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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20只东北虎非正常死亡
为何如此刺痛公众情感

5月 14日，西安科技大学针对按
“闹”修改成绩事件发布通报称，经
查，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2021级本硕
连读学生陈某某、2020级学生王某某
均参与《GNSS原理与应用》课程的补
考，陈某某补考通过，成绩属实；王某
某成绩实为56分，后被教务员张某某
和课程组长陈某更改为60分，经学校
研究，认定更改成绩无效。同时，根
据相关规定，认定教务员张某某一级
教学事故，给予记过处分，调离原岗
位；认定课程组长陈某三级教学事
故，免去课程组长职务。此外，西安
科大测绘学院院长、院党委书记等亦
受到不同程度处分。

这起按“闹”修改成绩事件终究
还是迎来了正义“虽迟但到”的结
果。在此之前，西安科大一名高校老
师反映，自己所带课程的期末成绩出
来后，陈某某成绩不合格，其家长以

“影响孩子前途”“造成污点”为由要
求为学生修改成绩；王某某此后的补
考未通过，为了让老师修改成绩，以
跳楼相威胁。

两起事件，一起学生家长闹，一
起学生自己闹，学生和家长似乎习得
了两套拿捏老师的心法，一套叫为了
孩子，一套是学校最怕出事。好在这
一次，西安科大守住了底线，当然也要
感谢舆论帮助西安科大守住了底线。
总之，以教学事故定义此事是必要的，
私自改成绩的老师被认定一级教学事
故，即重大事故，更是自食其果。

处罚重才能长记性，才能明确态
度，才能真正守住底线。更值得追问
的是，从何时起，连大学生都学会了
按闹分配那一套？其中，可能有社会

的问题，有教育系统的问题，也有家
庭教育的问题。从根子上讲，恐怕一
些“和稀泥”式的司法裁判要承担部
分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司
法裁判以“谁闹谁有理”为指导原
则，给很多人形成了争议解决的思
维定式，甚至俨然滋生了按闹分配
的潜规则。

不得不提及的还有教育，当前大
学中学化的趋势越发明显，一些大学
生明明已经成年，但在学校没有很好
地完成自身的社会化，各种问题还是
习惯于求助家长，心理脆弱、心智不
健全，以威胁老师不改成绩就跳楼来
说，就十分无理。很难想象一个成年
人、一个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四学生对
生命如此不负责任。

倘若要为西安科大按“闹”改成
绩一事找寻一些警示意义，大概在
于其他大学也需要和讲原则的老师
站在一起，明确大学不是按闹分配
的地方。

瞭望塔

□据南方都市报

西安科大纠正“按闹改分”
就应该这样宣示态度

近日，一则“阜阳野生动物园
20只东北虎死亡”的新闻引发关
注。据央视新闻报道，5月 14日，
安徽省阜阳市林业部门对此进行
回应称，2019年至今，共有20只东
北虎在阜阳野生动物园死亡，其
中，成年虎 10 只，幼虎 10 只。目
前，针对阜阳野生动物园饲养环境
以及东北虎死因的调查仍在继续，
并将在近期通报相关情况。

光明网：野生动物园不能成为
“动物炼狱”

诚然，自然界中的生老病死无
法避免，但在高度人工干预下的环
境中，动物的健康与福祉本依赖于
人类的精心管理和科学养护。如
果把大量野生动物的死亡，仅归咎
于“自然规律”，而无视野生动物园
可能存在的管理失职和非法行为，
恐怕难以使人信服。

无论事件真相如何，都不能忽
视一个社会共识：人的过错不能让
动物买单，动物园不能成为“动物炼
狱”，动物的基本伦理不容被漠视。

极目新闻：当务之急是救救还
活着的动物

现代动物园的核心目标是物
种保护，核心行动是实现积极的动
物福利。阜阳野生动物园开业时
热热闹闹，原价 98 元的票价可谓
不低，却没有好好地运营园区，所
作所为不但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
护法，而且丧失了对自然和生命最
基本的敬畏。

当地林业局既然介入，那么当
务之急是救救还活着的野生动物，
不要让它们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
消耗生命健康。

正义网：这场悲剧有三个问题
亟待厘清

在这场无妄之灾中，有三个问
题亟待厘清。第一，为何该动物园
在未取得许可的情况下展示展演、
人工繁殖东北虎？第二，动物园和
饲养方是否存在管理失职或其他
违法违规行为导致动物死亡？第
三，“三无”单位饲养动物为何长期
得不到查处？

目前，很多民营动物园盲目上
马项目、缺乏合理规划、运营不善导
致市场亏损严重，出现各种经营权
纠纷，一些地方园区更是资金链断

裂。但是经营不善带来的损失不该
让动物偿还，更不能以降低饲养标
准、损害动物生存条件为代价。

广州日报：后续“补牢”工作需
各方深入思考

首先要找准“补在哪儿”。站
在公众的角度，既然动物园存在管
理过失，那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然而，在我国当前的野生动物保护
法中，并未对野生动物园作出明晰
的条文规定。可见，想要进一步加
强野生动物园的规范管理，推动相
关立法工作确有必要。

其次，还要在“怎么补”上下功
夫。必须看到，动物园中动物的生
存环境与其经营状况息息相关。
想要有效提升动物的生活品质，必
须激发动物园的市场活力。

北京晚报：
高校博物馆
不宜锁在象牙塔

北京博物馆多、高校多，两者叠
加，在高校里的博物馆也蛮多的，而且
极具特色。但那些开在校园里的博物
馆，好多人连它们的大门朝哪儿开都
不知道。校外人士想参观这些博物
馆，得找人接才行。

高校博物馆上“正常班”、周末不
开，已经对打工人不友好，有些寒、暑
假干脆关门谢客，就有点消极对待社
会责任了。就算开门的高校博物馆，想
进门也要费一番周折，托关系也好，预
约政策混乱也罢，流露出的都是不欢迎
社会人员参观的态度。从高校的角度
来说，既然有博物馆，那就天然承担社
会责任，应该尽到科普义务。从公众的
角度来说，高校校园经过长期呼吁，总
算是开放了，博物馆大门的紧闭显得颇
为违和。让高校博物馆走出象牙塔，让
人们走进校园后就能便捷走进校内博
物馆，这是很多市民的共同心愿。

河北工人报：
“吐槽”能不能促进生产力？

有意见提，掏出手机扫一扫；工
作、生活中遇到困难，掏出手机扫一
扫……邯郸正大制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为倾听职工呼声，创新设置了
职工吐槽二维码，将传统的意见箱搬
到线上，方便职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
表达诉求，此举引发关注。

在企业的生态里，“没有消息”从
来不是好消息，“没有意见”绝非没有
意见。线上征集意见，线下推动解决，
已成为现代企业“工作一线行”的一种
有效途径，直面职工的吐槽和挑刺，关
注职工的所思所想，并适时调整优化
管理，随时随地提意见，可以大大提高
职工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在优秀的企
业文化中，严谨细致的企业规章制度
背后，必然有尊重个体的一面，每个人
都能畅快表达，才能在企业发展中大
展拳脚。吐槽二维码为职工畅所欲言
营造了更宽松的空间环境，有利于企
业和工会更及时、充分了解职工的意
见和诉求，也有助于强化企业民主管
理，是基层工会一项不错的创新。

正观新闻：
“孟姜女哭倒长城处”立碑
只怕会弄巧成拙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充满了传
奇色彩。据报道，近日，一块写有“孟
姜女哭倒长城处”的石碑引发争议。
该石碑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
的“天下第一关”景区。当地有关人员
称，设立石碑是为了推广孟姜女传说
相关文化。

众所周知，“孟姜女哭长城”本质
上只是一段传说，究竟有没有这个人，
并没有确切说法；修筑长城的地点，也
存在许多版本。如今，“孟姜女传说”
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这个蕴含着美好寓意的民间故事
深受人们喜爱。诚然，当地弘扬传统
文化不错，但既然没有证据证明“孟姜
女在山海关哭倒了长城”，在此立碑标
注就显得不够严谨；如此言之凿凿的
宣传方式，也可能对不熟悉背景的人
形成误导，产生理解偏差。推广美好
传说，不能抛开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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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野生动物园的老虎 央视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