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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只有确保每一场考试公平公正，才能让每一位考生的努力得到应有回报热点 话题

□评论员 韩静

瞭望塔

南方都市报：
幼儿园数量减少
两大问题需要思考

《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发布。公报显示，2024年全国共有幼
儿园25.33万所，其中普惠性幼儿园22.10
万所，占全国幼儿园的 87.26%。相较于
2023年统计公报，2024年全国幼儿园数
量减少 2万多所，在园儿童数量减少 500
多万。

幼儿园数量减少，有两方面问题值
得思考。一是我国各地幼儿园推进“小
园小班”建设了吗？二是陷入生源困境
的普惠幼儿园，实施“托幼一体化”、招收
3 岁以下的幼儿开展托育了吗？幼儿园

“小园小班”建设与“托幼一体化”，既可
提高幼儿园建设标准，减轻教师负担，提
高学前教育质量；又可满足家庭的托育
需求，推进实现普惠托育。在适龄幼儿
减少后，如果维持教师不变，实行“小园
小班”，学前教育质量也将同步提升。但
从现实看，一些地方政府教育部门虽然
称要推进“小园小班”建设，但幼儿园数
与幼师数的减少，表明“小园小班”建设
并没有落地。

北京晚报：
微短剧岂能
靠发“癫”换流量

女主角怀上“龙种”，临盆时现麒麟
踏云送子的超自然场景，最终诞下 99个
儿子。近日，短剧《麒麟送子天降喜福》
因“1胎 99子”的离谱剧情，受到观众吐
槽。有网友调侃，狂撒3亿零花钱的霸道
总裁剧都被衬托得“稍显正常”。

麒麟踏云送子的古老神话，短剧当
然可以化用。可编剧再有想象力，也不
能违反常识。一切神话都是人类基于自
身经验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创造，传达的
是一种美好的心愿。可这部短剧的神改
造，让情节荒诞不经，消解了神话故事的
原有价值，暴露了主创团队追求流量的
无底线。文化产品贵在以文化人。短剧

“短”在时长，而非品质，更非价值。平台
和职能部门只有加强监管，短剧行业才
不会因为“怪胎”太多，夭折在粗放发展
的路上。

工人日报：
“AI数字人”
亮明身份才能行稳致远

据《法治日报》报道，记者近日随机
采访了数十名路人，至少有七成受访者
称曾刷到过“AI数字人”视频，并且“难以
分清到底是真人还是‘数字人’”，原因主
要在于“找不到有效提示”。

“AI数字人”从养生科普视频到时尚
穿搭分享，从直播间带货到社交平台互
动，其身影无处不在。然而，大量账号未
做标识，或者标识不显眼，不仅影响了用
户获取信息的准确性，还可能导致用户
做出错误的决策，甚至遭受经济损失。
要解决这些问题，让“AI数字人”实现透
明化、合规化，必须从明确标识要求和加
大责任追究两方面发力。一方面，要进
一步细化技术标准；另一方面，要加大对
不按规定标注行为的处罚力度。只有让

“AI 数字人”亮明身份，实现透明化、合
规化应用，才能让科技更好地服务于人
类——AI 的价值在于服务真实，而非掩
盖虚假。

近日，多名自称四川省达州
市中考生反映，在 2025年 5月 20
日的体育考试中，某考生凭借亲
属关系（亲属为学校教师）修改
考试成绩，涉及引体向上和球类
项目。6月 17日，达州市教育局
发布情况通报：经调阅考试现场
录像视频，并向监考教师和参考
学生调查核实，3名监考教师违
规为孟姓学生在4项体考项目中
的“引体向上”和“排球发球”项
目取得高分成绩。达州市教育
局已按规定对该考生此次体育
考试总成绩作“0”分处理，对胡
某、李某、何某3名监考教师给予
行政职务免职和记过处分。

高中招生考试，是众多学子
求学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考试
公平公正关乎考生未来。也正
因如此，相关部门必须对考试违
规“零容忍”，发现一起严惩一
起，坚决维护诚信考生权益。

达州市教育局及时发布通
报，无疑是及时且有必要的。对
涉事考生成绩归零，让妄图通过
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者付出沉
重代价，也让其他人不敢效仿作
弊；对违规监考教师给予免职和
记过处分，更是向所有教育工作
者敲响警钟，告诫他们必须坚守
职业道德，绝不能触碰考试公平
这条红线。

这一处理结果，彰显了教育
部门维护考试公平、严肃考风考
纪的坚定决心，也给社会大众吃
下了一颗“定心丸”。

只不过，在达州市教育局发
布的通报中，仍存在诸多疑点。
比如，据多名自称四川省达州市
中考生反映，孟姓考生亲属为学
校教师，是否属实？孟姓考生
是否有特殊身份？若考生并无
特殊背景，那 3 名监考教师又为
何如此大胆，冒着巨大风险为
其 违 规 加 分 ？ 是 偶 然 徇 私 舞
弊，还是背后存在利益输送？
这些疑问，目前的通报中并未给
出明确答案。

维护考试公平，需要各方合
力。对于种种疑问，期待相关部
门尽快公布详细公告，将各方在
作弊中扮演的角色、是否获得利

益等一一查明，这才是永久斩断
考 试 作 弊 利 益 链 条 的 根 本 办
法。唯有如此，才能给所有考生
一个公道，还体育考试公平。

更深层面上，这些协助学生
违规考试的监考老师，如果仅
仅为了牟取利益，就可以在考
试中破坏公平，那么如何教育
学生走上正道？如何让学生和
家长信服？

考试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基
石。只有确保每一场考试公平
公正，才能让每一位考生的努
力得到应有回报，也才能让教
育真正成为促进社会公平的重
要力量。 评论员 任思凝

“10秒，症状还没说，处方药就
开好了”。如今，线上购药已成为不
少患者的新选择。然而，部分电商平
台处方药销售乱象频发，严重威胁消
费者用药安全。中国新闻网《民生调
查局》记者发现，在多家电商平台网
售处方药过程中，患者无须上传病
历、处方等资料，“医生”在缺乏实质
性医疗评估的情况下“秒开”处方，甚
至存在“先药后方”现象。此外，部分
在线诊疗平台的处方药销售页面还
存在违规展示、超适应症宣传和销售
未获批药品的情况。

“秒开处方”“先药后方”，无
异于打着看病的旗号卖药。此举
严重违反了我国药品管理规定，
也 给 患 者 用 药 安 全 埋 下 了 隐
患 。 无 论 线 上 线 下 ，对 病 情 诊
疗 、用 药 评 估 都 应严格把关，断
不可流于形式。严禁在处方开具
前 ，向 患 者 提 供 药 品 。“ 先 药 后
方”暴露出行业乱象，既是商业利
益对医疗规范的僭越，也是监管
真空所导致的结果。而破局的关
键在于“先管后治”——将监管的
关口前移，精准执法后置，以此筑
牢安全防线，才能让线上购药在
规范中发展，真正成为便民利民
的健康服务。

“管”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
面，要制定严格的行业标准，仔细
审核平台商家和坐诊医生的资质，
保证开出来的处方真实有效，买药

必须实名登记，杜绝事后补处方这
种违规操作；另一方面，利用大数
据等技术实时监测销售流程。一旦
发现处方开得过快、药品和病情不
匹配、频繁或大量下单购药等情
况，系统立刻预警，直接拦截问题
订单。

“治”，就是要对违规平台和商
家依法严惩。下架问题药品、停业
整改；屡教不改的，直接吊销执照，
列入行业黑名单。相关部门还可定
期曝光违法典型案例，提高违法成
本，形成有效震慑。

先医后方、先方后药，各种安
全保障措施有一个共同目的，即不
允许颠倒医和药之间的关系。网
售处方药链条上的各方，都应恪守
行为边界，确保网售处方药有益无
害，为化解看病难和看病贵再添一
大利器。

杜绝“10秒开方”
需一剂先管后治的猛药

免职3名教师就够了？
体考舞弊的“保护伞”更需深挖

达州市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