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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6月18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应谨慎对待
以下这类志愿填报指导服务——针对一些机构或个人
宣称拥有所谓的“内部大数据”，能够“精准定位”，确保
考生进入心仪的专业，从而诱导考生和家长购买高价服
务。教育部表示，每年高考填报志愿前，各省级招生考
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高考成绩统计情况和近年来各高
校录取分数情况，市面上的咨询机构或个人所使用的参
考数据均通过该公开渠道搜集汇总。

高考志愿填报，从来不只是看考生考了多少分、分
数线是多少，还需要关注拟填报高校过往的招录分数、
录取人数以及本年度招生计划人数、各分数段考生分布
数量等各种因素，这些，确实需要准确、详实的大数据支
撑。可当考生和家长不擅长对大数据进行理性剖析时，
自然会把求助的目光投向相关咨询机构。不良咨询机
构正是看到了“大数据”这块好用的招牌，才萌生靠此赚
取不义之财的“商机”。

大数据对志愿填报确实有一定帮助，但也绝不是唯
一的依赖。高考志愿填报既涉及学科成绩，也涉及个人

兴趣、职业规划、学校特点等多个因素，每个考生的需求
和优先级都是不同的，这些个体差异无法完全被大数据
分析所覆盖。考生和家长只有结合个人情况进行综合
权衡，才能作出最适合考生的选择。

至于机构宣称的“内部大数据”能帮助考生“精准定
位”选择专业和学校，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正如教育部
的提醒所示，所谓的“内部大数据”，只不过是各省级招
生考试机构发布的当年高考成绩统计情况和近年来各
高校录取分数情况，根本没有助力考生择专业和择校的
神奇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骗局，每年都
差不多按时登场，教育部门也是年年发布警示，但仍有
不少考生和家长“中枪”。显然，防范高考志愿填报“内
部大数据”骗局，不能仅止于提醒。相关部门在警示考
生和家长多一份理性、破除对“内部大数据”迷信的同
时，还应依法依规地强化监管，及时将非法敛财的骗子
咨询机构彻底逐出市场，避免此类骗局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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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名获得厦门大学法学学士的保安来说，通过
学历提升从而实现职业晋升、人生逆袭，似乎才是一条

“正确”的路。
然而，不太乐意被框定人生的周德新着实有些“叛

逆”：在快要退休的年纪坚持考学；在拿到法学学士5年
后仍做着保安的工作。这两天，面对“学无所用”“这不
是白学习了嘛”的质疑和不理解，他反问道——

“读书就是为了谋生吗？”
无论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还是选择报考哪个专业

更有“钱景”，在竞争激烈的当下社会，许多人认为读书
求学是为了改变命运、获得上升通道，并将学历视作通
往成功之路的敲门砖。

而周德新则提供了另一种答案：读书是一种人生习
惯，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知的人，无论是身处何地，都
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份对知识近乎纯粹的热爱，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
求，也让不少网友被鼓舞到了：“人生不必被框定，我们
应该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喜欢他的精神态度，始终
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大法官霍姆斯曾说，灵魂的欲望，是命运的先知。
总在患得患失间迷茫时，不妨问问，你热爱的究竟是什
么，而不是想着做这件事是否有用。若总是以“工具理
性”作为行动的判断标准，那么，农民工陈直则不会成为

“工厂里的海德格尔”，外卖小哥雷海为也不会夺得《中
国诗词大会》的冠军，环卫工张旭也不会成为颐和园里
的最牛讲解员……

周德新真的“学而无用”吗？毕业后的周德新，学会
了如何理性表达，遇到不公正的事情，不再是横冲直撞
的“调侃”，而是依据所学的法律条款逐一“辩论”，这是
知识带给他的底气。

而继续留在保安岗位，亦是他遵从内心的选择。因
为在他的眼里，职业并不分贵贱，他用事实告诉大家，在
任何岗位、站在任何位置，都能做出有价值、有意义的
事。既然精神世界的提升已足够令人富足，又何必执着
于所谓学历提升的“有用”？

“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仍在厦大校门
值夜班的周德新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但只有他自己明
白，他的“月亮”已经“照到了窗台”。唐姝 来源：工人日报

人生何必被框定，“月亮已经照窗台”

一段时间以来，“患者15天必须出院”的说法在网上
流传颇广。继国家医保局辟谣后，多地相关部门纷纷声
明：没有住院时限的相关规定，如果公众遇到个别医院
限制住院天数，建议投诉举报。

目前来看，尽管“15天被出院”现象属于一些地方的
个例，但经由网络传播，很容易引发误读，不仅让患者和
家属倍感担忧，也在无形中损伤着医患关系。相关部门
的坚决表态，以及对涉事医院的约谈，给公众吃了一颗
定心丸。

“15 天必须出院”确属谣言，但这类问题为何会出
现？综合各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与考核标准有一定关
系。为避免过度医疗，提高服务效率，规范医保资金使
用，相关部门对医疗机构设定了一套考核体系。其中，
平均住院日、病床周转率、次均费用等均属重要指标。
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同时面对上述考核，医院本
身是希望患者在满足条件后及时出院的。而通常情况

下，普通外科患者基本上住院一周左右手术，术后观察
一周出院。抛开复杂病例和特殊情况不论，普通患者住
院15天左右时间，符合诊疗规律。如此一来，也就有了
所谓医保患者“15天必须出院”之说。

病有所医、病有良医，这是人们最朴素的心愿。为
提高医疗服务效率，规范医保资金使用，当然需要有相
应的引导和考核机制。但不同病人的情况千差万别，治
疗时间与费用也因人而异，客观上不可能一刀切。面对
已经出现的现实争议，应当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完善
顶层设计。从群众痛点出发，进一步完善分级诊疗制
度，引导一些康复治疗耗时较长的患者在达到三级医院
出院标准后，转至下级医院；同时，为了避免过度诊疗和
医保浪费，还要进一步拿出更为细致和精准的手段。说
到底，既不能造成资源浪费，又不能捆住医生的手脚，更
不能让患者折腾，这也是我们医疗体制改革应该努力达
到的目标。 崔文佳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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