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我国的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位居世
界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慕课更是成为高校
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需要注意的是，网课
一派繁荣的背后，十几元甚至几元钱即可购买

“代学网课、代考试”一条龙服务，已在部分高校
成为公开的秘密。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侦破全
国首例“付费刷课”案件，据此案打掉的“97学习
网”“娜娜”等刷课平台统计显示，购买刷课服务
的大学生遍布全国。“付费刷课”不仅严重破坏
了网课教学的网络安全，更对高等教育质量和
学生价值观造成严重冲击。 （来源：半月谈）

@神明何惧日落：教师将自己本应的教学
任务交给网课，学生将自己本应的学习任务交
给代刷网课。

@看海听歌：自欺欺人，后患无穷。
@如果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大部分选修

网课课时长、内容无聊且多数只是为了修学分
才选的，让学生很容易形成“网课就是浪费时
间”的感觉，就算自己刷网课也不可能是全神
贯注而是挂着网课自己该干嘛干嘛。为什么
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仅仅打击刷课软件
和软件的使用人？

@Darwin：从小到大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
逼着学，到了大学，所谓的大学管理又是完全
放养，能有兴趣就怪了。

@Bonbon：近些年投机取巧的社会风气
太大了，处罚力度也轻，导致一些学生和社会
人士觉得这没什么，只要能搞来钱就ok。

过去，线下课堂也有花钱找人代上课的现
象，但毕竟有一定的道德压力，所以也就是个
别现象；如今，线上刷课谁也见不着谁，竟演变
成了集体行为，学风堪忧。不管怎么说，此风
不可长，必须给予严惩。不过，从学生方面的
舆论反馈来看，学校对于课程设置与教学质量
也需反思。即便不花钱刷课，大多数学生恐怕
也只是打开视频就放一边，又有何意义？

近日有视频博主暗访杨国福麻辣烫，发现门
店食品安全问题令人担忧，包括对试工人员的健
康证要求不严格、打烊后剩余食材未放入密闭式
冰箱、仓库内蟑螂随处可见，食材被老鼠咬后仍继
续使用、厨房抹布既洗菜又洗鞋、猪肺不清洗直接
水煮等食品安全及操作不规范等，总部的规定全
部视而不见，加盟店的管理成为普遍难题。杨国
福麻辣烫随后道歉称，涉事门店已经停业整顿，已
派人前往监督。公司将加大对全国门店稽查力
度，对不符合经营标准的门店绝不姑息。

（来源：新浪）

@Rich_Rich喵喵：日常劝退外食。
@每日大赏：我想说句岂止杨国福……不知

道有人同意吗？
@匆匆：知道不干净，但没想到竟然坑脏到如

此程度。
@李丹：晚上才点过杨国福外卖就给我看这？
@安妮宝贝的老板娘：一块多一斤的蔬菜你

卖29.8元一斤，这个价格我们消费者都愿意买单，
但是你的各方面品质要配得上你这个价格的呀！

@纪兴华：加盟店与直营店相差甚远哦。
@伟玲：我认为饭店卫生比味道好更重要。
@王珊：要想吃的干净，只有自己在家烧！
@扬我国威爱我中华：道歉有用吗？早干嘛

去了，严肃处理！
@陆永斌：餐饮行业自律性不够，就知道赚快钱。
@Zhou HM：是否可以对相关人员采取终

身禁止从事餐饮行业的处罚？

华莱士的问题才曝光多久，杨国福就紧跟着
来了。道歉，停业，熟悉的操作，然而网友不会买
账：这就完了？道歉和停业，恐怕还远远不够。面
对门店暴露的卫生乱象和杨国福麻辣烫回应，公
众有理由追问一句：真的仅仅是个别门店吗？把
中餐做成连锁品牌并不容易，希望这些品牌能够
引以为戒，真心触动去“从机制上解决问题”，而不
仅仅是“危机公关”。

似乎每当有台风带来强降雨，便会出现类似
这样的谣言：“大雨把脏东西冲进了水库，自来水
脏了，不能喝了，大家赶紧囤水！”眼下台风“烟花”
来袭，这样的谣言又起。今日上海、南京、杭州等
地供水部门先后发布辟谣信息，“上海自来水变脏
了”“杭州自来水要变黄”“南京明天自来水要变
黄”消息均系谣言，自来水服务供应平稳有序，网
上关于自来水供应能力和水质受台风“烟花”影响
的相关言论与实际不符。（来源：扬子、看看视频）

@牛牛牛：每次有点什么事就有谣言传播，那
些人是吃得太饱了是不？

@凍凍Dexter：想引起恐慌？这种落井下石
的赶紧抓起来！

@甜辣不辣：本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刚存了
两大缸……

@长安花0529：我外婆看了差点存水，被我拦了。
@温水煮青蛙_WS：唉，都是长辈们群里传出

来的，我记得前几年也传过。
@阿梦的梦想呀：他们是不是以为自来水就

是河和海直接抽进水龙头的？
@Maggie千寻：造谣能不能动动脑子，传谣

能不能也动动脑子？
@刚妈：我们在紧急时候，要相信官方消息，

别自寻烦恼。
@Jessxyi：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儿科医生小明：一种是无耻造谣，另一种是

无知生谣，都得惩罚。
@btbaobao_5122：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定

要严惩这些在网络上造谣的人。

信息化时代，上网冲浪成为生活必须的广大网
友都见多识广了，按说这类“老掉牙”的谣言不会再
有生存空间。但事实上，类似的谣言就是反复“辟”
却反复“造”，传播力不可小觑。说到底，谣言的诞
生很多都是源于信息不透明。所以，看来辟谣不能
仅限于否定传言，还得要附带科普，拿出切实的增
量信息来击穿谣言。而这工作，同样也重在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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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变脏不能喝了？
逢台风必传的谣言又现

老鼠咬过的食材继续用？
“杨国福”发文致歉

数百万大学生“付费刷课”
“不学而过”冲击在线教育

主播网红和明星团队扎进灾区

河南救援一线发声：请让路！
河南省防汛救灾正在紧张进行

中。多支救援队伍向记者反映，在新
乡市等灾区救援现场，一些网红、明星
涌入，不仅影响救援，引起粉丝围观占
据通道，且在网上发布不专业的救援
指导。一些主播的团队为进入灾区，
要求搭乘救援船只前往洪水深处，救
援队通常会拒绝并劝他们离开，“但是
他们会找当地群众的铲车，伪装成家
属进入”。一些娱乐明星团队自带救
援车辆和船只，但操作不专业，往往一
条船救援，一条船拍摄，“像演戏似
的”。专业救援队建议“网红”“明星”
回到他们熟悉的网络世界，不要在现
场“帮倒忙”。 （来源：中青报）

@300 年不灭的你：专
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救
人要紧！

@一只忘了怎么飞的
猫：救援不是博眼球的交易，
灾区不是作秀摆拍宣传的场
所。

@西岸环游：那会还看
到一个女网红躺在水里面假
装自己被洪水淹了，然后面
前一堆摄像机，天灾人祸面
前还有人想着要热度，太可
怕了。

@Y爱吃桃子的猛兽：捐
钱就行了，作秀大可不必。

@color千分之紫：这里
不是秀场，不想看明星作
秀！真正需要报道的是真正
在抢险的救援队！

@香菜蘸麻酱：各种短
视频平台刷到很多这种网
红，平台也该管管了，不要去
添堵了！

@NWNVVNWMN：人
家的生死场，你们的做秀场。

@ibbbbh：救援物资太
多太杂，好心办了坏事。谁
来规范规范民间救援？

@点：呼吁大家理性救
援。

相信大部分社会救援力量对于救灾
是切实做出贡献的，而这里说的是作秀博
流量的那一小拨。人命关天，时间就是生
命。往小了说，这是哗众取宠；往大了说，
这可能贻误救灾时机，甚至拖防汛救灾乃
至生命救援的后腿。所以，专业的事情请
交给专业的人做吧。主播网红明星有参
与救灾的热情是好事，可以运用影响力做
信息汇聚、捐款捐物的事，去现场添乱真
没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