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金评

2020年6月26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吴玉涵 审读：邱立波
金评教育 现代金报 A02ducationEE

让被顶替者重新入学，“先例”不能坐等
对于被顶替农家女陈春秀想重新入学一事，6月22日

晚，山东理工大学表示，学校将积极协调，努力帮助被顶替
者陈春秀实现读书愿望。此前，被顶替农家女想重新入学，
曾遭山东理工大学拒绝，理由是“无此先例”。

（6月23日《南方都市报》）

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早已不是第一次被曝光，我们原
以为只是偶发个案，现在却不得不承认，这很可能是个不
为人知的“地下产业”。山东省已查出 242 人冒名顶替他人
身份入学，共涉及 14 所高校，其中包括中国海洋大学这样
的985高校。山东之外，情况又当如何，还有多少漏网之鱼，
我们不得而知。

仝卓高考修改应届生身份一事，已牵连出21名公职人
员；冒名顶替上大学，需要修改身份信息，窃取他人学籍，
还要拿到别人录取通知书，滥用职权的公职人员恐怕只会
更多。不砸碎这背后肮脏的利益交易链条，高考真的难言
公平。两百多起冒名顶替事件，背后涉及的滥用职权与权
钱交易，必须给社会一个说法，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被冒名顶替的，几乎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寒门出贵
子本来就难，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还被人冒名顶替剥夺入
学机会，因此被毁掉的，很可能是他们的一生。施害者固
然必须受到惩罚，受害者更有权获得赔偿。现在的问题
是，相关部门取消冒名顶替者的学历，事件好像就算处理
完毕了；至于被冒名顶替者，鲜有得到赔偿。失去的大学，
就永远失去了。

山东查处的两百多起冒名顶替事件，相关部门甚至都没
打算联系被顶替者，他们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曾经遭遇了什
么。可是，凭什么受害者没有知情权？没有做错任何事的被顶
替者的学籍，为什么会因为他人的冒名顶替行为，而在事后
被注销？山东理工大学之前拒绝陈春秀重新入学的理由，“无
此先例”或许是句大实话，但显然是不公平的。

山东理工大学承认，陈春秀当年的“考生电子档案”未被
篡改，上面还有她本人照片，假如学校入学时仔细对比，本应
揪出顶替者。因为大学在入学时把关不严，酿成如此低级错
误，不能仅以“无此先例”回答受害者。所谓“先例”，是需要创
造的，而不是原地坐等。既然此前“无此先例”，而且明显不公
平，现在就有必要创造。所谓创新，就是去创造“先例”。

在舆论压力之下，山东理工大学改变了态度，愿意“努力
帮助被顶替者陈春秀实现读书愿望”，这是值得欢迎和肯定
的；虽然“帮助”一词明显用词不当，这其实应该是犯错的大
学，有义务履行的补救责任。冒名顶替的人，滥用职权的人，
利益链条上的蛀虫，都有义务赔偿受害者，还教育公平正义
该有的体面，入学时把关不严的大学，同样不能例外。

做错了就该承担责任，损害了他人利益就该予以补救。
让被顶替者重新入学，只要他们愿意，自此之后，应该成为
常规做法。 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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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下午，重庆市潼南区米
心镇童家村涪江河坝水域8名学生落
水。22日 7时10分，8人全部被打捞
出水，均已无生命体征。每到天热时
节，各地频频发生青少年溺水事件，
一次又一次刺痛国人的神经。6月
22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发布2020年第3号预警，提醒各地、
各有关部门和学校引以为戒，认真落
实防溺水工作各项要求，严防溺水事
故。 （详见本报今日A11版）

悲剧突来，7个家庭失去了孩子，
无数人为之扼腕痛惜。每一年的夏
天，各地都会发生多起中小学生群体
溺水悲剧，也都会引发社会的关注与
反思，然而，悲剧过后，相同的悲剧隔
一段时间又以相同的方式到来，一次
又一次地撕裂人们心中的伤疤，叫人
在心中淌血的同时，又多了几分焦
急，多了几分无奈。

难道这样的悲剧就无法避免？或
者说无法被大幅控减？当然能，只要
我们履行“手拉手监护责任”，就能有
效预防中小学生的溺水悲剧。

中小学生呼朋引伴，扎堆到河
流、坑塘、水库等危险的环境中戏水、
玩耍，频频引发溺水悲剧，看似是由
于他们安全意识差、缺乏应急避险能
力和救人技巧，实则是监护者的责任
没有尽到位。中小学生大都
属于未成年人，其父母或其
他亲属为监护人，学校也承
担一份教育管理责任，基层
政府、村委、社区、水域管理
单位等对相关水域的风险
警示、隐患排查、安全防护
等负有责任。

从已经发生的中小学
生溺水悲剧看，父母等监护
人大都不在孩子身边，或没
有对孩子的行动进行必要
的关注、约束，没有进行必
要的教育、看护，父母、学校
对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也
存有明显的漏洞，比如，未

针对溺水事件强化避险知识、救人技
巧、救人禁忌的教育，以致于孩子们
遇险之后往往茫然无措，盲目施救。
同时，在一些高风险水域，相关管理
责任单位疏于管理，缺乏必要的风险
提示和安全防护措施。

在疫情期间，很多中小学生都享
受了超长假期，拥有了更多自由活动
的时间，而当夏季到来，溺水季也来
了，中小学生面临着更多溺水的风
险，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我们不
能再让中小学生溺水悲剧尤其是中
小学生群体溺水悲剧再发生了，监护
人、学校、教育部门、基层政府、有关
水域管理单位必须本着对生命安全
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刻汲取以往溺水
悲剧的教训，从各自维度积极履行教
育、保护、拒险的责任，形成监护合
力，扎紧防溺水的安全网，堵住安全
漏洞，排除安全隐患，为孩子们创造
更安全的环境。当然，每一个“路人”
看到孩子们野泳、戏水或者有溺水
的危险时，也都该吼一吼、骂一骂，
都该伸手干预、制止或者救助，须
知，多一双监督的眼睛，多一分监护
的力量，孩子们就会少一分危险，多
一分安全。 李英锋

用“手拉手监护责任”
预防学生溺水悲剧

严勇杰 绘

这场“特殊中高考”
期望大家都能得高分

中考已到，高考在即。近日，教育部介绍2020年高考防
疫及组织实施等工作安排。

为确保“安全、平稳、科学”，各级国家教育考试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增加了卫生健康和疾控部门，这将为高考提供
科学精准的防疫指导，以保障考生和考务人员生命健康安
全。从疫情防控、交通保障等方面看，今年中高考保障工
作，有望得高分。

不过，现在我们只能是预判，实际效果要等考试结束之
后才能作出评判。目前，中考已到，距离 7 月 7 日的高考也
只剩下十几天了，有关方面还有时间对保障工作的每个细
节进行完善，既要做好体温监测、风险评估等工作，也要对
突发情况进行演练。

从广大考生的角度来说，面对今年的“特殊中高考”，不
仅考前从身体到心理都要做好准备，在参加考试过程中也
要科学防护。对此，教育部官员提出四点建议：调整好学习
状态、调整好身体状态、调整好心理状态、做好赴考准备，
这虽是常识，但值得倾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年的广大中高考考生面对“特殊
高考”都要做好两张“答卷”，一张答卷是正常笔试等，一张
答卷是“疫情考验”。只有考好疫情答卷才能考好正常试
卷。对有关部门、考务人员而言，面对疫情、交通等考验，准
备越充分得分越高。

今年的中高考，不仅对各级有关部门是一场特殊考验，
而且对广大考生也是特殊考验，希望参与的各方，在考验
中都能得高分。 冯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