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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加分政策五花八门

■有感而发

蛐蛐苑 ： 6月27日上午 ， 全
国人大常委会三审野生 动 物 保
护 法 修 订 草 案 中 明 确 提 出 ：
随意放生野生动物， 造成他人
人身、 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
统的，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现在
的法律制度下， 是允许放生的，
但是放生者应该坚持科学放生、
文明放生、 理性放生的原则， 以
不能破坏生态环境、 损害他人利
益为代价， 否则， 就会受到法律
的追究与惩处。

清除客车着火隐患，别让悲剧重演

室外健身器材维护得有个规矩

■每日观点

□韩睿

30所虚假大学再上榜拷问监管能力

年年都要高考， 年年都有
人假冒大学招摇撞骗。 可以确
定的是， 这些魔高一尺的骗子
具有如下特点， 不仅是团伙集
结作案， 而且都不是引车卖浆
者流，非高学历高智商不能为。
这同时还暴露了另一个问题，
我们的监管乏力， 至少疏漏太
多，让骗子成了建制成了气候。

奚旭初： 最近南京玄武警方
接到的纠纷警情， 无一例外都是
因为小事引起。 警方提醒广大市
民， 天气热了， 不少市民火气也
大了 ， 不过遇事还是得保持冷
静。 高温天气是考题， 检验着每
一个人文明的底线。 文明不是客
串演出， 不是逢场作戏， 文明是
一个常态。 法律不承认 “情绪中
暑”， 法治社会更不会容忍暴戾
之气。 谁情绪失控酿成祸端， 谁
就要为之 “买单”。 世上什么药
都有， 惟独没有后悔药， 等到祸
事临头才后悔不该让情绪 “中
暑”， 已是太晚。

靠制度和理念
向“加班文化”说不

各地高招录取陆续展开之
际，民间机构“上大学网”25日公
布了第六批虚假大学警示榜，30
所虚假大学上榜。 与此前公布的
虚假大学相比， 这批虚假大学诈
骗手段发生了新变化， 广大考生

和家长须警惕。（6月26日 《新京
报》）

这的确值得警惕， 因为这批
虚假大学诈骗手段发生了如下新
变化———仿冒非学历高等教育机
构，以混淆视听：其一，真假大学
难分真假， 比如登录www.tjzgdx.
com 和 www.tjzgjjdx.com 两 个 网
站， 显示的都是天津职工经济技
术大学， 从网页版面格式到图片
内容全部一致。其二，一个团伙批
量生产多所虚假大学。例如，广东
信息科技学院（仿冒）、青岛华侨
理工专修学院（冒名）、湖南工程
科技学院（仿冒），3所虚假大学的
ip地址均为103.254.108.216。

年年都要高考， 年年都有人
假冒大学招摇撞骗。 可以确定的

是， 这些魔高一尺的骗子具有如
下特点，不仅是团伙集结作案，而
且都不是引车卖浆者流， 非高学
历高智商不能为。 这同时还暴露
了另一个问题，我们的监管乏力，
至少疏漏太多， 让骗子成了建制
成了气候。人们焦虑，为什么会出
现一拨拨一批批的骗子， 我们总
是慢上几拍，疲于应对，不能从源
头围剿，防患于未然？

这样的要求或许太高， 我们
的监管力量薄弱， 总处于被动地
位，一是人员太少空当太大，二是
奖励有限动力不强， 三是人手分
散缺乏联合， 四是预警机制还没
建立，等等，民不举官不究，不能
源头防范也就罢了， 结果令人遗
憾的是， 还常常发现了也不能及

时迅速地清除与制止。 比如这次
30所虚假大学上榜， 就是民间机
构“上大学网”公布的第六批，而
不是官方比如教育部公布的，这
就有点铩羽，显得很不正常。

还有，对待这类虚假大学，除
了教育部应该专职监管， 那些被
仿冒的学校， 也应发力攻击 ，毕
竟，被仿冒本身，或许不会掠夺生
源，但却可以污损名誉、杀伤公信，
这是十分可怕的。不能设想 ，一个
连假冒都无法抗衡的大学， 又怎
么有能力或势力做大做强呢？

不管怎么说 ，30所虚假大学
再上榜拷问的是政府的监管能
力，我以为，必须有一个部门统筹
多部门联合作战， 最好是苗头制
止、源头防范、斩草除根，否则东

一榔头西一棒子， 就只能疲于应
对，摁下葫芦浮起瓢，让骗子在游
击战中不仅苟且生存， 甚至越战
越猖狂。

当然， 在目前敌狂我弱的情
境下， 我们还必须絮絮叨叨告诫
家有考生的家长， 一定要绷紧头
脑中的那根弦， 认真斟酌仔细辨
别多加询问， 千万不要头脑一热
中了骗子的奸计。因为有专家称，
虚假大学会抢先一步寄出假 “大
学录取通知书”，其中附带银行卡
号。“通知书”上告知“被录取”的
学生：已经被录取，可以登录官网
查询，请在×月×日前将学费打入
账户中，逾期不候，否则视为未录
取等等，来进行诈骗。总之，高招
有危险，付费需谨慎。

6月接近尾声， 高考之后， 各地中考大幕也渐次落
下。 考场之外， 另一件事牵动着家长们的神经： 中考
加分。 据相关调查显示： 中考加分种类繁多， 有的地
方15%以上考生都有加分， 而除了一些全国性的政策
类加分， 还有 “投资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家子女可降低
一个分数段参加录取， 每个分数段为10分” 等鼓励性
政策。 （6月27日 《人民日报》） □陶小莫

近日， 国内一网站女编辑
积劳成疾， 终因肝癌离世的消
息引发关注。 6月17日， 《人
民日报 》 发表文章 “过度加
班， 咋就停不下来？”， 关注无
效加班、 无谓加班、 无偿加班
等现象。 如何让中国的加班节
奏慢下来， 让 “年轻人不要老
熬夜”， 中国正在试图向 “加
班文化” 说不。 （6月26日中
新网）

说 “加班文化” 剥夺了年
轻人的幸福感， 应该不算是夸
张之词。 因为加班， 我们失去
了陪伴家人的时间 ； 因为加
班， 我们牺牲了休闲娱乐旅游
的时间； 因为加班我们未老先
衰， 各种职业病提前到来。 而
加班在欧美发达国家已成众矢
之的， 前几天还有媒体报道，
荷兰一家公司为了不让员工加
班， 下班后员工的办公桌一律
升空。 而法国劳动者工会则出
台了一项 “离线权” 法案， 员
工下班后可以不回复公司的邮
件， 免于工作的打扰。

要想向过度的 “加班文
化” 说不， 在我看来离不开制
度的完善和理念的进步。 国家
要通过法律与制度的完善， 尤
其是要通过法律与制度的落实
来鼓励八小时工作制度， 抵制
泛滥无度的 “加班文化”， 维
护劳动者休息权 、 健康权等
等， 让用人单位形成 “加班不
受法律欢迎” 的意识。 而对于
明显违反国家法律和制度， 强
行要求员工加班的用人单位，
则给予必要的惩戒。

作为用人单位的管理者应
该明白， 过度的加班不但是对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一种剥夺 ，
会引起劳动者的不满， 而且过
度加班实际上就是一种 “疲劳
战术”， 既不利于员工劳动效
率的提高， 还会压制企业的活
力和创新， 从长远来看并不利
于企业的发展。 作为企业的管
理者， 应该具备向效率要效益
的意识， 通过提高员工单位时
间内的劳动效率来实现企业的
效益， 通过创新来实现效益。

□天歌

6月 26日上午 10： 20左右 ，
发生在宜凤高速湖南宜章县境内
的大巴起火事故， 经官方最新核
实， 大巴车共载有57人， 事故共
造成35人死亡， 13人受伤 (其中
4人重伤)， 伤者已全部及时送往
医院救治。 （6月27日中新网）

汽车起火导致的惨烈灾难已
经不在少数了， 长途大巴、 公交
车都曾经失火噬人。 通常我们会
觉得客运汽车着火是小概率事
件， 然而， 梳理一下近年来陆续
发生的客运汽车着火灾难， 我们
会发现， 客车着火的事故确实概
率较小， 却绝对不是十分罕见的

现象。
客车着火的意外因素有很多

种 ， 有可能是车辆自身 故 障 导
致 的 自 燃 ， 有 可 能 是 乘 客 违
规 携 带 易 燃 易 爆 品 导 致 的 燃
爆 。 消 防 安 全 的 上 策 是 把 火
灾 提 前 掐 灭 在 萌 芽 状 态 ， 可
是 ， 常 言 道 “不怕一万就怕万
一”， 种种意外因素的客观存在，
不是说主观上想杜绝就能彻底杜
绝了的， 在尽可能清除客车着火
隐患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面对一
个现实问题： 一旦客车着火了，
通道就是生命线， 怎样确保门、
窗在第一时间全部打开？

实现门窗能够第一时间打开
的目标， 车辆制造、 客运管理、
消防监管等各环节都要超前防
范， 不仅要制定相应的安全法规
和标准， 更要把法规和标准落到
现实中， 对一些阳奉阴违的客车
生产、 运营责任人严查、 严惩。
不仅在当下一阵风地严抓客车消
防安全隐患， 更要认真汲取血的
教训，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把
现有的客车运营软硬件隐患彻底
消除， 让可以避免的悲剧永远不
再重演， 这是对湖南大巴失火事
故中死难者最起码的尊重和告
慰。 □许晓明

平谷大街31号兴谷环岛中央
有个电视塔， 电视塔下面有个面
积很大的花园， 同时修建了一个
漂亮的休闲锻炼场所。 在这个免
费开放的大众健身场里， 东北部
为篮球场 、 乒乓球和广场舞区
域， 西南部都是锻炼器材。 这里
的器材在平谷区是最多 、 最全
的。 这批健身器材也已经安装近
10年， 好多已经损坏， 为什么没
有人维护呢？ （6月27日 《北京
日报》）

全民健身工程是国家实施的
惠民工程 ， 深受居民群众的欢

迎， 在家门口就可免费使用各种
健身器材， 这搁以前是连想都不
敢想的事情。 但是， 经过多年的
使用， 各个小区的健身器材都有
不同程度的损害， 有的 “超龄服
役”， 有的锈迹斑斑， 吱吱乱响，
有的缺胳膊少腿， 影响了居民的
正常使用。

要想破解这个难题， 首先是
群众在使用时 ， 一定要规范使
用， 要有爱护意识； 其次是要厘
清责任， 要有明确的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 比如， 有居民发现健身
器材坏了， 找物业， 物业让去找

社区或街道， 街道又扯上体育部
门， 这一扯， 就把时间耽误了。
所以， 根据 《全民健身条例》 的
明确规定， 管理单位应承担管理
和维护责任； 再次， 管理维护单

位要定期对健身器材进行保养维
护， 确保能够正常使用。 要让室
外健身器材真正发挥实效， 让居
民真正受益。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