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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起，各地高考成绩陆续放榜，多个省份已可
以查到考生的高考分数，“首个高考成绩被屏蔽的人出现
了”的消息冲上热搜，有关“高考屏蔽生”的话题引发热
议。（6月24日《鲁中晨报》）

云南红河州一中一名女生在查询时，发现自己的成
绩被屏蔽，考生成绩报告页面并未显示具体的分数以及
总分。此外下方有一排小字，上面写着“你的位次已经进
入全省前50名，具体情况请于27日查询”。于是，类似的

“高考成绩被屏蔽”的消息开始刷屏了。
各地都出现了“成绩被屏蔽”的考生。这些“成绩被

屏蔽”的考生及其家长，自然是欢天喜地的，虽然不知道
具体的排名，但是妥妥的是“全省前50名”。而具体到了
县级学校而言，其实，这基本上就是不言而喻的当地高考
状元了。

除了一些网络媒体在炒作“成绩被屏蔽”之外，更值
得关注的是，很多地方、很多学校，也在炒作“成绩被屏
蔽”。

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何要实施“成
绩屏蔽”？近些年来，“高考状元”一度被社会所热切关

注，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考生及其家人造成一定麻烦。
2021年2月，教育部发布通知，要求转变简单以高考成绩
评价学生、以录取分数线评价高校的做法，严禁宣传炒作

“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等概念，此后，各地
教育主管部门纷纷推出类似政策，对高分考生的具体成
绩与排名予以屏蔽。2023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3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完善高考成绩
发布工作，坚决扭转简单以高考成绩评价学生的做法。

如此看来，“屏蔽成绩”的目的，在于禁止炒作高考状
元，还素质教育本来面目。“成绩被屏蔽”，无法看到排名
了，而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却依然没有丢弃炒作成绩、
炒作排名的习惯，没有办法炒作“高考状元”了，那就炒作

“成绩被屏蔽”，甚至有人还想借助关系打探“成绩被屏
蔽”的考生到底排名多少。如此一来，无疑会让“成绩被
屏蔽”的作用大打折扣。

被屏蔽的不该只是排名，真正需要屏蔽的，是炒作高
考状元以及以排名、以分数论英雄的观念。别再“庆祝考
生成绩被屏蔽”了！

郭元鹏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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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有创意的孩子”“这届太会整活儿了”“干了我一
直想干却没敢干的事情”……今年毕业季，不少大学生

“显眼包”属性大爆发，在毕业典礼上“花式整活”，给老
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最后的深刻记忆。

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毕业典礼上，粉嘟嘟的“派
大星”博士参与拨穗仪式，老师也面带微笑为其拨穗。
这一身搞怪独特的装扮让人忍俊不禁，网友们也纷纷感
叹，不愧是“地大物博”的地质大学。在大连理工大学，
一位张同学则在学位授予仪式上掏出酒杯和香槟，与为
其拨穗的张言军副校长干杯。张校长虽然很惊讶，但还
是笑着一起干了这杯酒。

仔细了解后，会发现这些“整活”往往事出有因。扮
成“派大星”的潘同学，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弥补一个遗
憾：他错过了同寝室友夏同学的毕业仪式，而这位好友
非常喜欢海绵宝宝，于是潘同学决定将自己打扮成“派
大星”，纪念一下难忘的友情。张同学举香槟的理由也
充满感性：毕业典礼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时刻，他想做
一些快乐的行为来庆祝、铭记这一刻。

高校毕业典礼，本来就是人生中最具仪式感的时刻
之一。以此为分界点，年轻人从此告别象牙塔，正式迈向
社会。而在这一节点，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那
些对母校的自豪与眷恋，对同窗情谊的不舍，对老师们的
感激，共同汇聚成丰富而生动的情感层次。可以说，年轻
人之所以愿意在毕业典礼上费心思“整活”，正是因为这
份情感是真挚而热烈的，是自然而然流淌出的。

作为一场正式仪式，毕业典礼的规范性固然不可或
缺。但也要看到，学生们才是这场仪式的真正主角，他
们这些无伤大雅而充满幽默的创新举动，应当被包容和
尊重。

其实，不管是学校开放毕业典礼上的自由表达环
节，还是充分包容并积极参与毕业生的趣味“整活”，这
些开放互动本身，也是学校氛围和大学精神的一种体
现。如果说毕业典礼是大学的“最后一课”，那么对新鲜
事物的包容和接纳、对学生自主性的尊重，也是其中一
个重要的“知识点”。

任冠青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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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6月以来，全国多地气温攀升，有些地区最高气
温直逼40℃。不少地区发布了“高温停工令”，明确了一
些行业停止作业的气候条件与时段。

多年以来，每逢持续高温天气，总有劳动者发生意
外，公交司机、环卫工、快递员、外卖小哥、建筑工人等行
业的从业者是“高危人群”。为此，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等四部门于2012年印发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的第八条就对“高温停工”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
要求用人单位“根据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
台当日发布的预报气温，调整作业时间”，并详列了3条
具体的规定。随后，一些地方政府在每年的高温时段都
会发出类似的“高温停工令”。

然而，规章再好，不落到实处就是“白条”；这令那
令，不遵照执行就是“假令”。所以，要让“高温停工令”
成为职工能够享受到的最大“荫凉”，关键还是抓好“落
实”二字。首先，政府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多
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尤其是室外作业人员进行宣传，使

“高温停工令”的内容、条件、时段、实施方法、保障措施
等家喻户晓，特别是要让室外作业的一线工人、外来务
工人员明确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且敢于依法维权。

其次，生产企业的负责人要随时掌握天气和汛情预
报，合理调整工人的工作时间，严格控制加班加点，保证
工人的休息时间。特别是在高温天气，要严格执行“高
温停工令”的有关规定，在调整工作时间的同时，落实防
暑降温物品，发放高温补贴，改善作业条件，减轻劳动强
度，防范高温引发的工人中暑和安全生产事故。

再次，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会等组织要加大对用人单位高
温作业、高温天气采取劳动保护措施的监督管理力度，
将“高温停工令”的执行情况置于有效的监管之下，对那
些置一线工作人员身体健康于不顾、无视“高温停工令”
要求的企业及其企业负责人，公检法等相关部门也应根
据群众举报严肃查处，顶格究责，确保“高温停工令”成
为员工的最大“荫凉”。 袁文良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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