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枪手”让考试公平输在起跑线

又迎来高考，又爆出“替考”事
件。与以往略显不同的是，这次有
记者卧底替考组织，并顺利地进入
南昌一考场参加高考，还未等考试
结束，相关的报道已是铺天盖地。

虽说南昌方面迅速反应，在语
文考试结束之前就由当地警方将
涉事考生控制，但不得不追问的
是，假如没有这名卧底，假如没有
那篇稿件，替考考生会不会就顺利
过关了；而同样值得追问的是，在

没有媒体记者介入的地方，会不会
有其他替考行为正在进行。

平心而论，高考替考这种事似
乎已算不得新闻了，记者卧底探访
的这一例，从方法上说与过去几年
曝光的类似事件也没有太大差别。
先是用考生的信息和“枪手”的头
像办出准考证和身份证，再由“枪
手”混入考场完成考试。这个过程
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环节，有非常

“专业”的中介联络掌控，用“成熟
的产业链”来描述都不为过。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相应的惩
罚不可谓不严厉，尤其对多为名校
在校生的“枪手”来说，被开除无异
于自毁前程。然而，如此举措却没
能抵挡住一个产业链的形成，一方
面是“替考”需求客观存在，另一方

面恐怕是被查处的几率很小，违法
犯罪成本实际上是相当低的。此次
替考事件就很典型，比如“上线”就
告诉卧底记者该组织有丰富的“成
功经验”，无异于给“枪手”吃下了

“定心丸”，这次要不是有记者卧
底，“枪手”或许真的就得手了。

所以说，现在急需的是极具针
对性的举措，提高替考现象的查处
率，而不是坐等记者卧底、媒体举
报。像教育部在回应此次替考事件
时就提到，目前已有部分考场设有
指纹检测和虹膜检测仪，用技术手
段提高了“枪手”混入考场的难度，
只不过这样的设备只在“有条件的
地方”配备。从目前来看，对考场设
置统一的技术设备是很必要的，既
防“枪手”，也利于公平。否则的话，

考场里设备不一，考试的“门槛”也
就高低不平，连起跑线都不一样，
何谈比赛的公正呢？

的确，这只是在治标，运用的
也只是技术手段，但正因如此，实
现起来才更加容易。尤其是近几
年替考事件连续曝光，整治起来
首先要讲求效率，只要有利于推
进公平的举措都是值得推广的。
更何况，打破“一考定终生”的治
本之策难见起色，高考一定程度上
仍承载着实现社会公平的重任，那
就更应该重视每个细节。至于高科
技验证手段推广之后，替考组织还
会不会“魔高一丈”，那就是后话
了，如果连现存的、明显的考试不
公平都改变不了，遑论将来的机会
公平了。

打破“一考定终生”的治本之策难见起色，高考一定程度上仍承载着实现社会公平的重任，那就

更应该重视每个细节。如果连现存的、明显的考试不公平都改变不了，遑论将来的机会公平了。

□徐畅

七八十年时间在人类历史长
河中虽然只是一瞬间，但却足够
几代人出生、成长与死亡。对于经
历七八十年前那场血雨腥风的民
族战争见证者而言，“屠杀”、“苦
难”、“抗争”等画面已经定格在他们
逐渐模糊的记忆之中；对于只是从
书本和亲历者口述中获得抗战历史
的后来者，祖辈们那段艰难的岁月
已经渐行渐远，难以感同身受。

很显然，如何开展抗战历史教
育，使年轻人和未来者更加深刻地
感知中国人民这一段苦难、奋斗、抗
争的历史是一项综合工程，单就抗
战历史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而言，
有四点值得我们重视。

既要重视历史进程教育，也
应注重人文关怀。现有抗战历史
教育一般遵循“背景—过程—结
果”模式，暗含“日本策划、实施侵
华战争及其最终失败”和“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抗战的最
终胜利”两条主线，主要介绍历史
背景、方针政策、重要事件等内
容，基本上属于宏大叙事，较少见
到“人”。“人”即使出现，也是各派
政治力量中的“精英”，很难见到
作为普通老百姓存在的“人”。既
然这段历史难以与自己的家人、
宗族、村庄、街道相联系，也难以
与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直接
相联系，也就不容易甚至不愿意
真心去“感知”。为此，抗战历史教
育应更多地重视普通民众的历
史，书写他们的苦难、命运和生存
实态，从而引发和平年代普通年

轻人去了解、探究那段历史的欲
望。

既要重视揭露日军暴行教
育，也应注重探讨日军施暴原因。
现有抗战历史论著和各级教材，
关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大屠杀、
慰安妇、细菌战和毒气战、掳掠劳
工、三光政策、无差别轰炸等暴行，
有较多的书写，揭露和谴责日军暴
行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研究者
和教育者还应该有更加深刻的思
考：是什么文化心理导致作为个体
彬彬有礼的日本人在战场上对同类
生灵的残杀竟然生出邪恶的快
意？显然，“大和民族优越论”是最
为重要的深层文化原因之一。前
日本 2 8联队军人大前嘉曾忏悔
说：“那时，认为中国人是蝼蚁之
辈，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杀
死蝼蚁之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
责备吗？”我们不仅要研究日本文
化中的“菊”与“剑”，更要将其告
知年轻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危
机感，才会感知“历史并不遥远”，
才会感知“历史有可能重演”。

既要重视传统灌输式教育，
也应发挥学习者的主动性。如同
其他学科教育一样，从小学、中学
到大学的历史教学也基本上是填
鸭式教育，受教育者在学习过程
中是被动的，学生学习的出发点
和目的都是考试，而不是感知历
史本身。更为严重的是，小学和中
学的历史课一般被定位成不甚重
要的“副科”，大学《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课也被视为容易通过的“公
共课”，不被学校重视，不受学生
待见。为此，必须改变以教科书为
绝对中心、以传授知识为绝对目
的的局面，应让学生收集、研究其
感兴趣的抗战历史资料，开展课

堂讨论，让学生表达自己的意见。
同时课堂之外，应当组织学生观
看抗战历史影片、参观抗日战争
纪念馆、祭拜革命烈士陵园，并在
相关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时开展抗
战历史教育。只有主动参与的课堂
学习和丰富多彩课外教育相结合，
年轻人才有可能对那段历史有某种
程度的感知，才有可能入脑入心。

既要重视抗战历史专业教
育，也应注重抗战历史公共教育。
研究性的抗战论著阅读者毕竟有
限，电影、电视剧、网络游戏、通俗
读物才是普通大众了解抗战历史
的主要途径，像《小兵张嘎》、《地
雷战》、《地道战》等电影和连环画
影响了20世纪50—70年代出生的
中国人抗战记忆，而“80后”、“90

后”、“00后”抗战历史公共教育途
径虽然丰富多样，但是并不见得
能够吸引他们，很多年轻人对抗
战影视作品没有兴趣。更为重要
的是一些“抗日神剧”戏说抗战历
史，甚至歪曲抗战历史，它们可能
篡改成年人的抗战历史记忆，也
可能形塑年轻人的抗战历史观
念，实在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梁启超有言：“史者何？记述
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
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
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西哲塔
西佗曾云：“我认为，历史之最高
职能就在于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
业，并把后世的责难，悬为对奸言
劣行的一种惩戒。”历史教育的功
能及其重要性毋庸多言矣！面对
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崛起，面对
国内年轻人抗战历史的没有兴趣
乃至漠视，如何加强抗战历史教
育，值得我们更及时采取措施！(作
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系列谈③

普通人的抗战更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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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如今，大城市的考生面临的问
题不是能不能考上大学，而是能不
能考上名校；大学的困境不是招生规
模够不够大，而是一些学校招不满学
生。而农村考生进入名校比例降低，
还有一度增多的弃考以及就业压力
下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都让社会
以越来越挑剔的眼光审视高考。

但是，高考仍关乎命运前途，它
让近千万考生和家庭不敢懈怠。简
单的指责和批评，或者保持“平常
心”之类的老生常谈，可能对于改变
现状，作用并不大。那么，这一场至
关重要的考试，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所有经历过高考的人来
说，高考都将是青春的记忆、成长的
历练。你不一定喜欢高考，可就像生
活中许许多多让人讨厌却不得不经
历的事情一样，它教会你为着一个目
标全力以赴，教会你忍耐、承受压力，
教会你坚持不放弃，教会你选择和取
舍……也许最终你并没有如愿以偿，
但它也教会了你接受挫折和失败。

以前，高考的成功意味着以后
的坦途；现在，大学只是未来生活的
一个起点。高考于人生的意义可能
就在此，它未必会让你走向成功，却
一定让你在历练中成长。（摘自《中
国青年报，作者冯雪梅》）

对于炒股风刮进校园，有些人
表示担忧，因为这可能会耽误学生
正常学习，甚至会带来“不正之风”。
这种担心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校园并
不能与世隔绝，炒股作为一项社会化
的行为，学生如果能合理安排时间，
理性对待股市机遇与风险，其实这能
成为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

大学时期是一个人学习的黄金
阶段，这里所讲的学习也包含思维
方式及抉择等方面的历练。就拿炒
股来说，其中暗含对信息的统筹与
把握、危机意识、长线的坚持与短线
投资之间的抉择等，如果能把握规
律，轻松承受牛市与熊市转换时的

“大起大落”，这对其成熟心理素质
的形成也是有帮助的。

走入社会之后，炒股可能成为
很多人的理财选择，即便是不入市，
面对风云突变的股市行情及相关新
闻，略知一二也不是件坏事。据统
计，在炒股的大学生中，76%的本金
来自于父母，83 . 5%的学生父母知道
并且支持孩子炒股，他们把这笔钱
当成给孩子投资理财的学费。

当然，大学生炒股应该把握好
度，至少要保证不在上课时间炒股，
入市资金也要控制在自己能承担的
范围内，倘若因急功近利而铤而走
险，一旦出事，就得不偿失了。(摘自

《第一财经日报》)

葛媒体视点

无论结局如何

高考都是种历练

对“校园炒股热”

别急着泼冷水

□罗志华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6月1日
国家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
后，心脏病常见药品地高辛片价
格上涨了10倍。生产企业表示，地
高辛涨价与原料价格暴涨有关。
记者了解到，此次涨价已引起了
价格主管部门的注意，并正在展
开调查。(6月7日《北京晨报》)

地高辛曾被列入低价药名
单，也一度出现货源短缺，需要进
行价格保护，在取消药品政府定
价后价格出现上涨在意料之中。
只要涨价适度，虽让患者的药费
开支有所增加，但涨价能够纠正
药价不合理走低，从而调动药企
的生产积极性，最终对患者有利。

这说明，涨价若是市场作用
所致，则无可厚非。然而，假如涨
价不是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而
是药企借放开药价之机、利用垄
断地位来哄抬价格，则不仅损害
到患者的利益，更对新的药品市
场定价机制构成破坏。

进一步而言，国内药企可以
把涨价归咎于原料价格暴涨，但
以此认为涨价相对合理，也是一
种片面解读。原料的垄断是最彻
底的垄断，只要原料被垄断，下游
再怎么竞争也是枉然。事实上，国
内能够生产地高辛的药企虽有多
家，但原料全靠进口，而原料在6

月1日之前呈普涨态势，存在借价
格放开之机垄断涨价之嫌。此次
涨价出现之后，相关调查主要针

对的是国内药企，但从涨价的原
因可以看出，调查更应针对提供
原料的国外公司。

假如存在价格操控，则更大
的危害在于，此次暴涨不仅会向
整个药品市场溢出高价，还会起
到坏榜样的作用。药价放开了，监
管得收紧，哪些药物存在原料垄
断风险，哪些存在串通涨价的可
能，药价监管部门应做到心中有
数，对这些“风险药品”应实施前
置性监管，以求防患于未然，不能
对事前的涨价酝酿视而不见，等
药价已出现暴涨，危害和不良影
响已经形成，才被倒逼着去监管。

药品价格监管不能总等暴涨

葛公民论坛

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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