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
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针对培训机构容易
发生“退费难”“卷钱跑路”的情况，提出学科类和
非学科类预收费应全额纳入监管。

点评： 增强全社会共同防范管 “钱” 的风险
意识， 构筑了制度性的 “防火墙”！ 努力使今后
学员和家长的每一分钱不再受到损失。

手机App过度索权、 一些小区物业将人脸识
别作为业主出入的唯一验证方式、 消费者在平台
购物被 “杀熟” ……针对消费者个人信息被滥用
的现象， 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 小区物业不能强
制业主人脸识别。

点评：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即将实施， 经营
者要依法完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履行公示告知
义务， 规范个人信息处理程序， 采取必要措施保
障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本期点评 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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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中医世家的宋兆普， 现任河南省汝州
市金庚康复医院院长， 也是 “宋氏中医外科” 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从医42年来， 手
法整复正骨从不收费， 并且还会教大家正骨手
法。 他说患者也是他的恩人， 自己的经验技术是
靠患者的信任， 日积月累才有的。

点评： 用行动诠释医者仁心。 几十年如一日
用心打磨自己的技艺， 实在是不可多得。 相信这
些传人都能够被社会更好地善待。

河南老中医从医42年
正骨从不收费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成功侦破
“12·26” 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组织考试作弊案，
抓获以李某肖为首的犯罪嫌疑人7名， 查获涉案
电子设备一宗， 扣押涉案资金20余万元。 嫌疑
人李某肖在济南开了一家驴肉店， 之前曾经干过
职业培训， 结识了培训圈内的一部分熟人。

点评： 作弊者的不劳而获也就意味着， 有多
少人的努力正在被无情践踏！ 自2016年考研开
始， 国家重大考试的作弊行为被录入刑法， 考试
作弊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天气越来越冷。 全国北方多地陆续进入采暖
季。 交通运输部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已成
立今冬明春能源运输保障工作专班， 24小时值
班， 急事急办、 特事特办。 多种措施保障煤炭、
液化天然气等能源物资的运输服务， 确保让百姓
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点评： 对社会各方反映的供热问题， 做到早
知情、 早上报、 早处理、 早解决， 切实提高服务
水平。 让百姓屋暖心更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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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不知从何时起， 不少单位在招聘新员工时，
在表格上增添了 “第一学历” 的内容。 别看这一
小小的几个字， 却让很多人为此踌躇。 看到一个
网友的自述写到， 本以为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
大学毕业了。 谁知在找工作时， 被对方告知只看
“第一学历”。 哪怕你是研究生、 博士生毕业也没
有用。 “第一学历” 如果不是985、 211的名校，
也会被淘汰。

还有一则新闻， 说是一名自称达到保研标准
的大四学生发帖称 “无法相信北大会有这么差的
师资”。 其列出的一名北大数学学院博导硕士毕
业于地方院校， 这名学生据此称 “招的老师水平
不如深圳中学” “希望北大能整顿下师资” 等。

这个新闻一经发出， 就让舆论沸沸扬扬， 把
“第一学历” 问题， 再次推到了舆论的风口上。
这个遭学生嫌弃的北大博导， 本科、 研究生毕业
于一所普通高校， 但其博士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该教授发表相关领域的
论文50余篇， 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中国
计算数学届最高奖项冯康科学计算奖得主。

面对一个卓有声望的教授， 学生却耿耿于
怀， 可见这个讲求 “第一学历” 的歪风， 已经浸
润了不少人的头脑。 因为自己的 “第一学历” 不
是出自名校， 而在求职时遭遇 “滑铁卢” 的事例
举不胜举。 这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下 “第一学
历” 的来龙去脉。 所谓第一学历， 通常是指国民
教育系列的普通全日制教育的最高学历。 如果
说，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人们最触头填写表
格时的 “家庭出身” 一项， 如今对许多年轻人来
说， 最触头的是填写表格上的 “第一学历”。 如
果是出身名校还能很荣耀， 如果是出自一般院
校， 估计在不少单位会遭到歧视。 如果到新单位
应聘时， 也许会因此而败北。

就在人们为 “第一学历” 争执不下时， 不久
前教育部明确表态： 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
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 国家
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 “第一
学历” 这个概念， 在管理过程中所说 “学历” 通
常指的是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学历。 而且，
早在2014年， 教育部就明确表示， 没有使用 “第
一学历” 概念。

然而， 不少单位人为地设置就业门槛， 非名
校毕业生不录用， 这是典型的以学历高低论英雄
的狭隘偏执的人才观， 是学历查三代的落后观
念。 众所周知， 我国的名校资源还是很稀缺， 数
据显示， 截至2020年6月30日， 全国高等学校共
计3005所， 其中， “985工程” 共有39所， “211
工程” 共有116所。 按照很多单位的选人标准 ，
非名校不录用， 那无疑会扼杀了多少有作为的年
轻人求职梦。 更何况， 进了名校并不意味着进入
了人才保险箱。 不少优秀人才并没有名校的光
环。 如比尔·盖茨大学没毕业， 成了世界著名公
司老板； 苹果公司更看中的是能力； 2020年诺贝
尔奖自然科学类奖项8位获奖者的本科学历中，
多数获奖者的 “第一学历” 是在新兴院校、 小型
大学或文理学院取得的……

因此， 不彻底破除 “第一学历” 的阴影， 不
但会阻碍人才的脱颖而出， 还会扭曲人才使用
观， 从而影响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看来， 对甚嚣尘上的 “唯学历论” “唯名校
论” 给予迎头痛击， 并不仅仅是谴责一下就奏
效， 还需要完善高校资源配置， 平等竞争， 同
时， 对就业法律法规做进一步调整， 从法律层面
明确不得学历歧视， 对于遭受学历歧视的人， 还
应通过司法救济机制给予权益保护。

多部门多举措保供能源
多地陆续启动供暖热运行

警方侦破考研作弊案
组织者是驴肉店老板

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
应全额纳入监管范围

中消协发声：小区物业
不能强制业主人脸识别

“第一学历”沉渣泛起
破除学历歧视应立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