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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快评

有态度
有温度
有力度

多年前，一张 3 岁男孩光着上半身，只
穿一条短裤在雪地奔跑锻炼的照片，让何
宜德成了大家眼里的“裸跑弟”而一夜成
名，操控这一切的何宜德的爸爸何烈胜也
有了“鹰爸”的绰号。8 年时间过去了，当年
的“裸跑弟”已经完成自考专科学业，成了
一名大专毕业生。这样经历，引起了社会各
界，尤其是为人父母者的极大关注。而对于
自己孩子能够拥有这样的学习和成长经
历，作为父亲的何烈胜显然也颇为自豪，并
且把其视为自己教育理念的一种成功。而
在他看来，当年的“裸跑弟”成为全国几十
万上百万同龄孩子的“抢跑弟”，最大的意
义就是比按部就班上学的孩子节省下了十
几年的时间，“这十几年可以做多少事啊！”

何烈胜的感叹也许是发自内心的，但
却未必是经得起推敲的。首先，“裸跑弟”是
自考专科毕业，这会让他的学历和文凭含
金量大打折扣。而现在文化课的基础知识
不牢固，以后想在某个方面做出一定的成
就，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其次，让“裸跑弟”的父亲最骄傲的就
是他比同龄孩子在学习经历上节省下了十
几年的时间，所以可以用这十几年的时间
去做很多事情。问题在于，对于一个只有十
一二岁的孩子来说，他能做什么事情呢？工

作当然没人敢用他，否则就涉嫌使用童工
了，所以他最好的出路还是继续学习深造，
但是本科之后的硕士教育、博士教育，他还
能够依靠在家自学来完成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和其他同龄
人相比，他确实通过“抢跑”获得了看似他
人无法获得的学历，但是他失去的东西，却
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比如学校的集体生
活，以及通过集体生活所培养出来的各种
素养、品质等等。从“裸跑弟”到“抢跑弟”，
父亲何烈胜追求的仅仅只是教育的“效
率”，而教育的规律决定了显然不能只讲究
效率，否则全世界的教育体制都要重新改
写才行了。

“3 岁雪地裸跑、4 岁公海驾帆船、5 岁
开飞机、6 岁写自传、7 岁徒步穿越罗布泊、
9 岁小学毕业，收到 44 国元首的回函”，这
是何烈胜为儿子打造的疯狂人生，也是“抢
跑人生”，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些所谓的
成就，其父亲都高度参与，乃至完全代劳
了，并不能都算到“裸跑弟”的成绩单上。

我们鼓励教育领域的探索和创新，“鹰
爸”的一些教育理念也确实有可取之处，但

“抢跑弟”的成长经历显然并不值得羡慕，
更不值得全国的家长去模仿。

苑广阔

让人崩溃的“智能客服”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如今，很多企业都采用了智能客服，但由于技术发展水
平有限和管理不善等原因，智能客服常常不能顺利解决用
户的问题。很多时候，智能客服还给人留下了“兜圈子”“冷
冰冰”的印象。调查显示，91.9%的受访者使用过智能客服。
57.9%的受访者直言智能客服理解不了顾客提出的问题，答
非所问，49.3%的受访者认为智能客服会用固定的话术应付
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12月5日《中国青年报》）

现阶段，大多数智能客服，根本担不起“智能”二字。其
与其说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工具，不若理解为炒作的营销噱
头。剥离那套高大上的“玄学说辞”，我们其实会发现，当下
的所谓“智能客服”，其内核其实很简单、很原始。从本质上
说，这就是一套数据集纳、词库触发以及列表检索系统。具
体而言，就是将常见的客户提问加以汇编，并提前准备好

“答案”，并在具体对话框下通过“关键词”触动预设信息的
分配派发——这能算是“智能”吗？

57.9%的受访者表示，智能客服理解不了顾客提出的问
题，答非所问。这一点都不奇怪！首先，许多“智能客服”后台
的数据库还不够大，“触发字”还不够多、“触发机制”还不够
灵敏；再者说，市面上绝大多数智能客服系统，都没有更高
层级的语义识别、启发式算法以及模糊逻辑的技术支撑
……这两大因素直接导致了，智能客服适用场景极其有限，
所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消费者被“智能客服”搞到崩溃，
是大概率事件。

言必称“智能”，这几乎已成为互联网领域的流行病了。
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学界科研层面有关“人工智能”的探索
尚在踽踽而行，但市场应用层面所谓“人工智能”却已遍地
开花。“智能客服”的翻车表现，最直观揭示了这期间的漫天
泡沫。当然了，一些企业在此方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
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论是以“人工智能”应付答疑、拖延时
间，又或是藉此减少雇员、压缩人工成本，这期间太多的小
算计昭然若揭。

“智能客服”“智障客服”傻傻分不清楚，想找个人工客
服却要百转千回、千难万难。不尊重消费者的企业，终将为
消费者所弃。这不是“人工智能”背锅，纯属营商者作死聪明
反被聪明误。 然玉

有争议的“鲜奶进校园”
振兴不了奶业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一小学家长反映，学校应市农业农
村局、教育局“鲜奶进校园”号召，“倡议”家长为孩子订购当
地一公司生产的鲜奶。临汾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称，为
振兴当地奶业，该局确实联合教育局下发了相关文件，但此
事出于自愿，未强制购买。12月5日，反映情况的家长表示，
学校通知称因有异议，目前暂停该活动，后续将向家长退
款。（12月5日澎湃新闻）

振兴奶业、助力扶贫的想法是好的，通过饮奶提高孩子
体质的想法也没错，但要想把二者结合起来，则需讲究方式
方法。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推动“鲜奶进校园”，恐怕振兴不了
奶业，还涉嫌违规，注定行之不远。

尽管红头文件强调“特别尊重学生的意愿和选择”，通
过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学生自愿饮奶，但实际操中难免会走
样。恰如家长所言，说是不强制，可老师看着，谁敢不买？况
且也没有其他品牌可选，只能选文件里“号召”的产品。如此
一来，“自愿”就成了“被自愿”，活动变味了。

去年10月，国家教育部专门发文要求，未经批准，严禁任
何形式的商业广告、活动进入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有了红头
文件，临汾“鲜奶进校园”活动可视为“经过批准”，但与学校
教书育人关系不大，公益性不足，并给学生家长增加了额外
负担，这显然违背教育部的禁令。该把关的没把关，反而推波
助澜，作为联合发文部门之一的当地教育局有失职之嫌。

事实上，这次“鲜奶进校园”活动该不该进校园、是否与教
育部禁令存在冲突等问题，应由当地教育部门来负责解释，而
不是牵头发文的农业农村部门。“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
责”，农业农村部门考虑振兴奶业可以理解，但教育部门要做到
守土有责、负责、尽责，不能让别人“耕”了自家的“田”。

振兴奶业不能靠红头文件，更不能靠以红头文件的形
式“进校园”。这次“鲜奶进校园”活动不仅涉嫌违背教育部
的禁令，还涉嫌地方保护主义、不正当竞争，与其说是在振
兴奶业、助力扶贫，不如说是在帮某品牌奶制品搞营销。校
园是一方净土，容不下太多活动，更容不下夹带“私货”的活
动。 陈广江

不吐不快

热点追评

从 3 岁雪地裸跑，到 11 岁专科毕业，
“裸跑弟”又进入公众视线。尽管“鹰爸”对
外宣称，“裸跑弟”专科毕业，是他教育模式
最好的证明；但是，其创办的“鹰爸公学”，
因欠缺资质停办。更何况，根据我国义务教
育法相关规定，孩子在家中自学并不受法
律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鹰式”教育方式，
父母在家自教孩子，绝非仅“鹰爸”一人。时
下，在很多家长穷尽所能将孩子送往重点
学校就读时，却有少数家庭反其道而行之，
家长自当老师，让孩子“在家上学”，远离升
学的残酷竞争，崇尚类似于“私塾”般的教
育方式。特别是，2013 年，民办非营利机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中国在家上学研
究报告》：中国大陆约有 1.8 万名学生在家
接受教育，他们的家长均不认同学校的教
育理念。而在强化学校教育的当下，涌现出
这么多特立独行“鹰爸”式家长，确实也值
得教育部门和学校反思。

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
家上学”已涉嫌违法。《义务教育法》中明文
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
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
完成义务教育”。特别是，2018 年 9 月 5 日，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近年
来兴起的“在家上学”和“退学上私塾”的行
为，违背了义务教育法。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接受义务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具有强
制性。

可见，“裸跑弟”大专毕业，“鹰爸”不能
在法外“裸奔”。换言之，对于“裸跑弟”大专
毕业，非但不宜炒作，反而应该追究其家长

“鹰爸”的违法责任。此外，针对“在家上学”
和“退学上私塾”等行为，各地不能放任不
管，应摸清本地底数，并督促家长尽快送孩
子上学；对于拒不执行的家长，应依法查
处。 汪昌莲

12月 2日，今年 11
岁的“裸跑弟”何宜德完
成自考专科学业，正式
成为一名大专毕业生。
从3岁雪地裸跑到11岁
专科毕业，在其父“鹰
爸”何烈胜的教育下，何
宜德“暴风”成长，创下
一系列纪录也受到无数
质疑和批评。（12 月 5 日

《北京青年报》）

“裸跑弟”大专毕业
“鹰爸”不能在法外“裸奔”

“裸跑弟”成“抢跑弟”不值得羡慕

1111岁岁““裸跑弟裸跑弟””
专科毕业
面面观

漫画：吴玉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