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电子科技大学学生陈文（化名）收到了学校
悄悄打给他的 600 元隐形补助金。此次，该校共有
82 名本科生获得隐形补助。为了让更多真正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得到帮助，该校去年开始研发了“智慧
助困系统”。而获资助学生的名单，则是通过大数据
智慧助困系统的统计分析结果和筛选确认得来。

5月18日《中国青年报》

现实中，每每谈起某些涉及资金发放的不公正考
评，人们常会想到“暗箱操作”一词。然而，此一时彼
一时，在大数据分析已能深入掌握和精准判断个人有
关情况的今天，“暗箱”与否的具体运作方式，或将不
再成为公平不公平的必然分水岭。因此，就高校遴选
贫困生和发放补助金这一工作来说，倘若不宜过于

“张扬”，不妨尽量采取“隐形”而助。
我们知道，定性一名大学生是不是“贫困生”，不

仅仅牵涉到家庭的经济条件，同时更关联着个人的隐
私自尊。曾几何时，高校学子若想获得贫困生补助，
要么提交受助申请，要么接受班级评议，甚至登台参
加演讲“比惨”等等。看起来，为了努力做到“一碗水
端平”，这些要求也属“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显然，这
些方式的评议结果未必公允。

大数据时代，贫困生补助能够“暗箱发放”，这并
非为改变而改变，也不是为“暗箱”而“暗箱”。一则，
采取这种新的方式，其前提同样做到了力求公正和
公平；再则，这种悄悄得到的补助，无疑也更具人性
关怀与温暖。比如，电子科技大学通过采集学生日
常消费评价等4大类、40余个小类的数据，自动生成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议名单，再结合线下个别访谈、
辅导员调查评价等，最终才确定受助对象。这样的

“暗箱模式”，不见得比那些“公示”“亮相”的高调做
法逊色。

有网友说：隐形补助，我给满分。这也从一个侧
面表明，以往存在于某些高校的“获得补助金的不是
班长就是班长女朋友”的戏谑吐槽，或许便是对现实
猫腻的入木嘲讽。

大数据支持下，积极尝试做到贫困生补助的“暗
箱发放”，既是提高助困效率的可行之道，更能体现
呵护学生自尊的脉脉温情。而窥斑知豹的另一面，
则是由此及彼，也让公众清晰揣摩到了高校在管理
服务上的与时俱进。

三江热议三江热议

5月17日，荥阳卫计委副主任、卫计委监督
管理所所长等人已到三中15岁女孩家中，赔礼
道歉。5月15日，荥阳市卫生计生监督所国良
副所长接群众举报荥阳三中学生张某有疑似传
染病，在未向相关单位及监护人进行通报情况
下就进入学校对当事人进行询问，执法程序简
单粗暴，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涉事副所长
已被免职处理。 5月18日映象网

在收到群众有关传染病的举报之时，首先
应当排查的是信源的可靠性。谁举报的？举报
者什么身份？如何得知举报对象有疑似传染
病？这些既可以向举报者核实，也可以向监测
网络查询。这应当是起码的专业素养，如果涉
事的执法人员失之于信息源核查，其专业素养
首先值得怀疑。

更重要的是，信息源核实是预防举报信口
雌黄甚至别有用心谣言中伤的必要防线，尤其

是传染病调查，关系到公众的社会心理、关系到
个人的社会影响，有的还涉及到公民个人的隐
私，无论如何稳妥，都会给具体的个体产生影
响，程序上必须谨慎，管理的公权在公民的权利
面前必须保持足够的谦抑，否则，这一公权力，
必然会泛滥成执法伤害的工具，甚至可能成为
造谣中伤、乃至挟私报复的帮凶。事件所产生
的种种不良社会影响，从根源来说正是权力任
性的结果。

就事件而言，相关人员被调查处理，相关机
构向当事学生和家长道歉不是了结事件的句
号，到底有没有举报、谁举报的以及有没有核
查，还须直面关注，给社会一个真相。同时，仅
凭一个举报短信，就直接向被举报者核查，这种
做法，更值得反思。不仅要完善个人权益保护
的法律制度，防止公民权利在行政权力面前“裸
奔”，而且也要健全对行政管理与执法权力的监
督。 木须虫

有消息称，圆通、申通、中通、韵达、百世汇通、天天快
递从6月1日起，将快递派送费在原有基础上上调0.15
元/件。记者就此向上述6家公司求证，得到的回复不
一，天天快递、韵达、百世汇通表示确有其事。中通、圆通
则表示对此消息不做评论。 5月18日《新京报》

市场行为，市场说了算。 朱慧卿 绘

快递会涨价吗？投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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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生补助何妨“暗箱发放”
司马童

点名查“传染病”岂止程序简单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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