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个学要用多少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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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11日 ， 由中国
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和中新智
库 （北京） 文化发展中心合作，
共同设立的 “健康中国爱心基
金” 在北京正式启动。

“健康中国爱心基金 ” 的成
立， 旨在动员和整合多方面的社
会力量， 致力于中国产业工人职
业病 （尘肺病） 的防治， 职业环
境的改善和职业健康的提升。

据介绍， “健康中国爱心基
金” 将动员和整合多方面的社会
力量， 探索新时代公益慈善与精
准扶贫的有效结合， 创新职业病
（尘肺病）防治工作机制 ，重点解
决职业病 （尘肺病）患者家庭因病致
贫、 因病返贫这一社会的痛点和
难点问题，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职业
健康司副司长王建东在致辞中介
绍了我国在职业健康与职业 病
防 治 方 面 总 的 形 势 与 任 务 ，
介 绍了国家这些年来所做大量
工作和所取得的成果， 并对 “健
康中国爱心基金” 的工作提出期
待和希望。

启动仪式上， 中君际联 （上
海）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罗

永亮代表企业向 “健康中国爱心
基金” 捐赠了第一笔款物。

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
理事长黄毅就成立 “健康中国爱
心基金 ” 的目的和意义作了说
明。 并对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
金会近年来秉承 “以人为本、 关
爱生命、 慈善为怀、 防治尘肺”
的宗旨， 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
不断开拓发展思路， 拓宽募捐渠
道， 扩展救助领域和范围。 截至
2017 年底 ， 通过各种医疗手段
和医疗技术， 已累计救治尘肺病
患者22余万人， 并对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患者家庭给予了救
助， 树立了基金会的社会形象，
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据介绍， 中国煤矿尘肺病防
治基金会在历任国家领导的关怀
下，于2003年在民政部注册成立 ,
现由国家应急管理部主管， 是全
国应急管理系统、 安全生产领域及
煤炭、 矿山行业唯一的公益慈善组
织。2018年荣获民政部全国性社会组
织评估“4A”等级。 2015年被民政
部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 实
施的 “尘肺病农民工洗肺清尘救
助项目” 被民政部授予第十届中
华慈善奖。 （杨骏）

记者调查发现， 校园APP通
过与学生成绩 、 评优挂 钩 而 横
行 校 园 ， 霸 王 条 款 、 信 息泄
露 、 广告丛生已成为学生用户
“难言之痛”。

———强制使用， 与成绩、 学
分挂钩。 “学校要求我们用一个
体育APP记录跑步次数， 最终将
其计入体育课成绩。” 很多同学
对此很不理解， “运动的方式有
很多种， 打篮球、 踢足球都能增
加运动量， 为什么一定要强制学
生使用APP来计算跑步量才算运
动了呢 ？” 甚至还有同学发现 ：
“我在学校里看到过一个男生拿
着4个手机在跑步。”

一些学校还强制推广与校园
功能、 学生学习都无关的软件，
想方设法使之与学生成绩、 班级

评优挂钩。 “学校开大会要求学
生使用某个软件， 每个人都要注
册、 发言， 并且要把截图发给班
委进行登记， 不然班级就不能评
优 。 ” 一 位 学 生 对 此 很 无 奈 ，
“我们只能在按照要求使用后立
即卸载， 但这还是给APP制造了
一些漂亮的僵尸 ‘用户’。”

———利益裹挟 ， 学生成了
“唐僧肉”。 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
透露： “年轻人是手机软件产品
的主要用户群体， 而高校学生基
数大， 推广起来更为快速。 因此
很多APP商家通过一些优惠奖
品、 赞助项目或者直接给回扣的
方式， 让学校帮忙推广、 引导学
生下载使用。”

不少学生向记者反映， 一些
APP的使用规则堪称 “霸王条

款”， 没有选择权的学生则成了
“唐僧肉”： “你需要先到校园网
里充值， 才能在APP里给电费充
值 。” “热水费一次最少充200
元， 余额不退。”

———广告丛生 、 信息泄露 ，
APP使 用 体 验 堪 忧 。 “ 这 些
APP不仅数量过多 ， 而且质量
良莠不齐 。 一些APP每次点击
进入时还会自动跳出网游、 贷款
等广告。” 湖南一高校学生吴同
学表示。

记者在手机软件下载平台中
某APP的用户评论中看到， 河南
某学院、 华北某水电大学、 郑州
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纷纷给出
“差评”： “学校强迫下载， 不能
忍” “学生信息泄露” “难用，
垃圾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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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日前夕， 中国近现代
史史料学学会在沈阳举办学术研
讨会， 研讨会上， 专家和研究人
员披露了此前发现的侵华日军森
冈周治战时日记部分内容， 这些
内容佐证并进一步丰富了南京大
屠杀的有关事实， 从一个侵华日
军的视角记录了侵华战争给中国
造成的深重灾难。

辽宁省本溪市54岁的收藏爱
好者毛伟此前收购到一本日记和
三本相册， 日记名为 《日支时变
日记》， 作者名为森冈周治， 身
份是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
第38联队辎重特务一等兵。 日记
记录时间是从1937年8月25日到
1939年8月7日。 研究日军侵华历
史已有20多年时间的毛伟发现，
这段时间正是日军发起全面 侵
华 战 争 后 的 关 键 阶 段 ， 日 记
和 相 册 中 有 许 多 战 争 方 面 的
重要记述。

毛伟带着这些资料向有关专
家学者进行求证， 经鉴定确认了
日记和相册的真实性。 在中国近

现代史史料学学会、 辽宁社会科
学院、 渤海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等机构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
下， 日记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
容基本翻译完成。

“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了滔
天罪行， 我想努力把这份资料研
究清楚， 让中国、 日本乃至全世
界都进一步了解和记住这段历
史。” 毛伟说。

研讨会上， 翻译者吉林师范
大学教师程文明介绍， 这本日记
共有198页， 其中， 记载战时情
况的部分有107页， 3万多字。 日
记连续记载了2年多的时间里森
冈周治所在部队参加的几十次战
斗和战役， 其中就包括攻打南京
和南京大屠杀。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
会长王建学认为， 这本日记以一
个入侵者的角度观察和记录了南
京大屠杀前后的一系列事实， 为
研究和还原那段历史具有重要价
值 。 “这本日记和 《东史郎日
记 》 中的许多记录可以相互印
证， 是日军侵华的新罪证。”

侵华日军战时日记
披露南京大屠杀更多细节

———校园APP泛滥现象调查

近日， 湖南一所高
校 “扫码洗澡” 的新规
定让不少学生觉得闹心，
也让校园APP泛滥现象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
记者调查发现， 从选修
课程APP到交电费APP，
再到洗衣服APP， 部分
校园 APP顶着 “智能 ”
的头衔， 出着各种傻瓜
的错误； 打着 “快捷便
利” 的幌子， 却处处给
同学 “添麻烦”； 软件频
繁 “罢工”、 广告丛生，
让使用者苦不堪言……

12月2日 ， 长沙理工大学公
寓热水服务中心发布了一则通
知， 称热水系统将升级改造， 升
级后支持手机 “无卡消费 、 充
值、 报修和信息发布”。 系统需
要更换宿舍内的热水表， 这意味
着原有的热水卡已经无法使用，
需要下载一个APP， “扫码” 后
才能洗澡。

此举一出， 立即引发学生吐
槽一片： “平常洗澡只要插卡就
行， 现在需要打开手机， 连上蓝
牙， 再打开APP， 然后再扫码洗
澡。” “浴室里本来就不是适宜
带手机的地方， 不明白为什么连
洗澡都要扫码” “为了洗澡， 我
还特意给手机买了个防水袋 ”
“万一洗着洗着手机没电关机了

怎么办” ……
武汉一职院的学生也有同样

的经历： “我们校区也是用手机
扫 码 洗 澡 ， 非 常 不 喜 欢 这 种
形式， 每回洗澡手机屏幕都进水
蒸气。”

“因为学生长期反映， 使用
的校园卡种类太多 ， 而 原 有 热
水卡容易丢失 、 充值不方便 ，
因 此 学 校 对 水 控 终 端 设 备 进
行升级改造。” 8日， 长沙理工大
学发布回应称 ， 学校已于 6日
重 启 了 宿 舍 热 水 用 卡 开 启 功
能 ， 学 生 只 要 办 理 激 活 卡 手
续 ， 便可同时使用两种方式开
启热水。

可事实上， 如今让高校学生
烦恼的不是 “卡太多 ” ， 而是

“APP太多” “扫码太多”。
“我们学校前段时期也进行

改造， 把原本免费的取消了， 弄
了一个扫码付款的吹风机， 吹一
分钟一元钱。 一个楼层就两个，
扫码还要排队。” 一位同学告诉
记者。

“开门禁、 打开水、 交电费、
洗衣服、 选课、 看课表、 刷课、
上课签到都有各自的APP。 学校
各部门要求装的软件十来个 ，
一个软件只能实现一个功能， 各
自为政。” 一位大学生对此非常
无奈。

“上个大学， 手机多出了一
个页面的APP。 16G内存的智能
手机表示吃不消。” 一位大一学
生说。

“上个大学， 手机多出一个页面的APP”

课程绑定、 强制使用让校园APP “横行”

“如今各高校都在推广信息
化建设、 打造 ‘智慧校园’， 这
是 ‘互联网+’ 时代不可抗拒的
趋势， 但泛滥的APP不仅没让校
园变得 ‘智慧’， 反而增加了不
必要的麻烦， 让学生不堪其累。”
中南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斌说。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丁加勇指
出， 对于校园APP泛滥现象， 应
当像过去的校园一卡通一样， 对
不同功能的校园生活服务类APP

进行合并和减少。 “如今很多高
校都开发了自己的校园APP， 完
全可以在此平台上整合各类校园
功能性服务， 这在技术上并不是
一件难事。”

李斌认为， 学校作为管理主
体， 首先应当加强前期把关、 审
核， 对于师生使用校园生活服务
类APP， 必须保证其公益性、 公
共性、 安全性。 对于具有不同功
能、 使用体验的APP， 应充分尊

重大学生校园APP使用的选择
权， 以优质的服务品质吸引大学
生主动自愿安装使用。

“校园信息化、 智慧化必须
以使用者的体验为核心， 以方便
为目的 。 只有注重服务和公益
性 ， 有效服务师生的生活 、 学
习， 遏制泛滥的广告和不良信息
的传播， 才能让大家用得便捷、
顺心。” 丁加勇说。

据新华社

泛滥的校园APP何时休？

漫画绘制 朱慧卿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刹车”

新华社电 记者从国防科工
局、 国家航天局获悉， 12月12日
16时45分， 嫦娥四号探测器经过
约110小时奔月飞行， 到达月球
附近， 成功实施近月制动， 顺利
完成 “太空刹车”， 被月球捕获，
进入了近月点约100公里的环月
轨道。

近月制动是月球探测器飞行
过程中一次关键的轨道控制。 飞
临月球附近时， 探测器通过减速
制动， 使其相对速度低于月球逃
逸速度， 从而被月球引力捕获。
16时39分 ， 在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 科技人员发出指令， 嫦娥四
号探测器在距月面129公里处成

功实施7500牛发动机点火 ， 约5
分钟后， 发动机正常关机。 根据
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 嫦娥四
号探测器顺利进入环月轨道， 近
月制动获得圆满成功。

嫦娥四号探测器准时发射 、
准确入轨， 原计划在近月制动前
实施的3次轨道中途修正， 只于
12月9日进行了1次， 达到预期目
标。 后续， 嫦娥四号探测器将在
环月轨道运行一段时间， 调整环
月轨道高度和倾角， 开展与中继
星的中继链路在轨测试和导航敏
感器在轨测试， 确保探测器最终
能进入预定的着陆区， 择机实施
月球背面软着陆。

进入环月轨道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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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爱心基金”在京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