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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作弊
被“开除学籍”
大学生告到法院
变“留校察看”
更符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基
本原则

找人替考被发现，结果学校作
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小李不满
将自己的学校告上了法庭。昨
天，记者从金水区法院获悉，一
审法院判决，学校对小李作出
的“开除学籍”显失公正，变更
为“留校察看”更符合惩罚与教
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找同学替考被发现

今年 3 月，我省一所高校组织
补考，小李让同学小张替考。小张
刚进考场就被怀疑身份，当时俩人
就向辅导员承认了替考作弊的事
实。事后，小李和小张也都作出了
书面检讨。

后学校下达处理决定，对小
李开除学籍、对小张留校察看。
该处分决定内容在小李所在的
学院公示，在学校网站公布，处
理决定中未告知学生可以申诉
及申诉期限等相关救济权利，也
尚未向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学生状告学校：处分偏重

小李从学校网站下载书面
处分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庭审中，小李诉称，他在让
人替考开始10分钟即悔悟，在与
替考同学联系不上的情况下，电
话报告辅导员，及时悔过和违纪
中止。小李认为，学校作出开除
学籍的处分适用法律不当，处罚
程序违法，处分明显偏重，违背惩
罚与教育相结合、过错与处罚相
适应的基本原则。因此请求撤销
学校对其开除学籍的处分并恢复
学籍或者由法院依法变更。

对此，学校辩称，小李找人
替考事实清楚，学校作出处分前
充分听取了他的陈述和申辩，并
书面告知了他申诉权利、申诉期
限及申诉方式。找人替考是考试
作弊中最严重的作弊形式，为了
学校正常管理秩序，作出开除学
籍处理适当。

法院：开除学籍，显失公正

法院审理认为，学校的纪律
处分规定，虽然没有与教育部的
规定实质冲突，但是学校开除学
生学籍的处分关系到学生受教
育的基本权利，更应当体现与违
纪行为性质和过错相适应、惩罚
与教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小李找他人替考违纪行为
严重，但小李在刚开考即向辅导
员承认了错误。小李与小张属
于同类违纪事项且有及时承认
错误悔改的情节，学校对小张留
校察看，但对小李开除学籍，显
失公正，依法可以判决变更。

一审判决后，学校不服提起
上诉。 线索提供 高方方

昨日7点左右，建设西路
与北岗村口西约30米处的建
设路快车道中央，20 多名环
卫工人正在清扫路中间的大
块建筑垃圾。

负责该段路面环卫的许
师傅和郭师傅说，早上 4 点
多，他们发现马路中央堆了
大堆建筑垃圾，“垃圾太多，
组长电话联系了 30 多名环
卫工增援”。

负责附近路面的办事处
相关人员也赶来查看。

7点20分左右，环卫工们
正在清理路面建筑垃圾时，发
现几辆运送垃圾的车通过凯旋
路地铁站口时再次撒下大量垃

圾，车速很快，上边也没有盖
布。环卫工们记下了车号。

当这几辆垃圾车返回时，
30 多名环卫工跟着这几辆垃
圾车到西环附近一建筑工地，
把施工现场堵了起来，逼停了
3 辆正在施工作业的车辆，两
辆挖沟的挖掘机也停了。

上午10点45 分左右，相
关部门赶到，多方协调下，
施工工地派出一辆车，帮助
环卫工人清除路面的建筑
垃圾，并写下不再乱撒垃圾
保证书。
郑州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赵龙翱 文/图
线索提供 岳永溆（稿费50元）

打求助电话叫来记者
记者正采访，求助方突然“翻脸”
“领导正在和对方协商，你们不能采访”
请对记者的工作有最起码的理解和尊重
我们不是招之则来的“枪”

随后，记者被工作人员带
到了一间会议室，何女士和李
女士热情地介绍着情况。

“我刚刚开会还拉着肚
子。”李女士说，水是12日上午
送过来的，以前一直用这家公
司的桶装水。

虫子是当天下午同事小
杨发现的，发现时水已经喝
去大半，因为虫子所黏附的
位置刚好摆放在靠近墙壁一
侧，谁都没有留意到，直到陆
续有人开始拉肚子，小杨才
去注意桶装水。

“ 我 看 到 直 接 都 快 吐
了。”何女士说，自己正在减
肥，当天光喝桶里的水就喝
了 4 大杯。

李女士又叫来了发现虫子
的小杨和另一名女同事，他们
称公司有十几人拉肚子。

维权：厂家只愿换一桶水
李女士介绍了他们的维权

过程：12 日，他们向供水厂家反
映，对方称这个问题属于正常的，

“有吃火腿肠还吃出东西的”。
13 日，他们再次要求供水

厂家给出说法，厂家派来一名
销售员，表示可以换一桶水。

之后，每次向厂家反映情
况，都被告知正在向领导反映，
如果质疑他们的水有问题，可

以参观生产流水线。
“我们的要求是他们赔偿

1000 元，这几天买瓶装矿泉水
每天都要花上百元，现在面都
不给我们见了。”李女士说。

变故：爆料方突然拒绝采访

11 点左右，郑州晚报摄影
记者赶到现场，准备对桶装水
拍照时，被一名女子拦住：“我
们领导正在和对方协商，你们
不能采访。”何女士在一旁说：

“让他们拍拍吧。”女子坚决不
同意。

摄影 记 者 说 ：“ 我 们 是
替 你 们 解 决 问 题 的 ，你 们
遇 到 问 题 就 让 我 们 来 ，事
情 有 进 展 就 不 让 拍 照 ，不
让采访？”

“谁让你们来的你们找谁，
反正不能拍照。”女子边说边把

带虫子的桶装水一侧往墙壁一
侧转动。

记者离去时，阻止采访的
女子又追出来说：“你们不能报
道，这是我们的事。”

记者回话：“我们只记录事
实。”

■记者手记

请对我们的工作
有最起码的
理解和尊重

转眼已从事记者行业8
年了，碰到爆料方这种变故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作为
热线记者，遇到市民求助、
投诉，我们不出现场可能会
被百姓谴责不负责任；出了
现场遭遇爆料人临时变卦，
我们也会觉得特别委屈，毕
竟耗时耗力干了一些没有
结果的事，不免有种被耍的
挫败感。

“记者来了”可能会成
为一些爆料人（当事人）解
决问题的谈判筹码，能够解
决问题当然也是我们做记
者的初衷。

但像本文其中一名当
事人的做法着实让人难以
接受，叫来记者又强行阻碍
记者正常采访。

作为一个报人，不仅要
从每条线索中挖掘真相，记
录真相，还要将每个线索的
处理进展回馈给报社，并不
是“招之则来，挥之则去”
的，请对我们的工作或者作
为一个人有最起码的理解
和尊重。

讲述：喝过水后，十几人闹肚子

接到线索，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核实
接到线索后，郑州晚报记

者立即拨通爆料人留下的电话
号码，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士，称
单位全天都有人，带虫子的桶

装水就在单位里。
上午 10 点半，记者赶往现

场。这是一家售房公司，饮水
机放在大门左侧，上面的桶装水

已经喝去大半，一只三四厘米长
的昆虫残骸紧贴在下方内侧桶
壁上，肢体、触角清晰可见，记者
用手机将画面拍了下来。

又来了，又来了
撒了大堆垃圾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