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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被网友称赞为“好实在”的建议，在人工智能、
金融等专业持续高热的舆论环境下，引发了更广泛的
共鸣与深度讨论。其爆火现象的背后，折射出当前考生
和家长们在志愿填报中面临的“迷雾”。

首先，公众人物给高考生填志愿提建议，很容易“被
骂”。但是对于他的建议，不少网友都认为“很实在”。从王
兴兴的建议里，我们看不到夸张的语言、情绪化的表达、标
签化的分类，更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姿态、虚头巴脑的没
建议硬凑，而是结合自身经历为很多考生抹除“信息差”，
鼓励考生根据自身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王兴兴的建
议被很多人视作“真正上过大学、走过弯路、干过实事的人
才说得出来的话”，实属经验之谈。

其次，王兴兴的建议爆火，也体现出考生和家长们对
高考志愿填报的重视。高考志愿填报，是每位考生在人生
关键节点面临的一次重要抉择。它不仅关系到未来四年
的学习方向，更可能影响个人职业发展与人生轨迹。在高
考竞争加剧、就业市场分化的背景下，志愿填报已从单纯
的“升学选择”演变为“人生战略决策”。选对专业和城市，
可能比分数本身更能影响未来发展。因此，考生和家长越
来越重视志愿填报，寻求更科学、个性化的决策支持，以

避免“高分低就”或“选错赛道”的遗憾。
从宏观角度看，志愿填报也影响着国家人才结构

的分布。如果大量考生扎堆报考少数热门专业，而冷门
专业无人问津，可能导致热门行业人才过剩，竞争内
卷，薪资下降；冷门行业人才短缺，影响国家战略产业
发展。因此，合理的志愿选择，不仅是个人的事，也关乎
社会人才生态的平衡。与其盲目追逐“热门”，不如静下
心来，结合自身兴趣、能力和社会需求，做出最适合自
己的选择。毕竟，人生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
选对方向比盲目冲刺更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王兴兴建议的爆火，也暴露出当前
考生和家长们在志愿填报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一方面，
官方渠道虽会提供基础的政策解读和院校信息，但缺乏
对专业内涵、行业发展趋势以及职业匹配度等关键内容
的深度剖析，难以满足考生个性化的需求。另一方面，社
会上充斥着各种良莠不齐的志愿填报指导机构和个人
建议，部分机构为追求经济利益，利用信息差夸大其词，
提供华而不实甚至错误的建议；而一些自媒体和公众人
物的建议则缺乏专业性和系统性，多是泛泛而谈，无法
切实帮助考生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混乱的信息环境，使

得考生和家长难以辨别建议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在填报
志愿时如同“盲人摸象”，无所适从。

相比之下，王兴兴的建议就更具备权威性和实用性。
作为科技领域的成功创业者，王兴兴在专业认知和行业洞
察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他结合自身求学和创业经历给出
的建议，并非空泛的理论，而是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他打
破了盲目追逐热门专业的固有思维，强调兴趣与长远发展
的重要性，这种基于理性思考和长远规划的建议犹如一剂
良药，为考生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需要更多的“王兴兴”。社会应该
鼓励更多像王兴兴这样有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的人
士，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分享志愿填报建议，为考生提
供多元化的权威参考。只有让考生和家长获取到准
确、可靠的信息和建议，才能帮助他们做出更合理的
选择，在人生的重要节点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打破志愿填报“迷雾”：

王兴兴的建议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 罗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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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着各地高考
成绩、分数线陆续公布，志
愿填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
焦点。在众多高考生为志
愿选择焦虑奔忙之际，宇
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在社
交平台上分享的报考建议
意外走红。

可以推测，这菜刀是来自楼上，但具体哪家又是
出于什么原因将菜刀扔出，尚有待调查。希望人们都
能认识到高空抛物的危害。看似一个不起眼的小东
西，因为所处位置高，也就容易给他人造成严重伤
害，轻则使身体受伤财产受损，重则失去生命，需要
引起足够重视。

近年来，高空抛物时常发生。一个小小的高空抛
物行为，就有可能引发恶果。有网友称，幸亏有监
控，顺藤摸瓜，一定会揪出肇事者，希望警方早日查
明，扔菜刀者必将受到法律制裁。也有网友说，庆幸
这几个路人平安。对于居住在高处的住户，要有起码
的安全意识，不往窗外扔物品，哪怕只是一个烟头。

事实上，高空抛物这种恶习，绝非道德问题，而是法
律问题，如果任性偏执、置若罔闻，高空抛物者一定会受
到法律的惩罚。从2021年3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十
一）》正式施行，高空抛物罪作为独立罪名施行，目的
是想依法震慑和惩罚此类犯罪，规范行为。遗憾的
是，仍有人对“高空抛物入刑”不管不顾。

而从频发的高空抛物案中不难发现，高空抛物者的
理由五花八门，有的是因为与家人争吵，一气之下就高
空抛物，有的是酒后借着酒劲乱来，而有的是单纯为了
寻求刺激。可见，尽管高空抛物的犯罪动机不同，却都
显得很随意，也是目无法律导致的恶果，就像本次菜刀
从天而降这样。可见，法律意识有多么淡薄！

也可见，要让“高空抛物入刑”深入人心，让这一
法律家喻户晓，还要加大普法力度，从而在源头上遏
制高空抛物行为频发势头。尤其是，高空抛物呈现如
此“随意”之势，不少都是“一时冲动”的临时起
意，可即便如此，也被法律所不容。由此，两把菜刀
从天而降，法律底线不容突破。今天的任何一个人，
明天都有可能成为高空抛物的受害者。高空抛物，绝
非小事，而是事关生命财产的大事，绝不能让“空
难”消息再次传来了。

两把菜刀从天而降

法律底线不容突破
□ 刘天放

6月27日，贵阳街头发
生惊险一幕，两把菜刀从天
而降，险些砸中路人，监控记

录下了这可怕一幕。不少人都为此捏了一把
汗。当时旁边有四个人，听到有东西落下后，人
们赶忙抱头离开。后来才发现掉下的竟然是菜
刀。如果菜刀再偏一点，有可能砸中人。

如今人工智能（AI）已经深入人们日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最近，全国许多城市掀起了“AI洗
头”热潮，即由智能设备——AI洗头机为消费者
完成洗发、按摩、烘干等服务，洗一次头定价为
9.9元至29.9元不等。如此新颖的洗头方式和低
廉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那么，AI洗头机
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它的洗头效果如何？它是
噱头还是创新？（据6月26日 科技日报 报道）

人工智能洗头
漫画/王铎

山西蒲县疾控中心一职工14处涂改人事档案，
“1岁工作、22岁退休”竟无人发现，仍然层层过审后
办理“退休”，冒领养老金高达 69 万元，令人匪夷所
思。这是一起典型的通过违规手段骗取社保待遇事
件，等于吃社保“空饷”。

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有具体的规定，在延迟退休政
策施行之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
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男年满六十周
岁，女工人年满五十周岁，女干部年满五十五周岁，并
且连续工龄满十年才符合正常退休条件；从事特殊工
种工作的，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
续工龄满十年可退休；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由医院证
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
休年龄为男年满五十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

办理退休领取养老保险金，需要满足两个硬性条
件：一是必须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二是累计最低缴费满
十五年。“1岁工作、22岁退休”，显然未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尽管通过涂改档案或篡改社保缴纳数据，满足最低
缴费的年限，也无法满足办理退休手续的硬性要求。
然而，如此“一眼假”的申报材料，社保部门竟然是“睁
眼瞎”，层层审核过关让骗取社保待遇行为得逞，且违
规领取养老金高达69万元。如果没有被审计部门核查
出来，这种吃社保“空饷”行为，还将一直持续下去。

这起吃社保“空饷”事件，反映出社保部门工作人

员在人事档案审核、社保退休审批等环节存在监管漏
洞。人事档案有多达14处涂改，仍能层层过审，说明工
作人员在审核过程中没有严格把关，存在失职、渎职的嫌
疑。要么，工作人员存在责任心不强、审核流程不严谨，缺
乏有效监督机制等问题；要么，工作人员与违规骗取社保
待遇人员暗中勾连，从中牟取私利。对此，有必要彻查此
事件背后原因，对存在失职、渎职等违规违法的工作人员，
依规依法予以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同时，依法追缴骗
取的社保基金及其利息，让骗保人得不偿失。

我国社保制度，是为了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等情况
下的基本生活，遵循公平、公正、依法依规的原则。然而，
通过不正当手段骗取社保待遇的行为，不仅侵占了社保
基金，影响社保基金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性，也破坏了社
保制度的公平性，损害了其他正常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
这让那些遵守规定、按时缴费的人感到不公平，对社会诚
信体系也造成了冲击。因此，各地社保部门在办理退休
手续的每一个环节和流程中，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严
格把关，将各种违规骗取社保待遇的行为消灭在萌芽中，
决不能允许类似吃社保“空饷”事件再次发生。

“1岁工作、22岁退休”，“一眼假”何以层层过审？
□ 丁家发

6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审计署发布《国务院关于
202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关于养老保险基金审计
情况，国家审计署重点审计了
25省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4.14万亿元，发现各
类问题金额601.61亿元。其
中，25省的2.83万名职工通过
提供虚假病历或篡改档案提前
退休等方式，违规领取养老待
遇5.19亿元。如山西蒲县疾控
中心一职工的人事档案有14
处涂改，“1岁工作、22岁退休”
仍层层过审后“退休”，一边领
取养老金累计69万元，一边又
在新单位工作取酬。
（6月26日华商报大风新闻）

■高考676分，报北大考古
系的女孩怎样了？

又是一年高考志愿季，近日，“报
北大考古的女孩怎么样了”相关词条
引发广泛关注。

许多网友关心，那个曾以优异的
高考成绩选报北大考古专业、去年入
职敦煌研究院的湖南女孩钟芳蓉，现
在过得怎样？

24日，记者联系上了钟芳蓉的父
亲。他说，女儿在敦煌过得很好，很
喜欢这份工作。

（6月27日 光明网）
微评：当年“676 分报北大考古

系”炸上热搜时，不少人都觉得，考古
专业妥妥是“天坑”——又冷又偏门，
毕业不好找工作，找到工作也赚不到
大钱。他们觉得，按她的高考分数，
应该选个热门又吃香的专业。

但那位湘妹子却不以为意，因对
历史爱得深沉，又被“敦煌女儿”樊锦
诗的传奇经历狠狠戳中，直接把热爱
刻进了志愿表。这种不被流量密码、世
俗标准绑架的选择，当年堪称志愿填报
界的一股清流，让全网都记住了这个超
勇追梦女孩的名字——钟芳蓉。

五年过去了，当年那个火遍全
网、被考古大佬们集体“应援”的“留
守女孩”，如今早已在敦煌研究院的
洞窟和黄沙里，走出了超酷的考古之
路，实实在在打破了“选冷门专业就
是跳进坑”的偏见。

事实证明，只要热爱够滚烫、头
脑够清醒，选专业根本不会是所谓的
人生豪赌，而是一场灵魂与使命的双
向奔赴！

■“这个肉毒素真的假的”
“你就当真的用” 如此医美培
训你敢信？

“把三个手指握住助推杆向后回
抽，小拇指向前推药，像打除皱、瘦
脸、瘦肩、瘦腿，我们就这样拿针，这
些技术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你通
过一次学习之后，现场看一个实操，
回家立马捡起注射器就能干。”

这段轻描淡写的“贯口”令人毛
骨悚然。它不是笑话，而是非法医美
速成班的培训师在教学。

总台新闻频道6月29日播出记
者暗访调查报道，在非法医美速成培
训班通过三天培训，“零基础”的学员
摇身一变就能成为“医美从业者”。

（6月30日 央视新闻）
微评：“三天速成医美大师”“零

基础月入过万”这种离谱口号，居然
能光明正大地出现在培训课堂？简
直就是把“捞快钱”三个字明明白白
地写在脸上！

虽说这次多地联手对记者暗访
的非法培训进行了查处，但打击非法
医美单靠“突击检查”怕是不够！监
管之剑要高举起来，搭建长效监管
体系，把培训机构、药品流通、经
营场所全安排得明明白白；行业协
会也该整点实在的，优化资质认证，
把医美行业的门槛狠狠拉高；咱消费
者更是要化身“人间清醒”，认准正规
机构，别让变美小心思成了黑心商家
的“提款机”。

只有各方联动、火力全开，医美行
业才能撕下“割韭菜”标签，人们在追
求颜值巅峰时才会安全感拉满！

何飞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