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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周口市王娜娜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一波

三折，经过再次深入调查，终于在“五一”前向社会公

布了最新处理结果：13 名相关责任人受到了处理，

其中 3人涉嫌违法线索已移交司法机关。同时调查

组还多次与王娜娜沟通，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和沈丘

县二高的负责人也向王娜娜作了道歉。

高考制度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在现有教育水

平和地区鸿沟仍存的情况下，其依然是教育公平的

最高保障。这也是“王娜娜事件”刺痛社会神经、备

受舆论关注的重要原因。

事发后迫于舆论压力，3月19日周口市公布了事

件调查处理结果：对冒名者张莹莹注销学籍、解聘岗

位，同时对9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分。但由于调查

组称“张莹莹舅舅王保华已经去世线索中断，暂未发现

犯罪线索”，引发了公众和舆论的不满。与第一次调查

处理结果相比，第二次调查针对公众质疑的“会不会把

造假责任全部推到去世的人身上”，做了充分说明，同

时对13名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3人移交司法机关，这

个调查处理结果更令人信服，问责追究力度也更大。

目前，这些合谋造假、徇私枉法、破坏公平的相

关责任人都已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及法律的追究，可

谓大快人心。对于王娜娜来说，虽然得到了正义的

安慰，然而谁来为她追回似水年华、抚平心灵创伤？

笔者认为，王娜娜事件既需要用党纪政纪法律

对违纪违法份子进行问责，更需要用国家赔偿对王

娜娜造成的伤害进行补偿。

根据《国家赔偿法》，国家赔偿包括行政赔偿和

司法赔偿两大部分。其中行政赔偿是指“行政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国家通过侵权的机关

或组织向受害人进行赔偿”。在“王娜娜事件”中，先

后有沈丘县二高、沈丘县高招办等单位的公职人员

参与造假、提供便利，才使得冒名者张莹莹能够顺利

入学并毕业就业。正是因为这些行政机关和事业单

位的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才造成了冒名顶替事件

的发生。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应该通过侵权的

机关或组织向王娜娜进行赔偿。

但愿调查组或人民法院能积极督促有关部门履行国

家赔偿义务，让王娜娜重拾对行政机关的信任，也让更多

的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能够以此为戒，慎用手中权力。

“王娜娜事件”需追责更需赔偿

他本科尚未毕业，却已达到博士毕业的全部要

求，三年内以第一作者发表三篇 SCI 二区学术论

文，其中一篇发表在物理学顶级期刊《应用物理快

报》上，实现了一个平凡理科男的华丽逆袭。他便

是江苏大学理学院物理学（师范）专业 12 级本科生

夏建平。

从“科研小白”到“学术牛人”，夏建平一步步把

大多数人眼中的“不可能”变成了现实，正如江苏大

学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李医民所说：“他为大

学生的本科生涯寻找到了另一种可能”。

在江大物理实践楼一间小小的实验室里，笔者

见到了夏建平。浓黑的眉毛、低垂的单眼皮，说话清

晰而有条理，言语中带着常人难有的风平浪静。“我

觉得它很‘有趣’”，在采访过程中，数次听到夏建平

如此描述物理。对于他而言，物理就像一颗诱人的

糖果，吸引他不断深入去研究。“从无知到有知、深知

的历程就像玩一场智力游戏，不断过关斩将。通过

实验提前告诉人们未知的东西，这样的感觉妙不可

言。”夏建平如是说。

大二那年，夏建平被选拔进入江大理学院孙宏祥

老师的课题组，开始接触声学超材料的研究。自那以

后，熄灯后才回寝室成为夏建平的生活常态。当时，

为了让金属柱状体声波聚焦到一个点上，夏建平不停

地改变频率，观察聚焦点个数，将所有时间耗在了“声

学聚焦”上。“频率之间的量级通常是 10^6，而可能聚

焦为一个点的最佳频率就相差 20Hz，必须不断扫描

各种频率，这个工作量耗时巨大”，导师孙宏祥告诉笔

者。在尝试了无数次失败的聚焦之后，他终于成功将

金属柱状体的频率聚焦到1个点上。整整半年，他沉

浸在物理的世界，甚至忘记了时间的流转。“做实验做

得兴起了，他就跟‘着了魔’似的，一待就是整整一个

通宵。”课题组葛勇老师对夏建平印象深刻。

2015 年，他的研究开始开花结果，第一篇以第

一作者发表的论文发表在《应用物理快报》，该刊是

SCI 二区期刊，影响因子达到 3.303。“对于本科生来

讲，这几乎就是一个奇迹。”他的学业导师王国余说。

“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学生，他的思维能够在不

同东西之间穿梭交叉，实现升华创新。”几乎每一位

跟夏建平有过接触的老师都有此印象。2014 年，夏

建平正在思考“基于金属圆柱结构的声聚焦效应”这

篇论文的创新点。此时发生的马航 MH370 事件吸

引了他的关注，他开始琢磨“声聚焦”能否用于黑匣

子探测。在浏览超声波治疗肿瘤相关知识时，他发

现超声聚焦的对象是整个肿瘤病灶，杀死癌细胞的

同时对正常细胞也会造成损伤。“我当时就想，是不

是可以利用聚焦效应，根据正常细胞与癌细胞对声

波的不同反应，对癌细胞进行精准杀灭，从而在细胞

水平上对肿瘤进行治疗。”夏建平敏锐地捕捉到这一

前人没有研究过的领域，进行了基础理论研究，并与

同济大学联系开展了相关的实验论证，成就了他的

第二篇高水平论文。

“论文无需任何修改就可以直接发表，如此简

单的模型竟能做出这么好的效果。”这封凌晨 2 点

来自美国的邮件让夏建平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他

第一次在声学领域得到国际同行的肯定。夏建平

在科研的道路上尝到了甜头，找到了乐趣，并“一

发不可收拾”，继前两篇 SCI 论文之后，他的第三篇

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 SCI 二区源刊论文随即问

世。此外，他还有 3 项技术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主持并结题 3 项大学生科研项目，其中一项为国家

级创新项目。

四月的江大，春意盎然，转眼间，毕业季已悄然

到来。今年，夏建平已经大四了，醉心科研的他选择

了留校读研。“我开始尝试‘声量子拓扑效应’的研

究，这是一个我之前从未涉足的领域，我想在这个领

域也能有我们江大的声音！”这位普通的农家男孩，

在科研的道路上焕发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光彩，并还

将在这条道路上快乐地继续走下去。

夏建平：从科研“小白”到“学术牛人”
文·通讯员 吴先琳 邹仁英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民族强。

由于自然、历史、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我

国东部和中西部教育差距较大。“中西部学生上一流

大学的机会少”“西部有些地区没有普通高中”“有的

地方是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不仅长期制约了

中西部地区人才队伍的发展，还影响了地方经济发

展与改革事业。不解决这些问题，补齐中西部教育

“短板”就无从谈起。

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吹风会上，教育部

部长助理陈舜表示，针对中西部教育差距，根据国家

“十三五”规划纲要，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发改委等有

关部门研究起草了一个兜底规划——《关于加快中

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了 150项具体的项目和工程，确保经过几年的努力，

使中西部最差的地方最差的学校都达到基本的办学

标准。

150项兜底举措补齐中西部教育“短板”

“最差的地方最差的学校”将变成啥样

教育发展事关人才培养、就业创新和公平正

义。为了扩大中西部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

会，《意见》指出支持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在

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 14个省份，各重点支持建设

一所高校，同时继续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和支援中西部地区

招生协作计划，扩大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农村招

生规模。

其实，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贵州大学校长郑强

就联合一些高校校长向教育部写报告，呼吁加大对中

西部高等教育的倾斜，在中西部增设教育部直属高

校。“经济发展必须跟教育发展同步，教育发展跟不上

的弊端短期看不出来，但是以后爆发出来问题就会很

大。”郑强说。他表示，由于东西部教育的发展不均

——高等教育——
14个省份各建一所教育部直属高校

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等因素，

有 的 地 区 没 有 普 通 高 中 ，有 的 家 庭 上 高 中 负 担

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该如何普及高中阶段教

育？陈舜表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国家“十三

五”确定的目标，到 2020 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要

超过 90%。

目前中西部的高中有 700所左右在乡镇，有 300

所左右在城乡结合部。“这 1000 所普通高中是整个

普通高中阶段的底部，要通过改善这 1000所普通高

中的办学条件，配强这 1000 所普通高中的师资力

量，提升这 1000 所普通高中的办学水平。”陈舜说。

对于目前没有普通高中的县，要因地制宜，采取新建

改扩建，联办或合办一批高中，通过选派优秀校长教

师优先到乡村高中任教。

——高中教育——
办好1000所乡村高中 4年后毛入学率超90%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职业高中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德国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经常被

公众称道。陈舜说：“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由两部分组

成，一是普通高中，二是中职学校。”要发挥职业教育

在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职业院

校办学能力。推广现代学徒制，推行校企联合，强化

实习实训，增强实践和就业创业能力，为承接东部地

区产业转移创造条件。陈舜表示，“今后几年要进一

步提升中西部中职学校办学能力，确保孩子在完成

义务教育以后，未上普通高中的都能够进入中职学

校学习，学到一技之长，为进入社会工作奠定一个好

的基础。”

进一步完善中职学校生均经费标准，逐步分类

推进中职教育免除学杂费。推广“9+3”免费中职教

育模式。“在实施中职免费的同时，对建档立卡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这样，

不管是普通高中还是中职学校的学生都能够得到免

费和资助，减轻家庭的负担。”陈舜说。

不上普高的都能在中职学到一技之长

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中西部农村地区很多

教学点，条件都非常艰苦，有不少地方是一个老师、

一个学生。如何办好这类被称为“最孤独”的小规模

学校呢？

陈舜告诉记者，不足100个学生的学校通常被称

为教学点，办好这些教学点，是兜住整个教育底部的

关键。我国在中西部有大量的小规模学校，到去年底

中西部教学点有9万个左右，在这些教学点读书的孩

子有400万左右，量大面广。所以这次《意见》提出了

多方面的措施。一是合理布局，办好必要的教学点，

满足偏远地区的孩子就近上学的需要。二是完善标

准，即便是小规模的学校和教学点，也要根据国家的

基本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办学标准，按标准办

学。三要配齐资源，根据制定的标准，按照“缺什么、

补什么”的原则，把资源配足。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措施就是要实现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全覆盖。四是开

齐课程，小规模学校最大的问题是音体美教师很难配

齐，这一次明确提出来都要开齐全国家规定的课程，

关键的措施是中心校和这些教学点统一管理，统一安

排老师、统一编排课程、统一教学进度。五是保证质

量。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确保这些教学点的教学质

量跟常规学校是一样的。

——基础教育——
5项举措办好“最孤独”教学点

目前，大班额（班级人数 46人以上）是各地城镇

学校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提高教育质量所急需解决

的问题。相较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中

小学教育大班额现象尤其严重。据2013年教育事业

统计，全国小学 56人以上大班额比例为 13.3%，其中

城区为 21.2%，中部地区小学大班额比例较高，为

16.8%，中部城区最高达 32.1%。全国初中 56人及以

上大班额比例为 24.6%，中部地区初中大班额比例较

为严重，为 31.2%。大班额有两个负面影响，一是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二是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 2018年基本解决县

城和乡镇学校超大班额问题。按标准配置教学设施

和教师。改善寄宿制学校教学、图书、就餐、取暖等

条件，加快消除“大通铺”现象。

两年内消除“超大班”现象

清华大学举办
第七届博士后创新讲坛

科技日报讯（记者许茜）近日，清华大学举办第七

届清华大学博士后创新讲坛。会上颁发了“清华大学

杰出博士后校友奖”，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周济教授和电

机系梅生伟教授获此荣誉称号。讲坛还进行了 2016

年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表彰活动，今年共有 11位在站

博士后获此称号。此外，现场同时启动了“清华博士

后”官方微信，为校友交流搭建合作平台。

据悉，自 1985 年建站以来，清华博士后已走过了

31个春秋，流动站数量从最初的 7个，发展到目前的 48

个，所涉及学科从单一工程学科开拓到目前覆盖全部

理工科一级学科，以及文、史、哲、经济、管理等多学科

领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姜胜耀介绍，截至

目前，清华博士后校友中有 37 人入选国家长江学者，

国家自认科学基金获得者 59位。

机械工业人才
培养工程在京举办

科技日报讯 （记者蒋秀娟）近日，“中国制造 2025

机械工业质量提升人才培养工程”项目在北京正式启

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杨学桐表示，作

为行业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工作，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联合数控多轴培训联盟等行业组织、大专院校、研究

院所和各类企业启动该工程，将制定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相关的社团标准和培训教材，为高档数控机床、工

业机器人及关键部件、智能装备制造培养技术和技能

人才，大力支撑中国制造 2025的实施。

人才培养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徐斌介绍，人才培

养工程将采用开放式体系，先行制订数控加工、3D 打

印、机器人、互联网与云服务等标准，逐步建立机械行

业人才培养各环节通用的培训标准。未来人才培养工

程将重点加强以下几方面：培养国家级行业人才、建设

机械行业信息化平台、建立学员终身培养机制。

■资讯

4月 29日，英国皇家化学会戴维博士在为小学生
进行化学实验演示，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体验化学的
神奇之处。当日，北京市东城区景泰小学举办了

“2016第一季科技创客嘉年华”大型科普教育活动，吸
引了全校千余师生的参与。 新华社发（周良摄）

小学校园“科技创客嘉年华”

5月 1 日，贵州省江口县高考生以拔河形式解压
迎高考。2016 年高考临近，贵州省江口中学为高三
年级 19 个班 900 多名学生举行拔河比赛，让考生通
过游戏比赛方式放松心情，以自信、乐观的心态迎接
高考。 王立信摄

拔河解压迎高考

衡，西部培养出来的很多优秀学生因为当地没有好的

大学，而选择“外流”，毕业后多数选择留在经济相对

发达的地方发展。“这就导致西部人才流失，经济发展

更不均衡，周而复始，矛盾就会更加突出。”

目前，全国还有包括贵州、江西、河北、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等在内的 14个省份，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

高校。没有教育部直属大学就无法获得中央财政支

持，这就意味着中西部高校的发展要全靠地方财

政。“这对这些高校不公平！改革红利应该更多惠及

西部。”业内专家表示。

CFPCFP供图供图

首届大学生厕所
创意大赛获奖作品揭晓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冠）现在厕所应用的仍是

200 年前以抽水马桶和排水管网为基础的传统技术，

高耗能、环境污染成为 21世纪“厕所革命”亟待解决的

问题。日前，首届大学生厕所创意大赛在京落下帷幕，

评选出 22 组获奖方案，其中一等奖空缺，二等奖 5 名，

三等奖 8名，优秀奖 9名。

“在我看来，厕所可不只是马桶。”二等奖获得者李

泽晖向科技日报记者描述“整合了七项专利技术”的厕

所创意：利用超疏水马桶内壁、纳米银马桶外壁打造一

个抑菌性并自产电能的坐便器；来自 500到 50000户人

家的尿粪通过负压管道进入社区地下污水处理系统，

厌氧氧化技术将污水中的有机物转化为电能，膜蒸馏

技术分离出直饮水，另一些回收水用于冲马桶和社区

景观灌溉……

大赛组委会主席、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李子富说：

“希望通过这种开放性的竞赛，唤醒大学生的创新意

识、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将创新的种子播散到大学生

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