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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论 宛诗平

樊树林

高考临近，已持续接力16年的全国百
城百台爱心送考活动6月3日在湖南长沙
启动。今年长沙的爱心送考将继续联动长
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交警支队、特巡
警支队，成立“爱心送考应急服务队”，处
理高考中的突发应急事件；联动长沙市轨
道交通集团，为持有应届准考证的考生设
立乘坐地铁“绿色通道”，考生及不超过两
名陪同人员可免费乘坐地铁。（据6月5日

《人民日报》）
又是一年高考时，全国百城百台爱心

送考车辆再次出发，将持续谱写爱心和奉
献交织的篇章。而今年的爱心送考除帮助
考生顺利赶赴考点外，还将计划定向帮扶
1000 名全国扶贫攻坚重点区域内参加
2016年高考并顺利考上大学的寒门学子，
并号召爱心人士、爱心企业与其一帮一结
对，可谓是“爱心送考”的升级版。

“爱心送考”活动2001年发源于长沙，
当年100多位的哥的姐在湖南交通频道的
感召下，拉开了爱心送考的序幕。自此之
后，爱心送考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逐
渐扩散到了全国各地，现在参与这项活动
的已经有了几百个城市，公益送考的“绿丝
带”、“橙丝带”等有鲜明标志的爱心救助也
已经成为了很多城市高考期间的名片。而
且，现在的爱心送考也由出租车扩大到私
家车、公交车、公务车、企业车、地铁等，高
考期间，爱心送考车辆不仅免费为高考考
生提供接送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一对
一服务，还对于出现偶发事件的考生给予
特殊帮助。爱心公益送考活动在广大高考
考生及家庭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普及

“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服务理念的
同时，也促进了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

16年的“爱心送考”，用点滴爱心汇聚
社会正能量，擦亮了志愿服务的名片，也
让“爱心GDP”的总产值一年比一年多。高

考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考，当那么多的考
生感受到之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能够为
自己的高考而心甘情愿付出，一定能体会
到社会的温暖，文明的递进，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让他们心怀一种感恩，走向以后的
学习和生活。

不得不说，当“扶不扶”成为一道道德
的考题横亘在每一个公民的面前时，当一
幕幕违背工序良俗的闹剧挑战我们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当精致利己主义成
为一些人的追求原则之际，越是需要“人
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团结友善精神有所
担当，而16年的爱心送考服务活动无疑就
为这样的团结友善精神提供了一个恰当
的注脚。

“爱心送考”参与的城市越来越多，助
力“爱心送考”者也与日俱增，彰显的是城
市的脉脉温情，更是雷锋精神的一种延
续，希望类似的品牌能够越来越多，让爱
和奉献成为每一个城市的内在气质。

让“爱心送考”擦亮志愿服务名片
6月4日，福州市民刘先生的手

机微信群里便很热闹。大家纷纷在
转发一条消息，内容为：“捡到准考
证一张，联系电话 13466825808。看
到的都转发一下，高考的学生不容
易，接力。”可群里一名细心的朋友
却发现，该手机号码的归属地并不
是福州，而在山西太原。（6 月 5 日

《福州日报》）
不止是福州，近日类似的“捡

到ＸＸＸ准考证”的消息，在ＱＱ、
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非常多见。乍
一看，类似消息透着对高考生的关
怀与关爱。但仔细核实与追问，又
不难发现，其多半是假消息，甚至
是重大骗局。

拿福州此次流传的消息来看，
其中重大疑点至少有两个：一是消
息最早出现是 6 月 2 日，但 2016 年
福州市签领高考准考证的时间是6
月 4 日。高考生的准考证还没有签
发与领取，何来丢失？二是，消息中
留下了电话，但查一查归属地，原
来并不是福州，而是太原的。福州
的考生把准考证丢到了太原？这明
显有些扯淡！

除此之外，根据常识，我们也
不难判决出，类似的消息为假的实
质。比如其一，有人捡到考生准考
证，完全可以依据准考证上的考生
所在学校等信息，将准考证送往学
生所在学校。放弃如此方便快速找
到学生的办法不用，却将信息发到
网络聊天群、朋友圈，如此大费周
折所为为何？上网求助本身也没
有错，但浩瀚的网络海洋中，真的
能够快速地找到丢失准考证的学
生吗？

其二，即便捡拾准考证者，只
想保留爱心，却不想受麻烦亲自送
还准考证到学校，最起码，交给就
近派出所，委托民警找失主即可，
有什么必要留下自己电话在网上
求助？

因此，对高考前夕，网上出现
的“捡到ＸＸＸ准考证”消息，我们
必须谨慎对待，特别要防范消息中所留电话为
吸费诈骗电话等情形。在转发此类消息时，不防
多些核实。

另一方面，相关网监部门、公安部门等，不
能无视类似的假消息年年出现，不能放任其利
用人们关爱高考生的爱心而疯狂传播。特别是，
如果其背后隐含吸费诈骗等问题，则明显就是
违法犯罪了。对此，不妨顺藤摸瓜多一些监督管
理、核实调查与依法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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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湖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为严
肃考试法纪，维护考试安全，杜绝在校生
参与组织作弊、代考等违法犯罪活动，今
年湖北省首次明确规定：高考期间(6 月 7
日、8日)，原则上不允许高校学生请假。(6
月4日《信息时报》)

为了防止高考替考，近年来各地纷纷
采取了指纹识别技术、身份证识别仪等身
份识别技术。湖北省祭出“不准请假”的

“利器”，以防在校大学生当“枪手”，表面
上看似乎可以堵住替考的“出口”，但仔细
分析之下，就会发现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一方面，虽然学校由此规定，但对于
那些一心想参与作弊的学生来讲，他们总
能想方设法编造理由请假，作为学校能否
一一鉴别真伪，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因此，
以“不准请假”的管理手段防范学生作弊
难免百密一疏。另一方面，如果学生真有

当“枪手”的犯罪动机，在超暴利的驱使
下，在惩罚措施不明确的情况下，即使采
取旷课等极端措施，也在所不惜，根本阻
挡不住学生当“枪手”的脚步。更何况，现
实当中可能参与作弊的大学生只会是极
个别的，为防范个别人作弊而让全部大学
生一起“吃药”，是一种防范问题的扩大化
思维，也是一种带有官僚主义色彩的不良
做派。

那么，“不准请假防作弊”的效果几何
呢？查阅网络得知，早在2014年高考前夕
湖北省就下发过通知，要求高考期间高校
学生“一般不允许请假”。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当前发生在河南省杞县高考替考的

“枪手”正是来自不能请假的湖北在校大
学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不准请假
防作弊”的意义和效果并不明显。

维护高考考场秩序，防止各种舞弊行

为的发生，确实需要从细节抓起，但外围
做的再缜密也不如内部“入口”的严格把
关，篱笆围得再坚实也不如制度惩戒效果
好。包括高考在内的各种考试舞弊行为频
发，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在“作
弊入刑”已经实现的当下，杜绝大学生当

“枪手”，最根本还是把好“入口关”，加强
技术和制度防范，加大替考等舞弊行为的
惩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构建社会诚信
体系。至于舍本逐末，将高校学生“一棍子
打死”，把所有高校学生都当成了怀疑对
象的官僚主义做派，还是早点改改为好。

“不准请假防作弊”做法妥帖吗？

“爱心送考”参与的城市越来越多，助力“爱
心送考”者也与日俱增，彰显的是城市的脉脉温
情，更是雷锋精神的一种延续，希望类似的品牌
能够越来越多，让爱和奉献成为每一个城市的
内在气质。

维护高考考场秩序，防止各种舞弊行为的发生，确
实需要从细节抓起，但外围做的再缜密也不如内部“入
口”的严格把关，篱笆围得再坚实也不如制度惩戒效果
好。杜绝大学生当“枪手”，最根本还是把好“入口关”，加
强技术和制度防范，加大替考等舞弊行为的惩治力度，
提高违法成本，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