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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疫情发财只会自取其辱

□ 王继洋
据中新网报道，针对河南省

信阳市浉河区一小学“刷脸进校
园”收费事件，信阳市浉河区教
体局通过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政
府网站作出情况说明。说明指
出，收取的费用均已全部退还到
位，区纪委监委已介入调查。

从情况说明来看，是某电信
公司向浉河区的这所小学推荐
了一款名为“智慧校园”的软件，
订购这款软件后，家长可获得学
生进入校园所监测的体温信息。
该软件使用需缴纳费用，标准为
每生每年100元，费用由开发软
件的电信公司收取，学生家长可

根据自愿原则自行决定是否订
购。然而，对许多家长而言，学
校和老师的“推荐”几乎等同于

“命令”，为了让孩子在学校“好
好的”，不少家长对学校的推荐
可谓照单全收，口言“自愿”，可
是有多少人是真心自愿呢？学
校推荐付费产品，此风不可长。

“刷脸进校园”是防控需要，不是
“发财”的机会。

当前疫情仍未散去，对学生
进校进行体温检测，是疫情时期
各地各类学校必须履行的职责。

“刷脸进校园”收费事件明显属
于商业行为，学校没有守住底
线。要想平息争议，还需要调查
事件的起因和真相，对涉案人依
规严肃处理，清理整顿校园管理
规章，对不符合规定的予以废
止。毕竟，在这个特殊时期，少

数企业与个人不是想方设法为
社会纾困解难，而是从中发现了

“商机”，假借开展疫情防控的名
义，行乱收费之实，从本质来说
是趁火打劫。

遗憾的是，类似“刷脸进校
园”收费这样趁火打劫的事件，
还出现在社会的其他方面。比
如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很多人都
在线上线下登记过个人信息。
比如，在疫情较为紧张时期，有
人去餐馆用餐，曾被要求登记姓
名、联系方式等。这些个人信息
安全吗？答案并不意外。日前，
青岛公安发布通报称，胶州市民
微信群里，出现了当地中心医院
出入人员名单。6000余人的姓
名、住址、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
等个人信息被公之于众……

通过收集公民个人信息而

进行的“大数据抗疫”，是科学而
必要的，但有些地方在收集和使
用个人信息时存在不规范现象。
在一些泄露事件中，有返乡人员
被陌生人骚扰、谩骂，“没病也要
被气出病”。有观点认为，掌握
这些个人信息将有利于商家做
后续商业运营，与金融、保险或
医疗用品的销售甚至诈骗绑在
一起。

此前，囤积口罩坐地起价的
商家，借疫情涨价的海底捞、西
贝等，均在舆论的争议声中败下
阵来。如今，无论是“刷脸进校
园”收费，还是疫情期间泄露的
个人信息风波，最终想发财的
人，都被钉在了耻辱柱上。说到
底，无论是利用个体危难，还是
利用国难来发财，都失去了道德
血液，注定会被社会唾弃。

此前，囤积口罩坐地起价的商家，借疫情涨价的海底捞、西贝等，均在舆论的争议声中败下阵来。如今，无论是“刷脸进校
园”收费，还是疫情期间泄露的个人信息风波，最终想发财的人，都被钉在了耻辱柱上。说到底，无论是利用个体危难，还是利
用国难来发财，都失去了道德血液，注定会被社会唾弃。

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不考虑当地经济发展要求和产业结构，盲目追求高楼建设，还会导致写字楼空置率高企、利用率不
足等现象。破除高楼迷恋只是让各地重新获得了思考自身定位的机会。退出摩天大楼竞赛后，如何看待城市名片、打造独特
的城市形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如何通过有机的城市更新，延续其固有的历史文脉。

□ 任冠青
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
貌管理的通知》，明确严格限制各
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
楼”，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
筑，新建100米以上建筑应充分论
证、集中布局，与城市规模、空间
尺度相适宜。

尽管最初只是为了解决大城
市市中心土地资源稀缺的问题，
可是后来，摩天大楼向高空拓展
的视觉冲击力，又被看作城市雄
心壮志的表现。一些地方更是大
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以
奇怪的外貌和高度上的“第一”来
打造城市名片，助长了盲目攀比
的不良风气。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
对摩天大楼日渐祛魅，这种过于
简单的城市形象打造逻辑已然过
时。在千城一面的当下，“第一高
楼”的吸引力正大幅贬值，“贪大、
媚洋、求怪”等乱象反而引发反

感。正如阿兰·德波顿所讽刺的，
“一簇簇乏味的摩天大楼主宰着
地平线”，它们给市民带来的更多
是疏离感而非认同感。

与此同时，摩天大楼的弊端更
加凸显。它们的成本投入大、建设
周期长，如果决定前讨论不充分、
仓促上马，很容易导致此后的停
工、烂尾，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建成投入使用后，其运营和维护成
本巨大，也存在消防隐患、拆除困
难、能耗高、光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不考虑
当地经济发展要求和产业结构，盲
目追求高楼建设，还会导致写字楼
空置率高企、利用率不足等现象。
而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所耗费
的物资，本可以用来健全保障性住
房体系的建设，以更接地气的方式
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

此次国家出台文件，就是在
进一步重申“适用、经济、绿色、美
观”的建筑方针，推动各地回归理
性、审慎决策，校正扭曲的政绩

观，树立科学的城市发展意识。
需要注意的是，破除高楼迷

恋只是让各地重新获得了思考自
身定位的机会。退出摩天大楼竞
赛后，如何看待城市名片、打造独
特的城市形象，成为亟待解决的
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
是如何通过有机的城市更新，延
续其固有的历史文脉。

前些年，一些地方盲目推倒
重建备受争议，加剧了“景观失
忆”等症状。由于建设之初缺乏
统一的规划和布局，城市风貌往
往显得杂乱无章：高耸的现代建
筑突兀地伫立着，与周边建筑格
格不入、毫无联系；传统民居和历
史建筑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要
给未来的摩天大楼“腾出位置”，
一个城市原有的历史文化肌理也
因此面目模糊。

在此次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
发布的通知中，特别强调应健全法
规制度，加强历史文化遗存、景观
风貌保护，正是针对此类乱象的必

要举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人们会越来越厌恶雅各布斯所批
判的“现代主义城市观”，越来越意
识到回归历史文脉的重要性。

正如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原
主任秦虹所分析的：新生代对文
化产品及其带来的身份、团体归
属的需求成为社会的主流消费需
求。城市更新应顺应这种趋势，
注重挖掘历史遗产的价值。

这几年西安、成都等网红城市
的形象打造，也多是摆脱了诉诸建
筑“空壳”的路径，而是回溯到历史
文化中找寻城市本身的气质，通过
人文细节的挖掘重塑自身的吸引
力。缺乏根基的城市发展只能是
空中楼阁，一个城市的建筑风貌也
只有同人文景观有机结合起来，才
会在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破除对摩天大楼的迷恋之
后，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城市？
什么才堪称真正的城市名片？有
关这些问题，都要在梳理城市自
身的文脉中寻找答案。

□ 堂吉伟德
自“停课不停学”工作开展

以来，全国各地广大教师和家
长付出了艰苦努力。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大数据中心围绕孩子
们的睡眠情况、体育锻炼情况、
用眼状况等对适龄学生及其家
长进行了相关网络调研。27个
省、区、市接受调查的4402名家
长和5万余名学生中，有14.7%
的学生家长表示孩子的睡眠时
间增长，剩余85.3%的学生家长
表示，孩子的睡眠时间没有增
长甚至减少；有60.9%的家长反
映，孩子的运动时间变短。

疫情防控“不聚集”“不扎
堆”的要求，让“宅在家中”成了
最好的选择方式。超长假期影
响了新学期教学计划的实施，
依托于网络技术的“网络课
程”，实现了“在家上学”的模式
替代。总体而言，线上教学具
有“创新教学方式”“有免费学
习资源”“课程资源丰富”“重复
观看学习”等好处，自主性和探
究性学习具有传统学习不可比
拟的优势。

“停课不停学”主要依托于
线上教学实现，出现的一些问
题不容忽视。上述调查显示，
不少家长发现，经过一段较长
时间的学习，孩子的学习习惯
和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最主要的是学习效率不升反
降。同时，学习的专注度和集
中度也出现了下滑，学习的效
果并没有明显提升。网课让一
部分孩子未能发扬优点，反倒
放大了自身的缺点。

虽然老师在线上的时间安
排，与线下教学保持了高度的
一致，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监
管和督促，再加上缺少彼此互
动，很难达到预期中的学习效
果。与此同时，由于一些地方
线上教学每天安排的课程较
多，很多学生从早到晚，都需要
使用电子产品，给视力带来了
极大的伤害。

线上教学的“停课不停学”，
给孩子长期使用电子产品创造
了条件，一些家长不但给孩子准
备了易操作的电脑，还要同步配
备一部手机作为辅助工具。在
无法实行有效监管的情况下，缺
乏控制的孩子就会偷偷干与上
课无关的事，网络课程对孩子的
自律性有着严格的要求，除非未
成年人有着严格的自控能力，否
则使用电子产品的负面作用可
能被不断放大。

即便是成人，看似比较率
性而自由的“在家上班”，也会
因为“没有工作氛围”而产生不
适，相比在办公室办公而言，
47.06%的职场人则认为在家办
公的方式使工作效率降低了。
以此为参照，线上教学有没有
达到预期的效果，需要进行全
面的分析和评价，以便于在开
学回归课堂后，采取有针对性
的措施进行调整，帮助孩子尽
快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对“停课不停学”进行全面
的效果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和利
弊得失，也是为今后各种形式的
线上教学提供参考借鉴，以不断
优化方式方法，让“健康第一”的
教育理念真正得到践行。只有
在切实保障学生身心健康的前
提下，“停课不停学”等线上教学
探索才能行稳致远。

告别摩天大楼崇拜后 什么才是城市的名片？

人红果然是非多，添娃也能生风波。
姓甚名谁家务事，无关人设立与破。

绘画 王怀申 配诗 王继洋

这两天，“冠姓权”一词又进入公众视野。“网红”papi酱
因为在最新视频中透露，她的孩子随父姓，而被网友骂上了
热搜。有网友认为，papi酱竟然不注重“冠姓权”，她的独立
女性人设都是假的。而在上个月，也有女性博主发文称，因
为争取孩子的“冠姓权”失败，而选择与丈夫离婚，由此在网
上引发大规模讨论。 据5月13日中新网

“停课不停学”
需全面效果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