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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高
考护航，于
整个社会
来说，也是
一场大考。

文┃澎湃

再过两天，高三学子们就将
走进考场，迎接自己人生中最重
要的一战。据相关部门透露，今
年全国高考报名 1078 万人，再创
历史新高。

6月 3日下午，公安部在京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开展护航高
考有关工作情况。其中提及，部
署各地加大网上公开巡查力度，
及时发现网上出现的涉高考谣
言、组织作弊、售卖作弊器材、涉
嫌诈骗等违法有害信息，依法查
处了一批网络自媒体和网络账
号。

的确，近年来，各种谣言及诈
骗信息成了一大公害。比如一些
营销号，总是喜欢在特殊节点制
造话题、编造谣言，干扰网络秩
序，进而影响到线下考生。这次，
公安机关就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及
家长提高防范意识，切勿轻信网
上各种“包过”“保过”“真题”等
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发展
的，总会有一些新事物、新场景不
断涌出，这就要求相应的高考护
航思路及措施，也应与时俱进，不
断完善。今年的高考，面临一些
新情况，也就需要一些新应对。
尤其是，既要在实际案例中总结

经验教训，也要举一反三、由点扩
面，针对性地提高预见性和应急
能力。

今年的高考，是新冠疫情暴
发以来的第二次高考，相关部门
有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如在全国
46.6 万个考场中，专门预备了 2.6
万个备用隔离考场。近期出现疫
情的广州，将高风险地区高考生
集中在 3 个考点考试；涉考人员
也被分为七类人群，采取不同的
应对预案；其中一位考生系无症
状感染者，医院为其设置了独立
考场。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高考营
造良好环境，不仅是指现实和网

络环境，还有抽象的公平环境。
人身安全、后勤保障，这些只是硬
件方面的护航；具体到考试，我们
也要为考生的公平竞争护航。这
次发布会强调打击利用互联网招
揽作弊考生、使用无线考试作弊
器等违法犯罪行为，也是保障高
考安全的题中之意。

为高考护航，于整个社会来
说，也是一场大考。它体现的不
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水平、
服务能力，也是各行各业的协作
水平、不同群体之间的团结互助
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高考是
千万考生的事，也是我们每个人
的事。

护航高考，也是一场大考

手提装着两个大馒头的塑料袋和一大瓶没有包装的矿泉水瓶，头发凌乱、相貌一般，29岁的北京大学数学科学
学院助教韦东奕在网络红了。采访得知，韦东奕的确是数学牛人，中学时山东数学联考第一名，获得过奥林匹克数
学竞赛金奖，保送上北大，8年读完本科及硕博。走红后，韦东奕被网友称为“韦神”。北大回应：“韦东奕专注于数学
世界，为人纯真、生活质朴。数学研究需要安静的治学环境。我们也衷心希望社会各界与我们一起营造有利于年轻
人专心开展学术研究的氛围。”

网友关注“韦神”到底在关注什么

◎燃烧

韦东奕走红，是偶然也是必然。
口袋里藏不住锥子。像“韦神”这样的
天才，早晚得出名。人不可貌相，能上
北大的，都不是一般人，然而年纪轻轻
能在高手如云的北大当助教，这也说
明了“韦神”真的是才华横溢。

“韦神”手提矿泉水和馒头的镜头
也让我想起了“布鞋院士”李小文。李
小文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遥感地理学
家，因穿着布鞋出现在中国科学院大

学的讲台上而走红，被网友亲切地称
为“布鞋院士”。当然，这两人受大家
关注的主要原因不是馒头或布鞋，而
是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硬实力——学
术水平。馒头或布鞋或许与大家想像
中的学霸、院士名头不配，但正是这种

“不配”才是真正的低调、有内涵。
我想，大家关注“韦神”，不仅是出

于好奇，更多的是出于对他背后惊人
的履历。我们关注“布鞋院士”，是对
他坚守朴素节俭作风、甘守清贫简单
生活的敬佩。

在“韦神”的采访片段中，我看到
的是他平淡的内心、坦然的风格。作
为一个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他这
种有啥说啥的风格也很真实。当他用
很平和的语气说出“数学联赛山东第
一名”“获奥林匹克数学金牌”“直接保
送北大”时，我相信他内心是骄傲的。

关注学霸，致敬学霸，向学霸学
习。但是希望以后别通过馒头、布鞋
这样的“新闻点”来引起关注，而是在
全社会形成关注学霸、学习学霸的风
气。

这样的学霸就该关注
◎方人

手提馒头矿泉水，略带地方口
音的吐字，不修边幅的打扮，顶着

“犀利哥”般凌乱的头发和似乎总也
睁不开的小眼睛，韦东奕展露在大
众面前的初形象确实不佳，甚至遭
到了网友的讥讽和嘲笑。

网友说他长得不帅，找不到女
朋友。如果把韦东奕请到《非诚勿
扰》的舞台，或许一登场，无需开口
讲话，不用自我介绍，24位女嘉宾就
全部灭灯了。

不过，韦东奕出现在我国最高
学府北大的校园里，痴迷于研究数
学，高中被保送至北大，如今是北大
助教。学校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学生上课不明白的问老师，老师
不明白的问韦东奕。可想而知，这
是一位真正的数学大神。了解完

“韦神”的身份，这些网友，你们还嘲
笑得出口吗？他现在取得的数学成
就也许就是咱们在该领域穷极一生
也达不到的高度。

不以相貌论英雄。个别网友
之所以极尽所能地对其貌不扬的
韦东奕嘲笑质疑，一定程度反映了
当下人们依然习惯以貌取人。我
们习惯戴着“漂亮与否”的有色眼
镜去衡量一个人的身份、职业、能
力、性格、社会地位……反观“韦
神”，他将数学作为乐趣，将学习视
为人生的选择，会因解题有进展开
心地笑。他不在乎吃，不在乎穿，
把现实世界的欲望降到最低，安心
于自己的数学世界。在他简单的
衣着底下，包裹着最纯粹可爱的灵
魂。

不以相貌论英雄

◎雨来

在专业领域很牛，形象邋遢讷于
言，韦东奕具备的注意力要素，太符合
人们对一个数学家的想象了。似乎，
数学家就应该一箪食一瓢饮，生活极
简，忘我工作。

为什么这种极度质朴的形象才是
我们心目中正宗数学家的样子？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朴素是一
个道德标准。这种传统认识一直影响
到我们现在对科学家、对牛人们的理
解。例子太多，你不妨回顾下我们对
社会各界牛人尤其是科学家的报道。

事实上，科学大牛们在生活上的
喜好与我们普通人没什么不同。大师

级的数学家陈省身喜欢吃鱼翅，《南方
周末》编辑记者曾为这个细节要不要
在报道里删掉而争论不休。韦东奕的
馒头白水，与陈省身的鱼翅反差极大，
但鱼翅无损于陈教授的数学成就，馒头
白水却把尚未在专业领域作出显赫成
绩的韦东奕送上“韦神”的位置。在我
们的潜意识里，馒头白水这种只能果腹
的基本物质需求，依然是学问家的加分
项。事实上，《南方周末》最终把陈省身
喜欢吃鱼翅的细节删掉了，这就是大
众传媒为了不违背朴素的道德标准而
为学问家讳采取的春秋笔法。

事实上，无论馒头白水还是鱼翅，
对致力于研究的数学家来说，都不重
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儿，反映的

只是我们的内心所向，与他们无关。
数学大师丘成桐说，我国的数学

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很大的距
离”，尤其是基础数学研究，依然是“薄
弱环节”。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
在，或者有关部门应该做的，是如何为
基础研究者营造宽松自由、能激发其
研究欲望的环境。

曾经的北大数学天才许晨阳，在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
毅然回母校北大数学系任教。但六年
后，许晨阳出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临
走扔下三句话：国内高校造假问题严
重、科研风气过于浮躁、国内对年轻人
的支持力度不够。

听闻此事，让人一声叹息。

我们关注的并不是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