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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应当有边界感，不能在法律边缘试探。教育者更应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的“大先生”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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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瞭望塔

□评论员 韩静

12 月 2 日，据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中国之声报道，记者调查发现，一
些在线字典网站打着“新华字典”旗
号，吸引用户点击访问，实际提供的
内容却错误百出，有的字音字形有
误，有的词语释义不当，提供的例句
更是前言不搭后语，误导读者。而
事实上，新华字典目前还没有推出
网页版。

在线字典良莠不齐，有的还冒
用权威字典名称，不难想见会对读
者造成多大影响，特别是对于一些
学生来说，很容易接触到错误的、不

规范的，甚至是不良导向的内容，危
害不浅。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些伪劣在
线字典之所以存在，实际是以字典
业务为引流手段，开展着范文下载、
教育培训、起名测字等收费业务。
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在污染知
识传播的同时，设下消费陷阱，侵
犯用户种种合法权益。一本权威
字典，背后凝结着专家学者的智慧
与心血，更有政府公信力为之背
书，如若放任“李鬼”横行，无疑是
对真知的践踏，以及对信任的辜
负。一切伪劣字典，须止于严格审
核、严厉监管。

网络上的侵权手法不断“变
身”，需要社会各界形成合力。一方
面，通过强化监管手段，扫清伪劣字
典，让知识回归净土；另一方面，简
化维权流程，提高侵权的违法成
本。冒用权威，绝非儿戏，要让仿冒

者既知其不可为，也知道违法的代
价；同时，管治结合、见招拆招，要让
伪劣字典置于阳光之下，让侵权生
意不肆意滋生。

想要不被知识“割韭菜”，读者
也要懂得辨别，掌握“数字世界”居
民必备的安全技能。如有线上查询
的需求，可从正规渠道下载《新华字
典》APP，或通过“商务印书馆工具
书数据库”网页端查询字词。

互联网时代日新月异，我们
比 任 何 时 候 都 更 需 要 真 实 无 误
的信息。对于“李鬼网站”“李鬼
字典”“李鬼 APP”等网络空间的

“牛皮癣”，势必要来一场“大扫
除”，从前端、中端到后端，让打
假的力量无孔不入，让假冒伪劣
无处遁形。

维权绝非一场无声的博弈。总
而言之一句话，“李鬼”频现，“李逵”
不能坐视不理，得较较真了。

“李鬼字典”错误百出
监管得较较真

“‘您更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教育局给家长发的调查问卷中，
设置此种问题实在太离谱。”据封
面新闻报道，近日，山东省龙口市
的郑女士发布视频称，9月份开
学以来，孩子所就读的幼儿园给
家长连发 3份调查问卷，问卷部
分内容“雷人”且不合理，让她感
到被冒犯，引发热议。不少网民
认为，当下教育部门和学校对学
生、家长的信息采集“越界”，已经
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教育部门和学校设置调查问
卷，是为了深入了解学生情况，从
而更好地因材施教，让他们健康
快乐地学习、成长。然而，近年
来，越来越多家长反映，调查问卷
对学生、家长信息采集“越界”。
一些调查问卷中，甚至还设置“您
更喜欢男孩还是女孩”等“离谱问
题”，自然会引起家长反感。

男女平等观念早已深入人
心，在此背景下，调查问卷设置

“您更喜欢男孩还是女孩”问题，
显然带有性别歧视意味。不禁让
人质疑，提出此问题的主体，是出
于什么目的？此问题与教学内容
有关吗？根据郑女士反映，此问
题提供的选项，只有“男孩”和“女
孩”两个选项，且只能单项选择，
甚至连“都喜欢”选项都未设置，
这要家长如何回答？

问卷调查应当有边界感，更
不能在法律边缘试探。个人信息
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
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

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
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然
而，从9月份开学至今，涉事幼儿
园已经发放 3 份问卷调查，如此
频繁进行调查，是否有合理目的？

此外，虽然问卷标注为家长
匿名填写，但第一个问题就要求
填写孩子编号或姓名，这还是匿
名吗？如此一来，问卷调查还有
何意义？这到底是想调查学生情
况，还是学生的家庭情况？学校
与老师又是否会以调查表作为参
照标准，差别化地对待学生？若
真如此，学校教育理念恐怕不是
因材施教，而是“因财施教”。

事件曝光后，教体局学前科

工作人员表示，此份调查问卷属
于山东大学科研项目，并非由教
体局负责编写。这种说法显然是
在回避矛盾、推卸责任。不是教
体局负责编写，就可以不审核问
卷内容吗？学校为何也没有对问
卷内容进行把关？还是说，问卷
内容已经进行审核，但教育部门
和学校依旧不觉得有问题？若是
后者，那就说明相关人员理念存
在严重问题。

教育者应要立志成为塑造学
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
平等对待每位学子，而不是以功
利之眼审视学生背景，违背教育
公平。 评论员 任思凝

“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教体局调查问卷岂能越界

南方都市报：
888888这种电话号码
以后还能不能拍出高价

近日，江苏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通过网络司法拍卖程序，以 42.4万元成
功拍卖一部尾号为“888888”的手机号码
使用权。成功竞买的王先生表示，原本
准备了 100万元，实际成交价让他觉得

“捡漏”。
一个手机号码为什么能卖到42.4万

元？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种现象的本
质是市场对稀缺性资源的定价逻辑。稀
缺资源的价值往往超越其实际功能。高
质量的数据、独特的算法模型、不可替代
的区块链资产，这些资源的稀缺性源自
技术的复杂性、不可复制性以及对特定
应用场景的支撑价值。随着时代的变
化，稀缺资源的定义正在经历从符号化
向技术化的转变。数字化时代背景下，
未来真正稀缺的资源或许是那些能推动
创新、改变社会的数字资产。到那个时
候，咱们的法官、干警，或许要具备更多
识别数字化资产的知识与敏感，不放过
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的任何机会。

新京报：
以强迫交易罪判刑
给导游行为划出法律红线

近日，黑龙江省文旅厅微信公众号
发布消息，导游乔某、高某、宋某三人在
哈尔滨至亚布力、雪乡途中，以言语威胁
方式强迫游客购买自费项目，三人被以
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
时面临吊销导游证的行政处罚。

近年来，旅游市场中的强制消费现
象屡禁不绝，如同一颗毒瘤侵蚀着行业
的健康发展。这不仅让游客的旅行体验
大打折扣，甚至遭受经济损失与心理伤
害。这种强迫交易行为严重违背了旅游
服务的本质，也损害了旅游目的地的形象
与声誉。法律的制裁明确地划出了红线，
告诫所有旅游从业者，任何侵犯游客权益
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每一次公正的
判决都是对法治精神的彰显。当下，正
值东北冰雪游旺季，当地此时发布相关
案例，是警示也是提醒，各地不妨将此案
视作一个契机，全力整饬行业秩序、稳步
提升服务品质，唤回旅游的本真魅力。

北京青年报：
免费早餐吸引学生早起
这个创意不妨推而广之

为鼓励学生早起学习，近日浙江财
经大学推出“爱心送早餐”活动。每天早
上 7点，学生只要到学校的立潮餐厅专
设窗口，就可免费领取一份“爱心早
餐”。为迎战考试季的学生加油助力，暖
胃更暖心。

研究机构麦可思数据调查显示，大
学生平均睡眠时间为7小时，15%的大学
生每日睡眠不足 6 小时，1/3 习惯熬夜，
近半数学生入睡时间在23点到0点。为
了督促大学生早点休息，很多学校纷纷
出台诸如到点强行熄灯断网之类的举
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生们总会想
到各种办法来破解，这种强制行动收效
不彰。相比之下，浙江财经大学的“早餐
叫醒”活动令人眼前一亮。“叫醒学生的
不只是梦想，还有热气腾腾的免费早
餐”。当然，养成好习惯从来不是简单的
事。学生早起的习惯不能单靠“实惠”来
刺激，如何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
一系列的问题都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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