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功利化心态 “状元”异化成消费“符号”

“状元”被奖一套房 “傍状元”花样多 携手降温“状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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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黑龙江省教育厅近日要求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中、高考信息管
理，禁止宣传炒作中、高考“状
元”。除考生本人外，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及招生机构一律不准向其他
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考生报名信
息。为防止炒作“状元”，广东、
江苏、福建等地还对高分考生成绩
进行了屏蔽。

政府主管部门、学校、社会应
携手降温“状元经济”。一方面，
应完善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体系，遏
制“唯分数论”的肤浅教育政绩
观；另一方面，应加快教育资源尤
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平衡布局。

此外，各地高考状元在取得高
分后，也应端正心态，加强自律，
认识到高考只是人生的节点，经过
全面锤炼的人才能走得更远。

“我们现在最关注的还是学生
的分数，觉得高考分数就是一
切。”安徽省淮北市高考生家长钱
星星说，“如果高考不是只看重分
数这一个标准，‘状元’也就没那
么重要了，‘状元经济’也就没有
市场了。” 据新华社

“高考状元”年年禁年年炒

“傍状元”背后折射了什么
27 岁的“郭大拿”去年在网上

帮当地农民卖了一万四千多斤核桃。
虽然双耳失聪，四肢蜷曲变形，但这
个瘦弱的年轻人并没有屈服命运的安
排，在互联网上实现了创业梦想。

“郭大拿”原名郭朋朋，是山西
省古县五马岭村人。“郭大拿”是乡
亲们送他的外号，在山西方言里，

“大拿”是行家里手的意思。
“郭大拿”初中时患了一种名为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疾病，身体
落下残疾。古县是山西著名的核桃产
区，但由于销路不畅，老百姓的核桃
只能积压在家中，或低价出售。于
是，他尝试把村民的核桃收集起来，
在网上销售。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
如今，他的淘宝生意已走上了正轨。

“郭大拿”说，“核桃卖出去了，
乡亲们高兴。帮买家找到想要的土特
产，他们也高兴，这就是我的价
值。” 据新华网

山村残疾青年
网上卖土特产

“尊敬的李先生，您好！我是
小美，很高兴能为您服务。”……
全国首台“刷脸办税”智能机器人
近日在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地税局
国地税联合办税服务厅上岗，吸引
众多纳税人的关注。

据了解，这名让纳税人大开眼
界的“税务人员”小美，是电白区
地税局刚刚引入的第三代智能税务
机器人。

作为最新版的智能税务机器
人，“小美”收录了几乎所有的国
地税业务类型、操作指引和营改增
热点问题，不但可以为纳税人提供
强大的语音互动咨询、预约取号、
业务表格下载、二维码扫描、纳税
申报以及发票打印等6大类办税服
务，还能在办税厅“流动办税”，
主动感应并“走”近纳税人，引导
纳税人，提供热情服务。

“小美”是目前国内首款采用

“人脸识别”技术的智能税务机器
人，她在事前完成纳税人的脸像、
身份证、联系电话等信息采集认证

后，纳税人只需现场“刷脸”2秒
钟，“小美”即可准确识别，主动
叫出纳税人姓名并问好，即时为纳

税人提供优质的自助办税服务。
据介绍，升级后的税务机器人

“小美”还能模拟人的思维模式，
可以摆脱对问题库的编程依赖，主
动引导纳税人对话，实现无障碍交
流，她针对纳税人需求做出的相应
引导，准确率几近百分之百。

“小美”机器人是该类机器人
的最新型号，具备独特的“人脸识
别”功能，通过“刷脸”与身份证
信息相互验证，有效避免冒用身份
证办税的现象，更加安全。

据了解，除了在办税厅为纳税
人提供“刷脸办税”服务外，“小
美”还能通过Web、App、微信和
电话这4种渠道，为纳税人提供24
小时全天候服务。同时，“小美”
还能在和纳税人沟通过程中不断自
我记忆学习，补充自己的知识储
备。

据中新网

全国首台“刷脸办税”智能机器人“上岗”
主动引导纳税人对话 实现无障碍交流

在江西省景德镇浮梁县浮梁镇新
平村，86 岁的余二妹历时 5 年自筹
600 万元打造的“瓷宫”，目前已初
具规模。

余二妹 12 岁拜舅舅为师，开始
学习陶艺制作。改革开放后，她独立
经营柴窑和陶瓷厂，自己厂生产的陶
瓷，余二妹都会收藏起来，几十年下
来，她收藏了6万多件瓷器作品。在
她 80 岁时，决定筹建陶瓷博物馆并
付诸行动。老人说现在各种博物馆泛
滥，而这座建筑的名字就叫“瓷宫”。

经过5年的艰辛付出，目前，老
人的第一座“瓷宫”已经初具规模。
她说，建造“瓷宫”是为了完成自己
的梦想，也是为瓷都景德镇做点有意
义的事情。 晚综

老人自筹600万元
历时5年建“瓷宫”

日前，浙江省温州市玉苍东路
上一座“绿野仙踪”似的神秘大宅
在朋友圈热传，每天都有不少人慕
名而来。这座被当地人称为“温州
大宅”的大楼外墙布满爬山虎，一
条人造瀑布从三重门中缓缓流出，
置身其中，如同仙境一般。

据悉，该建筑曾与美国雪儿洛
杉矶的家、希腊大海的殿堂、意大
利的科莫湖畔别墅等被 《安邸 AD》
杂志评选为“世界最美丽的家”。

让时尚回归自然，让艺术走入
日常生活之中，是不少人在观赏这
幢奇妙建筑后发出的感叹。 晚综

大宅布满爬山虎
仿佛“绿野仙踪”

各地
高考成绩
已陆续公

布，尽管教育行政
部门年年要求不炒
作“高考状元”，但
“状元”仍成为学
校、教辅机构、企
业 家 争 相 追 捧 的
“ 香 饽 饽 ”， 庆 功
宴、颁奖会、商业
活动等“状元秀”
还是络绎不绝。一
些企业、机构、学
校甚至“傍状元”
来 打 广 告 、 争 人
气、提高知名度。

“

日前，广东省恩平市一考生以
总分620分成为该市2016年理科状
元，恩平市某地产公司奖给该考生
一套 100 多平方米的“状元房”，
引起一片哗然。

除了给“高考状元”赠送房
产，近年来，“敕封”高考“状
元”、请“状元”进行商业代言，
让“状元”骑马游园为景区造势等
炒作类报道也频频见诸报端。

事实上，每年在高三学生周

围，都充斥着各色“状元类”衍生
商品：高考状元笔记、状元房出
租、状元保健品、状元上过的教育
机构等相关商品似乎搭上“状元”
这趟顺风车，就不会愁销路。

记者在互联网上搜索“高考状
元”，显示的相关网页，不乏“状
元房”“状元小区”“状元学校”等
字眼；在网络购物平台上，冠有

“状元”头衔的状元笔记、状元保
健品、状元教材等产品大卖；个别

寺庙甚至有“状元香”“状元符”
“状元手链”……“状元”也从一
个教育产物，演变为一种拥有完整
利益链条的“状元经济”。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
飞认为，每个“高考状元”都有自
身的特点和成长经历，借鉴其好的
学习方法和读书态度，对广大考生
有积极意义。“状元经济”喧嚣一
时，如果炒作什么状元用品，则是
异化和扭曲，不可取。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
天下知。”状元情结自古以来深植
于国人心中。“高考状元”商业
化、明星化，是一个严肃的社会
课题。“状元经济”破坏了社会心
态，使得“状元”成为消费“符
号”，加剧了社会心态的浮躁。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
认为，过分炒作“高考状元”会
加深民众的分数崇拜，对素质教
育来说是恶性循环。一些地方宣

传时把“经”念歪了，突出了
“尖子”，忽视了“大多数”；突出
了学校名气，忽视了教育内涵；
突出了考试成绩，忽视了综合素
质。

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
播学院副教授蔡斐认为，不能将

“状元热”完全归咎于媒体，“少
部分媒体之所以热衷炒作‘高考
状元’‘学霸宿舍’等新闻，在于
很多社会民众愿意追逐这些新闻

以及背后的信息，如这些‘状元’
‘学霸’在哪个学校的哪个尖子
班。换句话说，读者对优质教育
资源有迫切的需求，是媒体报道
的原因和推动力。”

同时，不乏一些掌握优质教
育资源的学校，为了保持教育资
源优势，以便未来招收到更优质
的生源、继续做强做大等，也

“默契”地迎合媒体、企业等对
“高考状元”进行“炒作”。

智能机器人“小美”在为纳税人办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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