央电视
台于2013年1月报道， 中国人
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
高达2000亿元， 被倒掉的食物
竟然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
粮。 由此可见， 在全北京市乃
至全国， 甚至全世界开展珍惜
粮食， 杜绝浪费行动该是多么
有必要。 □乔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