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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打击“假原创”

要闻/时评

教育部对教育部对2018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取消体育特长生等5个加分项目

□付 彪

目前，互联网上存在一种
“假原创”现象。所谓“假原
创”就是把已有文章通过内容
拼接、同义词替换等方式，生
产一篇所谓的“原创”文章。
（《中国青年报》）

不能不说，充斥网络的各
种“假原创”，乍一看是“新
面孔”，仔细一读就发现，只
不过改了一些词汇和表达方
式，完全是换汤不换药。这对
读者来说，完全就是浪费时
间，而对原创者来说，何尝不
是侵权？

在自媒体时代，各类资讯
日益丰富，极大满足了人们的
阅读需求，人们也愈加热衷于

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当许
多人参与内容创作之后，奉行

“拿来主义”“复制粘贴”的各
种“假原创”及侵权事件也大
有加剧之势。“假原创”及侵
权事件多发，不仅会打击原创
者的积极性，扰乱网络文化市
场秩序，更会造成“劣币驱逐
良币”，拉低了网络文章的质
量。然而，对于这些明目张胆
的抄袭行为，很多原创者由于
维权意识薄弱，或者因为被侵
权后取证难、成本高，赔偿地
距离过远等困难，不得不放弃
维权，这也不同程度助长了

“假原创”的滋生蔓延。
打击遏制“假原创”，需

要严管重罚，但从根本上来
说，更需多方共同发力、多管
齐下。一方面，增强法律的震

慑力，让版权保护力度与精细
度跟上新媒体的发展脚步。同
时提升惩处标准，优化维权流
程，切实让侵权者付出应有的
法律代价。另一方面，加大网
络平台监管力度。进一步规范
网络文化创作环境，细化原创
文章审核标准，升级原创内容
保护机制，督促网络平台加强
内容审查，不发布“假原创”
内容；建立全国性的针对版权
保护的监管网络和举报平台，
加强综合整治，严厉打击侵权
行为。

此外，作为网络平台的读
者与作者，也需不断提高原创
意识和版权意识，如自发比对
雷同内容，坚决支持原创，勇
于揭发“假原创”，真正让版
权保护成为一种全民行动。

3 月 21 日 ， 教 育 部 公 布
《关于做好 2018年普通高校招
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对今年的高校招生做出
部署。《通知》提出，全面取消
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
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
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
出事迹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

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
及人口大省录取率

《通知》 要求，继续实施
“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
计划”，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
及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

《通知》提出，要积极稳妥
推进高校考试招生改革。上海
市、浙江省要深入总结完善高
考综合改革试点经验，不断研
究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新情
况、新问题。北京市、天津
市、山东省、海南省要积极借
鉴试点经验，坚持从本地实际
出发，精心组织、平稳实施好
改革试点。

不得以“生源基地”圈定
中学范围

《通知》明确要求严格规范
招生工作管理，各地各校要严格
执行国家招生政策规定，要严厉
打击证书、发明、专利、论文买卖
和造假行为。不得将社会机构
和公司提供的测评结果与招生
工作挂钩，不得以“生源基地”等
形式圈定中学范围，确保考试招
生公平公正。各地各校要加大
招生违规处理力度，对在特殊类
型招生中违规的考生、高校、中
学及有关工作人员要从严查
处。其中凡提供虚假个人信息或
申请材料的，均应当认定为在国
家教育考试中作弊，取消其相关
类型招生的报名、考试和录取资
格，同时通报有关省级招生考试
机构或教育行政部门取消其当年
高考报名、考试和录取资格，并
视情节轻重给予 3年内暂停参
加各类国家教育考试的处理。

加大信息安全投入，加
强考生信息管理

要进一步强化高校考试招
生信息安全，加大信息安全投
入，切实提高防篡改、防窃
取、防瘫痪、防病毒、防攻击
能力。同时，除按规定应向社
会公开公示的考生信息外，各
地只能将考生的报名信息、高
考成绩、名次以及录取信息提
供给考生本人及有关投档高
校，不得向考生所在中学及其
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各级
各类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公
布、提供考生成绩、名次等信
息。加强考生志愿填报账号发
放和志愿确认等环节管理，指
导考生妥善保管个人信息，防
止被他人盗用或非法操控。高
中阶段教育学校和教师不得代
替或干预考生填报高考志愿。

新闻报道不宣传炒作
“高考状元”

此外，《通知》还要求规范
新闻报道，不宣传炒作所谓

“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
加强舆情监控，防止招生诈骗
等有害信息传播。招生录取期
间，各地和高校要向社会公开
违规举报电话和咨询电话，安
排专人接访，及时妥善处置高
校招生信访问题。

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等
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

此外，根据 《国务院关于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 和教育部、国家民委、
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
科协《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
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
相关规定，全面取消体育特长
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
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
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
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

据新华社

3月 21日，教育部印发公
告，全面清理规范管理面向基
础教育领域的竞赛挂牌命名表
彰等活动。公告提出，面向基
础教育领域开展的竞赛挂牌命
名表彰等活动的结果只能视为
荣誉，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
学依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
学校不得承认违规开展的此类
活动的成绩或结果。

近年来，面向基础教育领
域的一些竞赛挂牌命名表彰活
动鱼龙混杂，增加了学生、家
庭和学校的负担，影响了正常
教育教学秩序。

为此，教育部公告要求，

批准基础教育领域各类竞赛挂
牌命名表彰等活动必须有法律
法规或省部级以上文件为依
据，从严控制、严格审批。现
有的此类活动一律按管理权限
进行重新核准，未经重新核准
的，不得再组织开展活动。活
动组织实施必须坚持公益、自
愿原则，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公告提出，对未经批准、
违规举办的此类活动将发现一
起、处理一起，坚决查处一些

“山寨社团”“离岸社团”举办
以营利为目的的所谓“国际”

“全球”“大中华”赛事。
据新华社

基础教育领域竞赛表彰
不作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

□郝雪梅

近日，深圳市交通运输行
政执法支队罗湖大队接到市民
举报，反映一驾校在某商业大
厦楼顶练车。“楼顶驾校”约
800平方米，四周仅有1.5米的
砖混围挡，是深圳市某汽车驾
驶员培训公司私自设立的教练
场地，未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批准与备案。（《深圳都市报》）

这所“楼顶驾校”，设立在
一个商业建筑的 7 楼，距离地
面22米高，四周围栏是砖混结
构。可以想见，这么多车辆在
楼顶训练，一旦发生事故，后果
不堪设想。而且，车辆驾驶人
都是不能熟练掌握驾驶技术的
学员，发生事故隐患就更大了。

“楼顶驾校”是如何出现

的？按照有关部门的说法是，
这是非法设置的，并没有经过
批准。但是，从目前的调查显
示，这所驾校是正规驾校，只是
训练场地是不正规的。也就是
说，在审批了驾校之后，有关部
门并没有跟踪查询训练场地在
什么地方，是不是安全，是不是
标准。更尴尬的是，最终发现

“楼顶驾校”安全隐患的还是普
通百姓。如果普通百姓没有举
报，有关部门何时能够发现呢？

不仅是驾校监管部门有责
任，租赁单位也有责任。这处
楼顶，为何能成为训练场地？
究竟是谁将一处楼顶租赁给了
驾校？当知道了租赁楼顶是

“用来练车的”时候，是不是需
要以安全的名义制止？如果真
的在这里发生了悲剧，楼顶的
业主也是摆脱不了责任的。

还有一个问题同样不能回
避。为了确保楼顶的安全，很
多设计部门都会设置一个“不
能随便进入楼顶”的安全门。
那么，试问这个安全门是如何
被打开的？这么多汽车是如何
运送到楼顶之上的？

城市寸土寸金。也因此，
最近这几年“充分利用楼顶空
间”成为时髦现象。“楼顶菜园”

“楼顶球场”“楼顶广场”不断出
现，这些设置究竟是安全合法
的，还是违法乱来的？法律的
界限在哪里？楼顶资源虽然火
热，但不能想干啥就干啥，大众
需要一个明确的尺标。

聚焦高空安全，不能只关
闭一家“楼顶驾校”。“楼顶开驾
校”，监管不能待在地上。要从

“楼顶驾校”看到“城市楼顶”的
安全监管隐患。

重视“城市楼顶”安全隐患

3月21日是第18个世界睡眠日，今年的
主题为“规律作息，健康睡眠”。一项针对全
国20多个省（区市）的《2018年中国的90
后年轻人睡眠指数研究》显示，90后的睡眠
均值为 66.26 （满分为 100），普遍睡眠不
佳，能保持早睡早起的只占17.5%，接近1/3
的人上午9点后起床。（新华网）

科学研究结果表明，长期缺乏优质睡眠
会导致抑郁、焦虑、记忆力下降等，危害不
比忽视疾病筛查、定期体检等来得小。年轻
人要真的重视健康，就不能对睡眠这件大事
视而不见，否则就别奢谈养生、健身、治未
病，因为那跟“可乐加枸杞”“啤酒泡党参”
一样，只能是个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