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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请帮忙投一票。”不少人在微信
上收到过类似的拉票信息，都会不胜
其烦。随着朋友圈投票活动“泛滥”，
催生出了一个新职业——微信投票投
手。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些投手们有
兼职，有专职，每人拥有众多微信
号，每天接单投票，月收入十分可
观，最多每月能赚上万元。

记者采访了解到，成都市不少早
教中心、玩具商店、教育培训公司、
文化公司等都采用类似投票比赛的活
动进行营销，最常见的就是各类“萌
宝大赛”“才艺大赛”“男神女神评
选”等。市民秦女士近日告诉记者，
家长群里有家长为了取得投票第一，
不仅发动起整个朋友圈投票，甚至还

专门花钱刷票。
有人花钱刷票，就催生了“职业投

手”。记者在网购平台上搜索朋友圈投
票，有多家店铺。记者询问一家 10 月
份已售出6000多元订单的店铺，该店
老板表示，他们拥有几万人专业的投
手团队进行人工投票。除了网购，还
有公司设计了专业APP下单投票。

记者了解到，这些商家背后是一
批庞大的微信投票投手队伍，他们提
供投票任务给投手，然后从中提成。
微信投手们接单主要有两种途径，一
种是加入投票平台，通过平台接任
务；另一种则是加入多个微信群、QQ
群，从群里接任务收取红包。

记者加入了一个专做微信投票的

平台。注册后，平台就会发布具体任
务，写明投票链接，是否需要关注公
众号。要求投手投票前后分别截图一
张，上传到平台，审核通过后就可得到
一笔佣金。每单根据投票内容不同，价
格在0.08元~0.09元左右。一位兼职投
手告诉记者，她所在的投手群里，有专
职做微信投票，一个人就有几百甚至上
千的微信号，碰到上万票的订单，一两
个人就能搞定，月收上万元。

四川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周安
民教授周安民表示，不少民众出于信任
朋友的心态投票，而为陌生人投票，打
开陌生的投票页面，就有更大风险。他
提醒，一旦出现有页面需要填写个人信
息资料，最好不要填写。据《成都晚报》

网络投票泛滥 催生“职业投手”
一人有成百上千微信号 月入上万元

近日，浙江杭州第十一中学的学生就
餐时，不是刷饭卡而是刷脸。记者看到，
学生食堂每个窗口前都装了一台“刷脸
器”，带摄像头，可以触屏操作。学生只
要在“刷脸器”前站一秒钟，身份就会被
识别出来。然后，姓名、饭卡余额和套餐
类型等就餐信息，会出现在屏幕上，点击

“确认”，即结账完毕，就能拿到食堂师傅
递过来的香喷喷的饭菜，再也不用带卡
了。同时，根据学生每日就餐情况生成的
营养报告，并将营养报告每月发送给家长
一次。 晚综

高中推“刷脸”吃饭
学生吃饭不用带卡

山城重庆被称为“立交之城”，立交
桥数量高达两百多座。近日，重庆苏家坝
立交桥引起网友关注，立交桥在半空中螺
旋而上，桥面离地72米高，是全国最高
匝道桥。不少网友纷纷表示：“开车开出
过山车的感觉”“感觉地图要是征服了重
庆，就能征服世界了。导航需要加上距离
地面高度”…… 晚综

重庆空中螺旋立交桥
72米高开车如坐过山车

记者从山东菏泽市高速交警支队获
悉，近日，10 辆宝马牌的婚车在菏东高
速 3 公里处集体违停，并有人下车放鞭
炮、布置婚车。对此，交警部门根据监控
系统确认违法车辆信息，给予确定的车辆
驾驶人记6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菏泽市高速交警支队相关工作人员向
记者介绍，由于部分车辆的车牌被覆盖，
难以确认核实，对已经核实信息的违规车
辆，交警均给予驾驶人记6分、罚款200
元的处罚。高速交警提醒车主，高速路上
切莫乱停车，以免造成恶劣事故。

晚综

多辆婚车高速违停
司机被罚200元扣6分

捐出880多万，家里摆设还停
留在20世纪80年代

因罹患癌症，87岁的卢永根自觉
时日无多，与夫人徐雪宾商量，决定
捐出所有积蓄。

今年 3 月的一天，卢永根在夫人
搀扶下来到银行，将十多个存折的存
款转入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卢永根
夫妇一共捐出 8809446 元。学校用这
笔款设立了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
学生与优秀青年教师。

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大胜看
到卢永根用颤巍巍的手掏出牛皮纸包
裹着的一叠存折时，忍不住热泪盈眶。

卢永根家里的摆设，还停留在20
世纪80年代：破旧的木沙发、老式电
视；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帐子用的
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
定在墙上；几张还在使用的椅子，用
铁丝绑了又绑。去过他家的人，都会
产生一种印象：家徒四壁。

平日里，这位老校长常常拿着一
个半旧饭盒，与学生们一起排队，一
荤一素二两饭，在一个不起眼的位
置，慢慢地将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和水稻打了一辈子交道，卢永根
总会善意提醒那些浪费饭菜的学生：

“多少棵水稻才能长成一碗米饭？”
“钱都是老两口一点一点省下来

的。”卢永根的秘书赵杏娟说，对扶贫
和教育，两位老人却格外慷慨，每年
都要捐钱。２０１４年，卢永根和他
哥哥还悄悄将老家两间商铺祖屋捐给

了当地小学。

一辈子坚守教育领域，“为科
研奉献了一切”

卢永根没有将财产留给唯一的女
儿。他说，孩子已经自立了，他的个
人财产最后应为社会做贡献。

卢永根祖籍广东花都，1930年生
于香港，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受派遣回到广州。他说：“为什么要放
弃安逸生活回内地？主要是侵华战争
的现实教育了我。我要为祖国复兴效
力。”从此，他在教育领域开始了一辈
子的坚守。

1983 年 ， 他 担 任 华 南 农 学 院
（1984年更名为华南农业大学） 院长。
“先党员，后校长”是卢永根的口头
禅，他认为当好校长的前提是先当好
一名党员。

20 世纪 80 年代，学校经费紧缺，
身为校长的卢永根坚持不坐进口小
车，在住房、电话等待遇上不搞特殊。

但对科研与人才，卢永根却很大
方。20 世纪 80 年代末，学校发展落
后，卢永根四处筹措资金，用于发展
多学科和重奖人才；为表彰辛朝安教
授团队对兽药开发的贡献，他破天荒
拨出10万元高额奖励；为让优秀学者
刘耀光安心回国，他多方筹措经费，
为其建立专门实验室；博士生刘向东
到香港大学做研究，他主动借 1500
元，还把自己出国用的两个行李箱与
一套新西服送给学生。

“他为科研奉献了一切。”弟子张
桂全说。

崇尚吃苦精神，病房里成立临
时党支部

淡泊明志的科研工作者，总是崇
尚吃苦精神。

卢永根带领弟子，小心地保护着
7000 多份稻种资源和 900 多份野生稻
资源。许多珍贵的稻种，都是他带着
学生翻山越岭一株一株找回来。

2001年，听说广东佛冈一处山顶
有野生稻，已70多岁高龄的卢永根亲
自出发寻找。山上无路，布满荆棘。
到半山腰，卢永根已体力不支，但他
坚持要去现场，学生们只好架着他慢
慢往上爬。

老照片上，卢永根一手拄拐，一
手扶树，在野生稻旁笑得格外开心。

在水稻遗传研究领域，卢永根做
出过突出贡献。他提出的水稻“特异
亲和基因”新学术观点，对水稻育种
实践产生了重要作用。近 5 年，卢永
根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
33 个，累计推广面积达 1000 万亩以
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许多当年
的学生和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学者，如
今都已走上学术带头人、领导岗位。

“正直、率真、有情怀，卢永根影
响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民盟中央
副主席温思美说。

躺在病床上，卢永根仍希望能过
组织生活。经校党委批准，病房临时
党支部成立了，一个月开一次会。

“我俩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党。
这个时候，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他
要继续坚持下去。”徐雪宾说。

“卢永根触动我们去反思，人一生
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华南农业大学
教师王慧说。

1984年的一个夜晚，卢永根在学
校作了一场演讲。亲历者回忆，那晚
没有灯光，草坪上密密麻麻坐满了学
生。

卢永根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
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我
希望能像一束小火花，点燃你们心中
的爱国主义火焰。” 据新华社

中科院院士卢永根罹患癌症，为发展教育事业——

捐出毕生积蓄880多万元
一 名 老 科 学

家，用无言的行动
诠释了人生的意
义。

罹患重症的中
科院院士卢永根，
将毕生积蓄880多
万元无偿捐献给教
育事业。他说：“党
培养了我，将个人
财产还给国家，是
作最后的贡献。”

卢永根在华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里卢永根在华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里（（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