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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中国研发人员已超美国
未来20年科技竞争将超越美国

7 月 13 日第三届全球人才流动和国际

移民学术研讨会上，携程联合创始人梁建章

表示未来的10到20年，中国将在科技竞争中

超越美国。目前中国研发人员总数已经超

过美国并还在快速增长。这是中美科技竞

争过程中，中国最显著的优势。 @财经网

□ 玫丽娜

球鞋“倒爷”应纳入监管

时事乱炖

继老年人盘核桃之后，现在年轻

人时兴“盘球鞋”。近日，“22 岁小伙

倒球鞋月入 10 万元”上了网络热搜。

对于炒鞋挣钱行为，鞋贩子们自认为

和炒股性质一样。据了解，经过几年

的发展，炒鞋行当尽管货品真假莫

辨，但是已经悄悄形成了完整的产业

链，其中包括产品发布、营销、炒作、

鉴定和代为囤货、转售。（7月 15 日

《中国青年报》）

球鞋本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日用商

品，根据自身经历实力选购合脚的鞋

子是大多数人的常规操作，但是在一

些热衷于时尚潮流的人看来，鞋子的

意义远不止于此，他们愿意花高出原

价不少的金额只为获得某一特定款式

型号的球鞋。这也让“倒爷”发现了商

机，一群“鞋贩子”应运而生，他们瞅准

时机购买名牌限量版球鞋，由于物以

稀为贵，供不应求，再抬高价格把球鞋

卖出，从中赚取差价获利。

过去常听说各种黄牛票贩子，近几

年倒卖球鞋的黄牛出现和商业炒作不

无相关，通过各类综艺娱乐节目，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到街头嘻哈文化，用

别具一格的外在装扮展示自己的酷，球

鞋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加上企业

趁势联合名人打造限量款球鞋，饥饿

营销让热爱潮流的年轻人唯恐求之不

得，价格也被炒得水涨船高。比如，某

品牌的球鞋从官方价1499元被黄牛炒

到了每双过万元，价格翻了数倍。

因为倒卖球鞋利润巨大，利益刺

激下，很难说不会有真假难辨的高仿

鞋，所以和“鞋贩子”的交易也存在不

小的风险。一方面是可能会买到以

次充好的假货“潮鞋”，另一方面涉及

的交易额动辄过万，大多又是通过社

交平台进行交易，没有任何保障，万

一遇到买卖纠纷投诉无门，甚至还有

可能遇到一收到钱就拉黑的骗子。

倒卖球鞋是市场驱使，根据《电

商法》规定，这类在社交网络上发布

广告，兼具代购和微商性质的“倒爷”

已属于电子商务经营者，因此对其纳

入监管很有必要。当然，也有必要提

醒那些疯狂迷恋球鞋的年轻人，切勿

跟风，理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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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刷课就能拿高分
仅有诚信还不够

□ 刘效仁

软毛的牙刷不一定好

没有牙周病的人，应选择刷毛软硬度中

等、刷头较小的牙刷。对吸烟或容易沉积牙

石、长牙斑菌等人群来说，宜选用中等硬度

牙刷。老年人或牙周病患者，应选用软毛牙

刷，刷毛束端要磨圆且光滑。婴幼儿及儿童

应选择专用牙刷，相比之下，它的材质或结

构都要比成人的柔软。 @生命时报

6 月 27 日，李芳花费 6800 元来到

天津一所美容诊所学习整形。开课

首日，12名学员就被带进一个10多平

方米的教学室，两两一组练习注射，

手忙脚乱地在同伴额头、太阳穴、脸

颊上扎针。不到一周，学员就能结

业。培训机构颁发技能证书，还提供

批发各类“禁药”的供货商。照授课

老师所说，回去后，学员买些便宜的

进口药，开个小工作室，只要不出事，

“几针就能换个苹果手机。”（7月15

日《新京报》）

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之所以成

为了微整形速成班练手的靶子，原因

有二：一是受了蒙蔽并不知情；二是

贪图便宜盲目跟风。根据数据显示，

当下我国的医学美容消费者超过

2000 万，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有些消费者为了图便宜，便选择了那

些速成工作室。这些速成店在宣传

时，不但把价格压得比正规医院低很

多，还刻意夸大自己的美容效果，并

且会杜撰一些“成功”案例，有些消费

者受到误导就跟风陷进去了。

殊不知，这些速成班“培训”出

来的工作室，不但在技术上得不到

保证，就连药品也是假的。首先从

工作室性质上说，他们根本就没有

出售药品的资质，出售药品的实体

店必须持有“药品经营许可证”，售

药人员也必须具有“药师证”，他们

却一样也没有。所以，他们往往会

选用价格低廉的“进口药”，但这些

所谓的“药”并没有取得我国的药物

入市许可，属于“假药”。据调查，类

似肉毒素、玻尿酸、蛋白线等“进口”

微整形材料的地下市场火热，这类

药品大多只需要三五百元一支，但

他们却卖出一两千元。

无论是从办班资质，还是执业许

可上，速成班也好，工作室也罢，都已

经违背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面对

日益壮大的整形市场，以速成的形

式，以假药忽悠消费者练手的行为应

严格杜绝。作为监管部门，应加强管

理，坚决不给哗众取宠的“速成班”存

活的土壤；作为新时代的消费者，爱

美之心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去正规的

美容医院，切勿麻痹大意，成为了微

整形速成班练手的靶子。

每到新学期初选课和期末考试的节点，

“专业代看网课、包考试、分数95+、组团更优

惠”“慕课代刷”的广告，就会在校内的相关

QQ群里刷屏。一些大学生可在QQ群里联

系上“刷课代理”，只需要花一二十元钱，给

对方提供在线课程的登录账号和密码，就能

享受“代刷”的一条龙服务，从上课到考试全

程不用管，就能轻松拿到高分。（7月 15日

《中国青年报》）

作为新生事物，学校在实施质量管控中尚

缺乏刚性制度设计和基本经验。尤其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特别是自律意识尚存薄弱环节，网

上选修课正发生着“橘”变为“桔”的异化。

目前我国上线慕课数量已达5000门，总

量居世界第一，其中逾1100万人次大学生获

得慕课学分。对此，不能不让人亦喜亦忧

也。喜的是，伴随着在线课程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网课教学业已成为高校的“标配”；忧

的是“花钱刷课就能拿高分”，委实有损大学

生的诚信品德。

何况这种自欺欺人之道，受害的实乃本

人。虽说高分通过，然而所学却腹内空空，有

何益焉？自然，也有损于大学教育的公信和

公誉。对此，切切不可等闲视之。笔者以为，

其一，校方当从技术和管理两方面强化线上

教育监督。线上课程不妨采用指纹录入、人

脸识别等方式，同时监测好视频的播放速度、

IP来源等，从而降低刷课现象的发生率。

其二，当优化网选课程的质量，把最好

的精神产品呈现给学子，以增强吸引力。部

分学生之所以刷课，其中一个原因即感觉老

师在读台词，表情僵硬。“讲的内容教材里基

本都有，还不如看书自学。”

其三，对“刷课”不良学习行为予以处罚和

警戒。除了取消该生的刷课课程成绩，有的学

校还全院通报批评、取消本学年评先树优资

格。有的则规定连续两个学期都有不良记录

的同学将列入网络课选课黑名单，以后将禁止

其再选修网络课课程，颇值得推广和借鉴。

练“靶子”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