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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刀

6 月 22 日，我市一位遗体捐献志愿者
在过世后成功捐献了遗体。6 月 16 日 23 时
13 分，82 岁的王女士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家属按照老人的遗愿，通过市红十字会将
老人遗体无偿捐献给大同大学医学院。这
也是我市通过市红十字会捐献遗体的首位
志愿者。（《大同晚报》6月 23日）

“ 遗 体 捐 不 捐 ？”“ 捐 ，留 下 有 啥 用 ？”
“妈，儿子给你点赞！”这是王女士病重时与
儿子的对话。

原来，自 2020 年 11 月被诊断为尿毒症
后，老人就萌生了捐献遗体的愿望，她觉得
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选择，能为国家医疗事
业做贡献。而且丈夫也和她一起通过网络

登记，成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他
们的儿子高攀，早在 2018 年 9 月就登记成
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王女士一家三人的高尚道德和大爱情
怀，让人感佩，令人敬仰。

对社会来说，遗体捐献能为医疗卫生事
业作出很大贡献，人体解剖、人体器官移植
等都需要大量的遗体来源。医学界将遗体
捐献者尊称为“大体老师”，因为他们是医学
科学的铺路石，是医学生的“无言良师”，是延
续生命的圆梦人，更是文明进步的先行者。

从个人的角度看，遗体捐献是一种科
学的态度和价值观，死后还为社会做贡献是
一种高尚的道德。著名诗人臧克家曾写道：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人固有一死，但有
的人死后生命的价值还在延续，生命只有一
次，却能在奉献中绽放美丽。

然而，在现实中，“入土为安”仍是多数
中国人对待遗体的传统观念，“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的思想在好多人心中根深蒂固，
遗体捐献并没有被多数人认可和接受。所
以，遗体捐献不仅需要胆识和勇气，更需要
豁达的心胸、高尚的品质、无私的情怀。

遗体捐献，诠释的是生命至上的价值
与人间大爱。这是超越世俗、超越传统的
观念，破除陋习树新风的可贵品质，博爱胸
怀、大爱精神感人至深。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人们的思想意

识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坦然面对
遗体处置问题，更有不少人加入遗体捐献
志愿者行列。据统计，市红十字会累计登
记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志愿者 10195 人，
完成人体器官捐献 65 例，已挽救脏器衰竭
患者 195 人。今年上半年新增登记人体器
官（遗体）捐献志愿者 932 人，完成捐献 2
人，挽救脏器衰竭患者 6人。

这样心怀大爱的人让人肃然起敬，他
们用实际行动树立了好榜样，传递社会正
能量，演绎人间真善美，其超常之举、大爱
精神，还会感召和影响更多人移风易俗、崇
尚文明，让生命的意义得到升华，让人性之
光烛照人类文明。

生命之光，在奉献中绽放美丽

近日在某大学校园群里看到，不时
有人发布网络培训和招聘的广告信息，
涉及考取证书、技能培训、兼职副业、实
习就业等诸多内容。不少大学生被广告
内容吸引、进行咨询，殊不知这些广告很
多是不法分子放的“鱼饵”，一不小心便
会上当。

这边是就业艰难，高校毕业生总规
模首次突破 1000 万大关，那边却是网络
招聘和就业培训充满暗坑，从报名开始到
完成培训，每一个环节都有机构设置好的
陷阱，稍有不慎就深陷其中。

据报道，来自江西南昌的大学毕业
生李杨（化名）就陷入了网络培训的陷
阱。他在某 App 上看到一个线上培训
视频制作的广告，称“包教包会，学完变
大神”。原本就有想法做自媒体创业的
李杨看到后心动不已，贷款支付了 5999
元培训费，上了一段课程后发现教的都
是网上能搜到的知识，而且对方也没有
提供原本承诺的派单服务。要求退款
被拒后，李杨踏上了漫长维权路。

像李杨这样被网络培训、招聘广告坑
害的大学生并非个例。近年来，许多网络
培训机构打着培训的幌子，诱导大学生报
名办理“培训贷”“助学金”等各种名目的贷
款，让许多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背负高额债
务，有些大学生甚至遭遇过暴力催收。

网络招聘存在着许多暗坑，如何整
治？学校要为学生提供正规、可靠的就业
指导，包括获取正规求职招聘信息的途
径；网络平台要保证广告的真实性，严格
审查广告发布者的主体资格；市场监管部
门要加强监管，对违法者加大行政处罚力
度，要打造多部门协同机制，构建全天候、
全方位、跨市场、跨地域、跨部门、跨产业
信息共享的执法监管合作机制，要建立

“黑名单”，防止虚假招聘广告死灰复燃。
从 目 前 现 实 情 况 来 看 ，网 络 招 聘

暗 坑 恐 怕 很 难 完 全 清 除 干 净 ，因 此 大
学 生 也 要 提 高 安 全 意 识 ，在 求 职 时 保
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被诈骗，要注重
保 留 证 据 ，及 时 向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投 诉
或 向 公 安 机 关 报 案 。 当 然 ，大 学 也 要
组 织 开 展 法 治 宣 传 ，强 化 大 学 生 的 反
诈意识。 据中国青年网

网络招聘“暗坑”
不可不防

近 些 天 ，伴 随 着 高 考 填 报 志 愿 的 进
行，某些直播平台上涌现出一大批志愿规
划师、AI填报志愿卡卖家等。某款 AI填报
志愿卡售卖商家的视频称，“志愿不会填
怎 么 办 ？ 输 入 分 数 ，一 键 自 动 生 成 志 愿
表，自动推荐能上的大学和专业，直接给
出录取概率。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一
站式为您解决志愿填报难题！”

高考志愿填报是学生进入高等教育
阶段的关键起点，对于院校、专业、地区的
选择，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发展方
向，就读哪所大学、学习什么样的专业、认
识什么样的老师和同学、接受什么样的文
化 等 ，都 会 在 填 报 志 愿 的 这 一 刻 开 始 显
现 。 也 因 此 ，高 考 志 愿 填 报 历 来 就 是 学
生、家长乃至老师和学校关注的重点。

以往，高考志愿填报主要依靠“人工”
操作，也就是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家
长的过往经验，与老师提供的参考意见相
结合，最后做出选择。而 AI填报志愿卡号
称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为支
撑，能够根据学生提供的分数等内容快速
生成志愿填报方案。

然而，正如多位教育专家所指出，AI

志愿填报卡所提供的大数据是否准确令
人存疑。全国本专科院校数量众多，报考
标准各异，部分专业和院校都对考生有特
殊的要求，例如语种的要求，或不予录取
色盲色弱的学生，如果 AI志愿填报卡的相
关数据并没有完全涵盖，就可能造成数据
基础的不全面、不准确，从而对学生产生
误导，导致其做出错误决定。

更为重要的是，志愿填报是学生个人
思维方式和知识视野的反映。从小学到
高中，学生基本的学习 路 径 是 通 过 老 师
传 授 知 识 等 方 式 ，获 得 各 种 基 础 知 识 。
而 考 大 学 ，不 仅 意 味 着 学 生 要 进 入 更 高
层 次 的 教 育 机 构 ，更 要 逐 步实现自我启
蒙、自身发展。换言之，进入一座大学不
仅要获得更多理论知识，更要开始学习如
何根据自身的兴趣、志趣、性格及潜能等，
从学习乃至更长远人生规划的角度设计
未来人生。选报志愿，是一个通过学习研
究各院校、各专业等综合因素主动选择平
台的过程，无论是家长、老师的意见，还是
所谓 AI技术服务，都不过是以供参考的次
要条件。

也因此，深入思考自己想成为一个怎

样的人，需要选择相匹配的学校、专业，作
为迈向美好明天的必备基础，是志愿填报
之于学生的重要意义所在。学生们发挥
出更多的主观能动性，对志愿填报所需的
院校、专业学习方向、录取标准等多一些
思考，不仅能保证志愿填报的科学合理，
更从中开拓思维、增长见识，培养独立思
考能力，以及面对困难挑战时的毅力、勇
气和决心。这些宝贵精神财富的获得，绝
非一个 AI志愿填报卡所能替代。

据光明网

别让AI填报志愿卡“迷”了眼

高考揭榜后，选报志愿成为很
多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大事。毕竟，
历 年 都 有 考 生 分 数 不 错 ，但 因 为
志 愿“ 没 报 好 ”而 造 成 遗 憾 ，也有
考生成绩一般，却因为更了解选报
志愿的规律和方法，被理想的高校
录取。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机构打起
有偿服务的主意，把代报志愿当成
一门生意，其实并不具备相应的水
平。甚至许多“志愿规划师”都是临
时招募的社会人员，还有人上了两
个 小 时 的“ 培 训 课 ”就 能 速 成“ 专
家”，没有扎实的专业训练和相应的
资质，只是按照设计好的套路进行
辅导。

事实上，国家有关部门并没有
发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一职业
资格证书，一些“专家”和“规划师”
都是机构自我标榜的，纯粹是为了
忽悠不了解内情的考生和家长，提
醒大家不要轻信，以防被其误导坏
了事。

速成速成““志愿规划师志愿规划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