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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天津大学、厦门大
学两名学生的硕士论文雷同
引发热议，两所大学调查后
认定二人有学术不端行为，
天津大学撤销该校学生所获
硕士学位，并收回相应学位
证书，厦门大学撤回该校学
生硕士学位论文，注销其硕
士学位证书。记者调查发
现，近年来，尽管教育部门和
高校对“论文代写、买卖”现
象始终保持“铁腕整治”的态
势，但仍有不少“论文枪手”
藏身网络平台，个别毕业生
又企图蒙混过关，“论文代
写、买卖”现象禁而不绝。

据新华社

毕业论文
岂能“想买就买”

点评：各类网络电商平台对于“论文代写、期刊代发”等商家存在监管不到位
的情况，各类“代写商家”藏匿其中，学生极易获取渠道，有关部门应该完善相关的
措施，加大对这些商家的监管，不给此类商家提供生存土壤。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程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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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传广东湛江一中学校长主动向高分考生
发送短信，承诺来本校复读后考上清北就奖励100万
元。对此，学校高补班招生人员回应，奖励情况属实。
（《光明日报》8月15日）

随着公众对教育的重视，近年来许多地方的中学
为了抢夺优质生源、打响学校的知名度，可谓无所不用
其极，最典型的标志，就是水涨船高的奖励金额。该校
在奖励措施中称，复读考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
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录取，奖励5万元；被中山
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录取，奖励2
万元。一切都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看上去很合理很市
场化，也很有诱惑力，但这样的举措，真的有利于教育，
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公平吗？

我不这么认为。一所学校的教育实力，最终是由
师资力量和教学风气决定的，而不是能不能拿出百万
奖励。你有这个实力，自然不缺好生源，如果你没有实
力，靠玩“复读考上清北奖百万”这样的噱头硬充实力，
当然也会吸引一些优质生源，但却可能误人子弟。100

万元当然是笔巨款，但与一个学生的前途相比，孰轻孰
重自不难掂量。更何况，它多半不会兑现。

学校之间为了抢夺生源展开竞争，这是好事情，越
竞争越能激发教学潜力，提高整体的教育水平。但必
须看到，教育竞争应该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而
不是比拼财力和阔气，谁有钱，谁就能垄断教育资源。

道理上说，学生考上名牌大学，应该感谢老师和学
校，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学校感谢学生，甚至还拿出
金钱来奖励。这是一种非常扭曲的价值观，除了宣扬

“金钱万能”之外，还会导致一种恶性竞争，这对那些踏
踏实实、一心只想抓好教学质量的学校是非常不公平
的，教育事业成了一种变相的金钱游戏。理想的教育
结构，师资力量和生源质量，都应该是相对均衡的。这
就好比一个足球联赛，只有所有球队都有夺冠希望，足
球水平才能提高，比赛才会好看。一家或者几家独大，
肯定是不正常的。现在的问题是，在金钱的驱动下，师
资力量和生源质量集中化的趋势越来明显，教育竞争
成了一种“掐尖”比赛，这不得不令人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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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价
值 220 多万
“天价”手机
号，我们还是
冷静、理性地
看待即可，既
没有必要觉
得大惊小怪，
也没有必要
愤世嫉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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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6日上午11点23分，在某拍卖平台进行司
法拍卖的一部尾号为5个“8”的手机靓号，经过竞买人
激烈的角逐，最终以225万元的价格落槌成交。本次
拍卖共经历了5051次出价，227次延时，有589人报
名参加，吸引6.7万人次围观。（8月16日澎湃新闻）

一个手机号码，最终拍出了220多万元的价格，当
然可以称之为“天价”了，但却并不是最高价。此前有
媒体报道，2017年，一部归属于广西玉林市移动运营
商的 8 个“7”连号的手机号，在司法拍卖平台上经历
162次出价，最终拍出了391万元的天价。

对此网友们在进行热情围观的同时，也难免会有
很多疑问：网友参与这样的拍卖是认真的吗？如果竞
买人最终毁拍，拒绝支付竞拍款怎么办？一个手机号
码，真的值这么多钱吗？到底是一些什么人才需要和
在使用这样的电话号码？

拍卖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更何况这是由法院组
织的司法拍卖。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最终竞拍成功者，
要在规定期限内支付竞拍款，如果拒绝支付，不但先期
缴纳的保证金会被依法没收，而且重新拍卖的价款低
于原拍卖价款造成的差价、费用损失及原拍卖中的佣
金，由原买受人承担。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从其预交的
保证金中扣除。保证金数额不足的，可以责令原买受
人补交；拒不补交的，强制执行。所以说，如果你不是
真的想拥有，并且有实力购买这样的手机号码，那么就

当个“吃瓜群众”好了，不要盲目参与竞拍，免得到时候
无法收场。

至于说一个手机号码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则完
全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但只要明白“物以稀为贵”
的道理，也就不难知道答案了。况且，最终的拍卖价
格，至少可以说明这一手机号码的市场价值。尽管我
们不倡导“数字迷信”，但是当类似8个“8”、6个“6”这
样的所谓“吉祥号”人人都想拥有，并且和身份、财富、
成功等等隐约画上了等号，成为了一种象征，已然说明
了它的市场价值所在。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群体在使用这些手机号码
呢？一般来说，一是财力雄厚的人士，用网友的话说，
就是“钱多到花不完”的人，他们愿意花重金拥有一个
和自己的社会地位、财富地位相匹配的手机号码，这种
心理诉求也很正常，只要他们的钱是通过合法、正当的
渠道获得的，怎么花，花在哪里，都是他们的权利和自
由。二是一些企业，生意人，他们的手机号码往往和自
己的生意、事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为了便于自己的
生意对象、客户、消费者群体记住自己的手机号码，所
以需要一个“靓号”，这一点在当下的房地产开发商、开
锁企业等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

所以说，对于价值220多万“天价”手机号，我们还
是冷静、理性地看待即可，既没有必要觉得大惊小怪，
也没有必要愤世嫉俗。

近日，在河北沧州，一男子因
驾车经漫水路未减速被罚。网友
纷纷表示，结局极度舒适。当天，
司机张某驾车经过积水路段时，
非但不减速，还不断超车，车轮碾
压起的水花目测超2米。最终，
张某因违法变道、经漫水路未减
速，被罚款150元、记3分。（8月
16日央视新闻网）

驾车经漫水路未减速，首先
就是失德的表现。要知道，这直
接会给路上行人溅上一身水；即
便没有行人，水花超 2 米且违法
变道，也会影响到对面车辆正常
行驶，甚至埋下巨大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退一步来看，经漫水路
若有“暗坑”，未减速不仅会给车
辆带来损害，同样会影响到驾驶
安全。

从法律层面来看，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六十四条，机动车行经漫
水路或者漫水桥时，应当停车察
明水情，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
可见，经漫水路未减速不仅是驾
驶文明的缺失，更是一种违法行
为。于此，驾驶人理应深知其危
害性与违法性，别因为一时大意，
给他人带来不便，也给自己带来
伤害，甚至酿成惨剧。

从现实来看，驾车经漫水路
未减速被罚者并非孤案。据报
道，7 月 9 日当天，在浙江丽水，
几名学生乘坐观光车上学，在一
积水路段，一辆汽车突然加速驶
过，溅了学生们一身泥水，随后，
该车辆被交警部门锁定，车主因
未按规定低速通过漫水路等多
项违规行为，被处 400 元罚款、
扣 3 分的处罚。如此被罚，同样
不冤。

正如交警提醒广大机动车驾
驶人，要文明驾驶、安全出行，切
莫以自己不当行为影响他人交
通安全。诚如其言。遇到下雨
天气，不少路段容易积水，特别
是一些坑洼不平的路面，汽车经
过时，就是一片“水花四溅”，越
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越需要多些
文明驾驶意识，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别人开车将自己溅一身水，
会有啥感受？

从执法角度来看，也亟待加
强 对 此 类 违 法 驾 驶 行 为 的 处
罚。诚如有的网友表示，罚的
好！对没素质的驾车者就应该
这样。所以，一方面行人对驾车
经漫水路未减速的行为，完全可
以举报处理；另一方面交警可以
加强相关知识的普及，提升广大
驾驶员的法律意识，同时也可有
针对性地开展整治，以减少此类
行为。

对天价手机号不妨冷静看待

因驾车经漫水路
未减速被罚不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