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吐不快

国内第一个由食品药

品谣言数据库支撑形成的

《2017年食品谣言治理报告》

近日正式发布。这份报告显

示，水果类谣言内容最多，塑

料紫菜、棉花肉松等成为

2017年典型谣言“top10”，其

次是肉及肉制品类。

此外，“季节性”谣言

传播最为突出，经常出现

这样的路径： 食 品 上

市———谣言登场———公众

恐慌———食品滞销———多

方辟谣———舆情降温———

食品再上市———谣言再登

场……同时，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谣言经常跨地域

“此起彼伏”传播。

通过对2017年食品谣

言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传

播最多的渠道是微信，占

比高达72%；其次是微博，

占比21%。制作传播“小视

频”成了谣言的“助推器”，

甚至出现通过剪辑形成的

“视频特辑”。

谣言止于智者。

（据《法制晚报》）

“幼升小”家长为何
轻信谣言？

文/王锦南

7月17日，是呼和浩特市
各小学审核学生报名材料
的第一天。由于谣传“材料
提交晚了就不收了”，小学
门外出现了家长冒雨排队
的场景。对此，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均明确表示：排号先
后顺序不会决定录取资格，
希望大家关注教育部门发
布的“幼升小”政策，理智对
待。（7月18日《北方新报》）

实际上，“幼升小”政策

决定了小学资料审核的排

号先后顺序不会决定学生

入学录取资格，但为何众多

家长还轻信“材料提交晚了

就不收”的谣言呢？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比

如说，学位紧张，让家长“担心

孩子没学上”；再比如，不少家

长对谣言抱着“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态度等等。

但笔者以为，最根本的

原因在于，教育部门发布的

“幼升小”政策并未让家长

清楚掌握。显然，若家长对

“幼升小”政策不清楚、不了

解甚至是不知道，就会给

“材料提交晚了就不收”之

类的谣言提供可乘之机。

“家长雨夜排队”不仅

仅折腾了家长，也折腾了学

校和教育部门。学校和教育

部门应从这件事中吸取教

训，在公布相应政策时一定

要更主动、更精准，更清晰，

从而赶在谣言之前，让家长

都能清楚了解。如此，“材料

提交晚了就不收”的谣言才

不会有人轻信。

胡乱“盲写”也算艺术？
文/嘉 木

刚在朋友圈送走辣眼睛的“射书”大师邵岩，又迎

来了“盲书”大师张强。书法界不知从何时开始进入了

走马灯似的争奇斗艳历史时期。

从媒体公布的视频来看，“张大师”或由他人移动

宣纸，或由女性身着白绢，“大师”则背身避免注视，任

意挥洒笔触，除了在宣纸上留下墨宝，还“毫不吝啬”

地将墨水画在女性身上。

面对网友们“胡闹”“糟践文化”“浪费宣纸”的质

疑，身为美学教授的张强表示，自己是在放弃控制，追

寻纯粹的书写，让“乱”成为一种真正的“乱”；网友的

质疑源于他们不懂艺术。

“放弃控制”“纯粹书写”“乱”———要说这是种行

为艺术倒也勉强作数，但这既没有书体，也没有章法

的书写，硬说成是书法，实在是有些过于牵强。

书法是汉字艺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写书

法之道：“唐言结构，宋尚意趣”，但大体字还是字。可

张大师盲写出的作品，俨然已经与汉字无关。

按照张大师的逻辑，那三岁小儿拿个毛笔随意涂

鸦岂不更纯粹，也能称之为书法艺术吗？

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载言，即便

颜真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写成，文字随情绪起

伏，不顾笔墨之工拙，但也保留着字体和章法，非乱涂

一气不可辨别。

张强认为，“书法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就成为

一个‘死’的东西了，书法怎么能够变‘活’，就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书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不可否认，书法艺术应随时代而变化、发展，但这

种与时俱进应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而非推翻根基

凭空捏造出来的。任何时代的艺术发展，都历经了一

代又一代的传承积淀，所谓的超越与创新往往都是建

立在深厚功底之上的、不经意的“灵光乍现”，而非刻

意标新立异。

杜尚搞了个小便池成为艺术，曼佐尼把自己的大

便做成限量罐头，张大师把不受控制的线条当成书

法。但前两者强调的是观念，讽刺的就是不把艺术当

回事，张大师的操作或许也算艺术，但非得说成是书

法，就有些牵强了。

书画大家张大千曾撰文“要艺术，不要‘杂耍’”，

这说的其实就是敬畏。比起“射书”“盲书”式创新，或

许我们更需要的是对书法等艺术本身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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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童年空间填得太满
文/张 凡

◎◎头条锐评

一位杭州妈妈给即将

“小升初”的女儿报了11个培

训班，其中语文、数学就各有

3个；一所小学的四年级班

里，人人都参加了校外培训，

大部分孩子报的学科类培

训班从2个到6个不等……又

到了孩子们的暑假时间，“培

训班热”也在各地再次升温。

“假期不是用来休息

的，而是用来反超的”，不少

家长抱着这样的想法，把孩

子的假期生活安排得满满

当当。虽说父母希望孩子多

充电的初衷是好的，但任何

事物都过犹不及。近日，一

段视频热传：在某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做作业的小孩，被

问到上学累还是暑假累时，

哽咽不语，忽然就哭了。连

轴转式的过度培训、高额的

培训费用，是否真能收到预

期效果，家长们还是应该有

一个冷静而理性的判断。

有人说，教育是慢的艺

术。的确，无论是学习，还是

成长，都是逐渐拔节的过

程。一味把过重的压力放到

孩子肩膀上，要求孩子以百

米冲刺的速度跑长跑，往往

只是揠苗助长。这就好比我

们用小杯子接水，水龙头开

得太大，只会让水溅落满

地；把水放小一点，水流慢

一点，反而能更快接满。现

在，一些教育机构在幼儿班

就开设“奥数班”并施行小

学教育，有些学生在小学阶

段就被要求修读中学课程，

这样“抢跑”“速成”式的教

育，违背孩子的成长规律，

可能潜藏着诸多伤害。

当然，在竞争日益激烈

的今天，我们也不可能要求

孩子完全与游戏为伴，但必

须看到的是，那些学习之外

的天地能带给孩子内心的充

盈与未来的可能，不一定要

用一节节的培训、一摞摞的

书本把这些空间全部填满。

一再升温的“培训热”

背后，有升学考试的压力，

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

任何形式的小升初考试，但

不少学校仍在暗中通过各

种方式筛选生源，对于家

长、学生来说，“多一项特长

可能就多一点机会”；有和

同龄人比较的焦虑，“别人

的孩子都在上，我们不上就

会掉队”；有培训机构的推

波助澜，各种充满噱头的

“占坑班”“点招班”让家长

真假难辨……看起来不理

性的集体选择背后，却存在

着非常“理性”的个体选择。

也正因此，尊重教育规

律，就不只是家长的事儿，

更应成为学校以及整个社

会的共识。今年7月的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

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

的意见》，强调要建立健全

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机制，切

实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过重问题。教育部也强调，

要推动完善配套改革，全面

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

学习效率，让学生在学校

“吃饱吃好”，从根本上解决

培训热。从整治“焦虑营

销”，到告别“超纲考试”；从

家长摆正心态、多听听孩子

的心声，到不断增加和完善

学校的教育供给，只有全社

会形成合力，才能真正为家

长解压，给孩子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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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传谣

高校对毕业生质量守土有责
文/璪 平

最近，教育部正在部署

严厉打击学位论文买卖、代

写行为，参与其中的学生将

被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其

中最主要的是，明确了指导

教师是查处学位论文买卖、

代写行为的第一责任人。第

一责任人的认定，是以前不

曾有过的，可以看做是这次

行动的新内容。

学位论文的买卖与代

写，多年来屡禁不止。央视

财经频道去年底曾报道了

代写论文的黑色产业链，其

中本科论文包修改要价

1000元，硕士论文5万字要

价7500元，有的网店甚至能

靠代写每个月赚到300万

元。据调查，超过30%的大

学生表示考虑过找人代写

论文，超过70%的大学生身

边出现过代写论文现象。

代写论文是一种学术

造假行为。教育部这次严厉

打击学位论文的买卖、代

写，将指导教师定为第一责

任人，其意义就在于明确高

校对学术水平和毕业生质

量守土有责，论文指导教师

不能对丑恶行为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放任和纵容自己

的学生，而需要对学生论文

进行仔细辨别，从根本上严

肃学术纪律。要让学生明白

一个常识，获得文凭不是儿

戏，偷懒与侥幸不是正确的

学习态度，更不可能是正确

的人生态度。

当然，要想终结论文买

卖、代写行为，除了指导教

师承担责任之外，还需要许

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工商、

公安系统共同打击其中的

黑色产业链，也包括论文检

测系统进一步的升级完善。

只有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

让这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

节体会到代价巨大、得不偿

失，才能从根本上予以杜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