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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网友广泛关注的福州一高考考点提前打铃一事，福
建省教育厅6月9日凌晨公告表示，将依法依规认真严肃
处理。

据通报，6月7日上午，福建省福州市仓山考区福建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考点高考语文学科考试提前2分40秒打结束
铃。接报后，福建省教育厅即派员前往现场开展调查，福建
省教育考试院及时封存考场所有相关资料。官方初步认
定，这是因工作失误造成的事件，将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
任。 据新华社

追星追到考场
是挑战社会秩序底线

□ 易之
又到高考季，一些年轻的艺

人也相继走入考场。时代少年团
成员丁程鑫参加高考走出考场时
被粉丝围堵，多次劝阻无效后，丁
程鑫无奈怒吼：“走开，你听不懂
吗？”

从现场报道看，这些粉丝从
考场一路围追堵截到酒店，给明
星本人带来了困扰。当然更值得
关注的，是此类行为对高考秩序
的潜在威胁。这些粉丝不仅聚集
在场外观望，还不时举起手机拍
摄，可能对其他考生形成干扰。

这几天，为了保障高考的顺
利进行，各地又是工地停工，又是
交警护送，连大妈都跳起了无声
广场舞，整个社会都在竭尽全力
为高考护航。因此，粉丝这种行
为必然会引发众怒。

追星本无可厚非，但把追星
异化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疯狂行
为，显然属于越界。

就在前不久，在国航一架从
杭州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因头等
舱有男团成员，尚在落地滑行阶
段，粉丝就疯狂向前冲，空姐根本
无力阻拦，让其他乘客惊出一身
冷汗。此外，诸如粉丝挤碎机场
玻璃，买卖爱豆机票信息等事件，
都曾引发轩然大波。

在现代技术加持下，粉丝追
星的能力大大增强，某些群体可
以借助各种平台迅速组织动员。
明星的动态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
迅速扩散传播，这使得围堵偶像
的难度变低了。这也意味着，一
旦追星的行为失控，有可能给社
会的正常运行带来更大风险。

对此，明星偶像们应该亮明
态度，明确拒绝非理性追星。毕
竟，既然得到了“万千宠爱”，就应
该负起相应的责任，积极引导，让
自家粉丝学会明辨是非。

追星当理性，追星行为也应
当符合现代社会的公德规范，底
线是不能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尤其是在高考这个关键时刻。否
则，这不仅是给自身、自家偶像的
形象抹黑，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法
律后果。

静音模式，不应止于高考这几天

□ 侯江
“我家门前终于静下来了！”

为中高考考生降噪，近年来已成
为政府和市民的共识。据媒体
报道，在各个层面的努力下，今
年高考降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不少市民因此盼望，降噪措施在
高考之后也能延续。

夜深人静，大货车隆隆开
过，刺耳的噪音既可能让全力备
考的高考生难以入眠，也惊扰附
近睡梦中的居民；下午正是考生
做做题、温温重点的时候，可幼
儿园的孩子刚好放学，小朋友们
撒欢的声浪直冲云霄；正在进行

的一些施工和装修项目，工期
紧、任务重，全天施工，让回家备
考的学生痛苦不堪；傍晚时分，
考生吃过晚饭想再静下心来查
漏补缺，窗外广场舞的伴奏又响
了起来……种种噪音，本来就是
城市管理的顽疾，高考期间显得
尤其扎耳。

考生的主战场，当然是考
场。保持考场的安静，自然是重
中之重。高考首日，北京市城管
执法部门在全市各考场周边设
置保障点位70个，检查工地422
个，查处各类违法行为46起，保
障全市考点周边环境秩序良好。

同时，高考期间，各保障岗位执
法人员提前上岗，加大日间对考
点周边“三类场所”疫情防控检
查频次和人盯车巡力度，严查考
点500米范围内产生噪声的施工
作业。同时，市区两级城管执法
部门利用监控探头对考场周边
进行严密监控，对可能影响考生
学习、考试的各类举报，第一时
间受理并安排执法力量进行处
置。考场安静，考生心里就安
静，在人生大考中能更出色地发
挥水平。可以说，城市按下“静
音键”，是保障高考这项国家抡
才大典的必要措施，体现了对考

生的关爱。
考生战场，又不止于考场。

考生所在的社区，也应该自觉地
做出降噪调整。安静，可能是整
个社区能够给予考生们的最贴
心、最温暖的支持。连日来，不
止北京的社区，全国各地都有许
多暖心的高考降噪举措。有的
地方广场舞大妈戴上了耳机，有
的社区物业挂出了为了考生保
持安静的条幅。但是，也有个别
社区，有一些居民或者施工单位
视物业提出的静音要求于不顾，
我行我素，噪音照旧，受到城市
管理部门相应处理。

可以说，为高考生助力，降
噪行动得力。但也要看到，这
是在高考这一特殊时期采取了
一些特殊措施取得的成效。其
实，“静音模式”岂止高考时需
要开启，作为城市文明的组成
部分，社区居民都有不被噪声
打扰的权利。诸如广场舞开外
放、工程施工、大货车加速造成
的噪音，应该得到常态化的有
效治理。期待高考按下的“静
音键”能够一按到底，城市噪音
越来越小，将来“高考日保持安
静”的要求，也许就不用特意广
而告之了。

“静音模式”岂止高考时需要开启，作为城市文明的组成部分，社区居民都有不被噪声打扰的权
利。诸如广场舞开外放、工程施工、大货车加速造成的噪音，应该得到常态化的有效治理。

“拍题作弊”要严惩更要堵漏

作弊者咎由自取，会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相应代价，但舞弊行径被“一路放行”背后，暴露出来的
防作弊机制的失灵和考务漏洞的存在，更值得关注。唯有举一反三、彻查严惩，堵住每一个可能的漏洞，
才能给公众、给所有考生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 赵晓昕
高考舞弊话题年年有，从试

题泄露、枪手替考、夹带违禁品，
发展到近些年利用透视眼镜、针
孔摄像机等高科技手段作弊等，
手段不一而足。因此，在各地相
继升级措施整肃考风考纪，防作
弊的高科技手段也层出不穷的
背景下，今年竟有考生堂而皇之
将手机带入考场，并联网成功，
将试题拍照上传至搜题APP，这
其中多道防作弊机制的失灵和
考务组织的漏洞之大，难免令人
震惊、愤怒且困惑。

公平公正是高考的生命
线，也是高压线，而杜绝考场作
弊，是在最基础意义上保证高
考公平。这两天，河北一名考
生过安检时因为金属牙套触发
警报被拦下，最终由交警带其
去医院补盖了公章才得以参加

考试。这并非工作人员不通人
情，而是侧面印证，事关高考公
平，怎样重视都不为过。金属
牙套尚能触发金属警报器，在

“人防＋技防”的双重防线之
下，手机又是如何越过金属探
测器的检测和监考教师的问询
被带进考场，两相对比之下，难
免令人质疑考场安检设备的失
灵和监考教师的失职。

第一道安检防线形同虚设，
而该考生被发现作弊的原因更
是个“意外”。据小猿搜题回应
称，6月7日下午，工作人员监测
后台时发现，某用户通过手机拍
照搜索疑似高考真题，考试结束
后，经确认，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向有关部门举报。用手机拍摄
试卷的动作幅度不可谓不大，考
场的监控探头成了摆设，监考老
师和现场巡考也均未发现，无疑

戳中了公众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这是一起胆大包天的个案，还是
串通了监考教师的集体舞弊？
倘若搜题APP的工作人员未能
注意到这次搜题背后的异常，考
生是否就如愿“瞒天过海”？其
他更为隐蔽的作弊方式又能否
被发现？

如果带手机、拍照片等行
为尚有人为操作的空间，考场
有信号、手机能够联网一事显
然超出了常人能够理解的范
围。按照国家规定，为确保考
试公平，高考期间将在各考场
开启无线信号屏蔽器，考场3公
里范围内手机网络、WiFi无线
信号可能受到干扰。在这种情
况下，该同学如何连上的网络，
信号屏蔽仪器是否失灵，“5G信
号屏蔽漏洞”是否存在，又有多
少考场存在此类问题，有待当

地 有 关 部 门 进 一 步 追 查 和
解释。

眼下，黄陂区教育局对违
规考生作出了取消此次考试资
格，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
段、各科成绩无效的处理。根
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的规定，这名考生最多或面
临“3年禁考”的处罚。

作弊者咎由自取，会为自
己犯下的错误付出相应代价，
但舞弊行径被“一路放行”背
后，暴露出来的防作弊机制的
失灵和考务漏洞的存在，仍然
扎着每一位高考学子和关注此
事的网友的心：高考公平不容
任何人动摇，高考的公信力也
不容舞弊行为亵渎，唯有举一
反三、彻查严惩，堵住每一个可
能的漏洞，才能给公众、给所有
考生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考试未完铃声响，工作失误当究责。
评估处置显公平，类似事件须杜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