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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易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
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发现一
些原本看似无用的“沉睡”信息竟
然被挖掘出了巨大的价值。

高考开始，每到高考季，考生们
拼完了考试，下一个难题往往就交给
了家长——如何帮孩子们选择一所
好的学校呢？

近日，有媒体发现很多家长在高
考前乃至高一就着手孩子的志愿填
报准备，有不少人选择在网上购买称
带有志愿填报大数据的高考志愿卡。

这个“高考志愿卡”，可不是考生
们报志愿时填的志愿表，而是一些机
构或个人，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报考咨
询服务的有价服务卡。

据称，购买了网络高考志愿填报
卡，就能用数据分析孩子的考分能读
什么学校和专业。这些志愿卡虽然
形式多样，但都是打着大数据的概念
在进行销售。

商家称，购买志愿卡可获得“上
千所大学全方位数据查询，并有强大
院校对比功能”，这里面包含院校性
质、地区、特色、重点学科等基础信
息。此外，还能查询上千所院校历年
分数线，包含线差、录取最低分、最低
位次等。

更厉害的是，有商家竟然称在他
们的系统上可以搜出往年同一地方、
同一分数的考生考上了哪所大学和
专业。

近年来，我国高考报名方式和流
程几经优化，报名过程也更加公平、
科学、高效。但对于大多数考生及家

长来说，高考报志愿的痛点和难点依
然存在。家长们最大的希望，是要让
孩子的分数在报考院校时发挥最大
的作用，“不要因为志愿报错了，高分
被低分院校录取了”。

事实上，在高考报志愿之前，各
地考试院已经尽可能地为考生提供
数据参考，比如五分一档、十分一档，
院校往年录取分数线、录取率等。

这种情况下，高考志愿卡还有什
么用呢？

实际上，大部分家长在报志愿
时，无暇或者不会科学分析这些数
据，所以更相信经验的作用。比如前
面提到的，去年同一地方、同一分数
的考生考上了哪所大学和专业，我们
照着他来报名不就可以了吗？

但恰好这些数据，人们并不能从
公开渠道查到，或者说不能全部查
到。这就让那些兜售高考志愿卡的
商家找到了“商机”。

这样的“商机”遭到质疑，一方面
是有些所谓的高考志愿卡提供者可
能无法提供真实的数据；另一方面，
则是一些真的能拿出这些数据的机
构，他们的这些所谓“大数据”是从哪
里来的？

有志愿卡商家告诉记者，这些数
据是他们通过与相关考试中心合作

“弄”到的，在网上查不到这些完整的
数据，有些数据根本不会公开。但这
样的说法被教育考试部门否认了。
教育考试院称没有跟任何社会性机
构或企业合作。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引起公众质
疑的是考生大数据和个人信息是否
真的被泄露。可惜双方各执一词，要
调查和考证，得需要权威部门出面

“评评理”了。
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来

看待这件事——既然考生和家长有
需求，那么高考志愿卡为什么不能成
为一门“生意”，或者说干脆成为考试
部门的一项服务呢？

这两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发
现一些原本看似无用的“沉睡”信息
竟然被挖掘出了巨大的价值。比如
你在电商平台上买过什么东西的记
录，平台可以有偿提供给一些商家或
企业，让他们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精
准营销。

实际上，技术进步本身没有问
题。在保证信息安全和隐私安全的
情况下，大数据的合理运用将更好地
为我们提供服务。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些兜售高
考志愿卡的商家，恰恰为教育考试部
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既然考生和家长们需要，教育考
试部门为什么不能为考生提供高校
招生简章，让考生和家长了解各高校
的招生政策及专业培养特点等基本
情况；公布本地高考“一分一段”分
布，让考生了解分数分布情况；举办
网上高招咨询，邀请学校在线有针对
性地回答家长和考生提问；在志愿填
报前举办各种形式的线下高招咨询
等报考服务的基础之上，也主动用起

“大数据”这个新工具呢？
我们乐见开明的教育考试机构，

或许能够从这一番争议中受到启发，
在政策允许的基础上，也可以主动提
供类似服务。如此，数据从何而来的
质疑声，就没啥必要了。

（相关报道见昨天A8版）

“高考志愿卡”为啥不能成为一门“生意”？

□曹灿辉

“准考证丢失”谣言传了这
么多年，不仅造成信息资源和关
注精力的巨大浪费，也消费并愚
弄了网友的爱心。

刘明炜同学的准考证又“丢”
了！

高考临近，一条“刘明炜同学
准考证丢失”的消息又传开了，内
容如下：“有人捡到一张准考证，
考生名字叫刘明炜，考点在一中，
请 转 发 ，让 刘 明 炜 联 系
133XXXXXXXX，请扩散！千
万不要耽误孩子高考。”总有好心
人见了立即转发。日前，江苏警
方提醒说，这条消息是近年来“准
考证”谣言的翻版，当中所留电话
多为吸费音讯电话，不少好心人
为此中招，少则几元多则几百元
的话费莫名其妙地被扣除。

可谓“年年岁岁事相似，岁岁
年年人不同”，近几年的高考前
夕，“准考证丢失”谣言已发生多
次，只不过丢准考证的同学从杨
雷雷、李亚成、孙超，换成了“刘明
炜”。刘明炜同学去年已经“丢”
过一轮准考证了，今年又“丢”了，
谣言制造者竟然已经懒到连人名
都不换了。

此类谣言之所以年年发生、
屡屡得逞，无疑是利用了公众一
贯的同情和善意，把正能量当枪
来使。很多人视高考为头等大
事，在“全民高考”大环境下，广大
网友面对“准考证丢失”消息，“宁
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又仅是
举手之劳，于是盲目回拨电话或
转发信息。

结果是回拨电话者，受到钱
财损失；而转发消息者，也无意中
当了骗子的助攻手。最终导致信
息被广泛传播，不仅造成信息资
源和关注精力的巨大浪费，也消
费并愚弄了网友的爱心。对此，
网友有必要提高警惕，在转发此
类消息前，不妨先搜索下，谣言即
可“现原形”。

转发真实求助信息是行善，
而控制谣言扩散、让其他人避免
上当同样也是善事一件。

除了网友要加强分辨能力之
外，也希望有关方面能及时辟谣、
治谣。

一方面，执法部门、考试主管
部门等要通过多种手段发布辟谣
消息，用权威信息跑赢谣言，不给
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不仅如此，
社交平台管理者对已经确认的虚
假信息也有责任通过平台公告等
形式广而告知，或通过技术手段
进行拦截。像微博就在“不实信
息曝光专区”外，还会对疑涉谣言
微博下边专门进行提示。

另一方面，相关执法、监管
部门，也不妨对类似有明确时间
节点的谣言进行提前布控，有针
对性地进行治理；同时加强全国
层面的统一协查和溯源机制，对
最初造谣者依法严打重罚，对涉
嫌诈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类似吸费电话一再成为
骗子们的敛财手段，到底是通过
什么线路来操作的？能否通过
技术手段或完善规则彻底杜绝
类似“吸费陷阱”，也需要有关部
门用清晰释疑来实现“知识普
及”，用强力执法来断其利益链
条。

“准考证丢失”谣言该消停了

□澎论

在最高法征求意见稿中，就信
用卡还款如何计息，提供了两个备
选方案，但是两者都是对银行“全额
计息”规则的司法否定。

对于饱受诟病的信用卡部分还
款之后仍“全额计息”的问题，进入
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议程。近日，最
高法公布《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
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对这个全社会关心的问题，最
高法给出两个备选方案：一、直接支
持“已还最低还款主张按剩余还款
计息”。二、如果银行“未尽到合理
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则“全额计息
条款”无效；如果银行已经“合理提
示”，但持卡人已经还款 90%以上，
可以按剩余金额付息。

之前，央视主持人李晓东因为不

满建设银行“全额计息”条款，状告建
行北京分行一案，以建行返还多扣划
的钱款253.75元告终，但作为非判例
法国家，我国地方法院的个案判决，
并不能作为此类信用卡纠纷案件的
指导依据。事实上，在这起轰动一时
的诉讼案件后，国内多家银行仍在采
用类似“全额计息”条款。

其实，个别银行通过“全额计
息”，从用户那里获得利润的实际利
率高于最高法划定的 36%的红线，
本就属不受保护的“高利贷”的范
围。

从严格限制借贷利率、体现公
平正义的角度看，裁判的天平应当
倾向持卡人。所谓“利息”，应是实
际借贷关系的衍生物，部分还钱即
意味着部分借贷关系的终止，有关
计息也应随之停止。让相对弱势的
持卡人为已还钱款继续埋单，且“利
息”之重远超民间借贷 36%利率的
红线，“全额计息”条款已违反《合同

法》精神，构成“显失公平”，理应得
到从司法到立法的适当矫正。

在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国银行卡行业自律公约》中，中
国银行业协会要求银行提供“容差
容时”服务，可视为对“全额计息”条
款的自我修正。但如此“浅尝辄止”
还不够。司法解释是立法精神的延
续。在最高法征求意见稿中，就信
用卡还款如何计息，提供了两个备
选方案，但是两者都是对银行“全额
计息”规则的司法否定。这一司法
解释一旦正式实施，更多的“受害
者”将能通过诉讼渠道，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之前，银行业已经在舆论压力
之下，取消了所谓“信用卡滞纳金”，
但是对于“信用卡全额计息”，银行
业还是没有松动的迹象（哪怕地方
法院屡屡判决这一规定无效）。既
然银行业舍不得放弃这块奶酪，那
么就需要司法政策倒逼了。

“信用卡全额计息”：银行不改，司法就要说不

江西日报 6 月 6 日报道，6
月4日上午8时许，南昌交警在
中山路发现一黑色轿车逆行，拦
下车后发现女司机身上散发着
浓浓的酒精味，测出44毫克/100
毫升含量。但女子坚称早上没
喝酒，交警讯问后发现女子事发
前晚曾经大量饮酒，第二天未消
散造成酒驾。目前，女子被罚款
1500元、记 12分、暂扣驾驶证6
个月。

点评：隔夜酒比隔夜茶还坑
人。

央视新闻 6 月 6 日报道，6
月1日夜间，云南西双版纳上空
发生陨石雨。几天来，除了科研
工作者和媒体之外，有不少“寻
宝人”到当地捡陨石，每克陨石
的价钱被炒到几千甚至上万
元。天文专家表示，这次坠落的
陨石属于普通球粒陨石，正常价
格每克不过几十元。当地官方
发布提醒，“陨石热”已经开始影
响正常的生产生活，谨防受骗。

点评：留着传家吧。

环球网6月6日报道，一名
美军士兵“偷”了一辆装甲车，并
和警察在街头和高速公路上上
演了一出“速度与激情”的追逐，
这场追逐超过了一个小时。弗
吉尼亚州警方无法铺设平时用
于扎破被盗窃车辆轮胎的阻车
器。警方表示，这辆装甲车没有
装载任何武器，是在弗吉尼亚国
民警卫队基地被窃的。这名士

兵最后停下车投降了。
点评：这都能偷？

成都商报6月6日报道，藏
酋猴、大灵猫、灰脸鵟鹰、白腹锦
鸡、毛冠鹿、豹猫……峨边沙坪
镇双河村村民赵文植非法收购
了 82 只动物在家进行驯养繁
殖，其中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11种32只。赵文植最终
获刑十年，其妻子也因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获刑三年、缓刑四
年。

点评：“非法拘禁”。

每日经济新闻 6 月 6 日报
道，宁波王女士近日爆料称，三
年级儿子的学校老师利用手机
APP布置英语作业，孩子需要全
程在APP上完成作业，APP中又
有闯关游戏，又要开通会员，孩
子因此沉迷于手机APP。

点评：明修栈道？

钱江晚报6月6日报道，我
们生活中有些物质中含有肥胖
因子。例如杀虫剂、塑料、阻燃
剂、衣服上的防水涂层以及人造
甜味剂。欧洲内分泌学会5月
发表的这项研究，进一步指出了
存在于我们房间里的肥胖因子
还有：食物、房间灰尘、清洁剂或
者是化妆品。几乎室内能接触
到的所有物品都或多或少有可
能携带着肥胖因子。

点评：只好胖下去了。
（以上言论来自网络）

@微言博议

江苏淮安市民朱女士在
网上购买了一款“网红减肥
药”，按要求每天服用三包，
没想到两天后全身无力，头
晕、心慌、呕吐，可体重一点
没减掉。后经权威部门检
测，减肥药中含有西布曲明
等违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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