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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免事关每个学生的利益，在学院、系里是要公开进行的，而且，按照教育部的规定，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信息是要公示
的。那么，6门课程挂科、缓考或补考的学生，怎么能通过公示一关？是学校根本没有公示，还是公示之后学生没有表达不同
意见，抑或是表达了不同意见，学校不理睬，才出现眼下的网友爆料举报？

□ 熊丙奇
针对近日网曝西南交通大

学本科生陈玉钰修改成绩被保
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事，西
南交通大学回应称，该生在推荐
免试攻读研究生成绩方面确实
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已取消其推
免资格。面对网民较为关注的
陈玉钰是如何成功修改成绩、获
得推免资格等问题，西南交通大
学相关人员向记者表示，专项工
作组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会依法
依规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追责。

相信西南交大会严查此事，
给师生和公众一个交代。发生
在研究生推免中的弄虚作假问
题，哪怕只是个案，也很容易引
发舆论对这一改革的质疑，高校
当以对改革高度负责的态度，确
保评价遴选公平、公正。

研究生推免制度，是指本科
院校根据学生在校的学业成绩、
参加课题研究、综合素质发展情

况，按照标准公开、结果公示的
要求，给予一些学生研究生推免
资格。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再
向研究生招生单位申请，由研究
生招生单位结合大学的推荐材
料及对学生的面试考核，进行录
取。实行研究生推免改革可扭
转“应试考研”风气，引导学生重
视平时学习，参加科研活动，提
高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并由此
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

但推免改革也一直遭受着
部分质疑。除了有部分地方本
科院校学生质疑推免制度让他
们考名校更难外，参加推免竞争
的学生也质疑有的学生在发表
论文、申请专利上搞包装、弄虚
作假，以及接收推免生的研究生
招生单位，录取标准不清晰。

2013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推荐优秀应届
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
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招生单

位要认真落实教育部相关政策
和规定，切实做好推免招生信息
公开工作，保证推免工作各个环
节公开、透明等等。落实这些规
定，推免制度是完全可以回应质
疑的。但从西南交大发生的这
起推免资格弄虚作假事件看，相
关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仍
存在个别人弄虚作假的情况。

据报道，西南交大考试管理
制度规定，推免生成绩计算均以
第一次考试成绩为准，重修、补
考均不参与计算。而据网友举
报，陈玉钰在大学期间所修21门
工科基础必修课中，有6门课挂
科或缓考补考。按照学校规定，
补考和缓考成绩在保研计算中
只能算60分，而陈玉钰却是例
外。比如其《工科数学分析MI》
课程的正考分数为61分，补考分
数为91分。在保研时，她的这门
课却被算成91分。这么明显的
造假行为是怎么发生的？

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推免事
关每个学生的利益，在学院、系里
是要公开进行的，而且，按照教育
部的规定，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
信息是要公示的。那么，6门课程
挂科、缓考或补考的学生，怎么能
通过公示一关？是学校根本没有
公示，还是公示之后学生没有表
达不同意见，抑或是表达了不同
意见，学校不理睬，才出现眼下的
网友爆料举报？此外，这是不是
与网友爆料所称该生父母是学校
副教授有关？如果是，他们利用
了怎样的手段来帮助孩子获得推
免资格？学校、学院有哪些人参
与其中？这些都需要一一查清，
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在研究生推免制度实施中
出现违规个例，并不值得大惊小
怪，不能由此否定这一改革方
向，积极的改革态度是，严肃查
处任何违规违法问题，并进一步
完善制度。

□ 王继洋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日前，

西安市莲湖区小南门四府街多家
商铺的招牌底色连夜由黑色换成
棕色，这是近期该街道商铺招牌
第三次更换。之所以更换，源自
于前两日该地招牌一夜之间被换
成黑底白字，当地市民吐槽称像

“灵堂”，“路过瘆得慌”，引发了媒
体关注。对新更换的招牌，商家
反映新招牌无遮挡功能，下雨后
雨水倒灌进店内。对此，莲湖区
政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四
府街招牌更换的工作由城管部门
负责，该项工程也是当地旧城改
造的工程之一。

严格来说，这样的新闻并不
“新”，因为每年似乎都有。而恰

恰是这个“每年都有”，最是让人
无奈。

作为当地旧城改造的工程之
一，城管部门负责更换商铺招牌，
看起来似乎是职责范围内的事
情。可问题在于，短期内三次更
换招牌且均不能让商铺方面满
意，那就不能说没有问题了———
随意确定方案，随意再更换，在这
些随意之间，损害的是执法部门
的公信力，是政府的形象。

对于商铺来说，招牌是什
么？不仅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
的载体之一，还是商业竞争的重
要元素，承载着顾客对产品的定
位和认知，也是商家传递品牌价
值和文化的重要途径。

在不违反现有法律的基础
上，拥有商铺的商户就该有制作
招牌的权利——— 他们要对自己
的审美负责，也要对自己的财产
负责。毕竟，如果门头不够吸引

人，他们的生意不好做，造成财
产损失，那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如果试图统一店铺的门面风格，
那么公共权力就对店铺的经营
状况负上了责任。问题是，可
能吗？

在类似的问题上，相关部门
的回答往往只有一个：“这样好
看。”可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一
个男人的老婆好不好看，是不需
要民政部门操心，也不该他们操
心的。与此相对应，商铺招牌的
审美，也不该完全由城管部门去
决定。

审美因人而异。简约是美，
繁复也是美；整齐划一是美，错
落有致也是美。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商铺招
牌其实也是一道美学标签。那
些形形色色具有极强地方属性
的商铺招牌，是人们理解体验一
座城市的要素之一。某种程度

上，商铺招牌是一座城市文化元
素的集中体现，它折射出城市的

“烟火气”，是城市重要的美学标
签，蕴藏着城市文化的原风景。

那些经久不衰的老字号，比
如“全聚德”“六必居”“陶陶居”，
都有其独具特色的招牌。遗憾
的是，如今不少独具文化特色的
招牌从街区逐渐消失，被千篇一
律的招牌取代——— 统一的底色、
统一的字体、统一的风格……不
仅违背了品牌传播的规律，还失
去了城市应有的街巷之美。

商铺招牌折射的远不是单
纯的审美问题，更考验一座城市
的精细化治理水平，体现城市的
包容度与更新理念。

在此，我们也期待政府部门
每做一件以他人为对象的事情
时，都能在不涉及对象违法的前
提下，先扪心自问一句：换成是
我，我愿意吗？

审美因人而异。简约是美，繁复也是美；整齐划一是美，错落有致也是美。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商铺招牌其实也是一道美
学标签。那些形形色色具有极强地方属性的商铺招牌，是人们理解体验一座城市的要素之一。某种程度上，商铺招牌是一座
城市文化元素的集中体现，它折射出城市的“烟火气”，是城市重要的美学标签，蕴藏着城市文化的原风景。

研究生推免公示为何没挡住成绩造假

商铺招牌是城市的美学标签

□ 梁修明
近日有媒体报道，有网友

在某小区门口宣传展板上一篇
名为《致兰州市人民的一封信》
的数百字文章中，发现了“金子
招牌”“赶紧整洁”“人问环境”
等9处错别字。同样，在安徽芜
湖赭山公园内有一块宣传牌，
上面的宣传标语赫然写着“文
明郑州靠你我的共建”。对此，
网友评论，“粘贴时连地名都不
换，太不走心！”

制作标语看似小事，却也
马虎不得。一旦出错，极易引
发负面社会舆情，影响基层工
作人员的形象，削弱信息传播
效果，损害基层公共宣传的公
信力，无益于开展实际工作。

如此错字频现、机械抄袭
的标语，反映出当前基层工作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作
风不严不实。个别工作人员把
标语制作任务外包，事前不管、
事中不问、事后不审，审核把关
缺失，堂而皇之当起了“甩手掌
柜”。其次，责任意识不强。为
应付督导检查，有的地方制作
标语创新理念不强，抄袭拼凑、
生搬硬套、空洞无物、敷衍了
事。再者，基层负担过重，疲于
应付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
一根针”，基层是改革发展稳定
工作的落脚点，承担着繁琐复
杂的一线工作。在一些地方，
无论是推动综合工作，还是开
展专项工作，都要制作悬挂标
语，使得个别人员疲于应付。

标语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员群
众的重要载体，引导着人的思
想观念和心理行为。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一条内容鲜明、严谨
生动的好标语既折射时代精
神，也反映社会风貌，更传递价
值导向。进一步讲，其不仅能
发挥氛围营造、宣传发动、统一
思想的积极作用，而且具有凝
聚共识、鼓舞人心、促进工作的
重要意义。

细微之处见真章。让基层
标语更走心，贵在发挥宣传动
员实效、凝聚共识力量、推动工
作开展。必须着眼于更好引导
群众、服务群众，将标语宣传提
升到宣传政策、动员群众、推动
工作、塑造形象的价值高度，进
一步加强基层干部队伍作风建
设，切实履行好标语制度审核
把关职责。

全媒体时代，基层标语宣
传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
而为，深刻把握规律，增强群众
意识，创新内容表达，善作善为
善成，充分发挥标语宣传的引
导性、生动性、服务性。同时，
也要切实减轻基层负担，优化
督导考核机制，着力破除重

“痕”不重“绩”、留“迹”不留
“心”的形式主义痕迹考核管
理，严格规范标语使用，避免千
篇一律过分依赖标语动员，增
强标语使用的科学性、严谨性、
实效性。

让基层标语更走心

恶意营销引不满，背后暗藏产业链。
阅读转发需谨慎，莫要轻易被带偏。

绘画 王成喜 配诗 王继洋

“3元一斤，多吃远离大病”“一家四口患癌，罪魁
祸首竟然是它”“是中国人就转”……从微信群里常见
的标题党到疫情期间“华商太难”“回归中国”“嫁到中
国去”等一系列批量复制的自媒体文章、低俗内容在
网络上病毒式传播，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和不满。微
信安全风控中心总监钟广君也表示，目前恶意营销号
已形成一条从账号注册、内容生产到吸粉关注、诱导
变现的完整黑产链。 据6月17日《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