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2020 年 7 月 6 日 星期一

责编：金培满 创意 ：刘 凤 质检 ：徐 杰

天下·连载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投稿邮箱：xywbnews@126.com

552244

张居正心里清楚， 这种局面的取
得，是李太后与小皇上对他言听计从的
结果。 “内阁每有一议，皇上即下一旨”，
这种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乃是万历新
政得以展布的稳固基石。随着时间的推
移以及富国强兵的梦想甫见端倪，张居
正初登首辅高位的戒慎之心不但没有

松弛，反而更加强烈了。 历史上功亏一
篑的前车之鉴太多。眼下的局势虽然对
他有利，明剑没有了，但暗箭随处都是。
此情之下，他不敢稍有疏忽，正是有这
种警惕心与紧迫感，年三十他也在家待

不住，仍想着要到内阁走走。
因今日只是巡视而无实际的事儿，

张居正在路上便是从容不迫，待到内阁
院子里落轿时，已过了巳时。 他刚走进
内阁，忽见吕调阳对面的一间值房门已
开启，那是新增补的内阁辅臣张四维的
值房。 说到张四维入阁，这里头还有一
段故事：戚继光告御状不几天，李太后
曾召见玉娘，两人说闲话时谈及张居正
为国事操劳恨无分身之术， 李太后当时
就让容儿传她的懿旨， 让张居正再挑一
两个辅臣，随他入阁办事。 张居正得到这
道旨意， 内心感谢李太后与小皇上对他
的关心，但在推荐辅臣的人选上，他却颇
费踌躇。 他心中有三个人选，一个是詹事
府詹事申辅时，一个是礼部左侍郎许国，
还有一个就是礼部尚书张四维， 这三个
人都在他为小皇上精心挑选的六个经筵

讲师之中。 这三个人， 申辅时是状元出
身，学问道德都为仕林推重；许国资历稍
浅，却也是有着经邦济世的实际才干；至
于张四维，论资历三个人中数他最老，嘉
靖三十八年考中进士后， 从知县做到巡
抚，臬台、藩台都干过，当封疆大吏时很
有政声。 去年，张居正推荐他出任礼部尚
书一职，原也存了让他入阁的意思。 但他

在礼部尚书任上一年多来， 所作所为却
有张居正不甚满意之处。 最不满的是两
件事情：第一，今年的会试，张居正的大
儿子敬修与二儿子嗣修二人参加， 敬修
虽然榜上有名，名次却在八十名开外，更
惨的是，嗣修还怆然落榜。 虽然事前张居
正就会试事一再叮嘱张四维要秉公持

正， 但到头来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这般
狼狈，心里头还是很不舒服。 其实张四维
一直有心照拂， 但惮于张居正防微慎独
的做人风格，他不敢冒这个险。 但他看准
了张居正不喜欢江西举子汤显祖恃才傲

物的张狂劲儿， 硬是把他做出的一张花
团锦簇的试卷扔进了废纸篓， 让这位志
在必得的大才子落魄离京。 尽管这一处
置本意是为了讨张居正的欢心， 而不惜
招来非议，但张居正仍不领这个人情；第
二，张居正不止一次听人说过，张四维为
了能早日入阁， 还走通了冯保与武清伯
李伟两人的门路，大肆向他们行贿送礼。
张四维是山西蒲州人， 祖上经营盐业而
积下巨额财富，他根本用不着贪墨，家中
自有大把的银子供他打通关节。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 他差不多已将
提拔张四维的念头打消了。 但是，“棉衣
事件”发生后，这件事又有了新的变化。

戚继光御前告状之后， 第一个感到紧张
的还不是武清伯李伟， 而是蓟辽总督王
崇古。 在当朝那些以文驭武的进士出身
的总督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当数谭纶、
殷正茂与王崇古三人。 当初杨博由兵部
尚书改任吏部尚书， 到底该由谁来接替
他。 张居正一时委决不下，最后，他想出
一个折中方案，让谭纶担任兵部尚书，而
让王崇古挂兵部尚书衔领蓟辽总督一

职，殷正茂挂左都御史衔仍领两广总督。
这样，论级别三人都是二品大员。 不同
的是，谭纶坐的是实职，总揽全国军事，
实际权力大过王崇古与殷正茂。如此安
排，三人都皆大欢喜，因为谭纶年纪最
大，他一旦致仕，第一个有资格接任兵
部尚书一职的，就数他王崇古。 但异数
难料， 眼瞧着王崇古可以顺利接班，谁
知“棉衣事件 ”突然爆发———这场悲剧

的起因，就在于王崇古把这笔制作棉衣
的生意当做人情送给了武清伯李伟。

事出之后，王崇古急得像热锅上的
蚂蚁，他想上本子辩解，但数次提笔又
不知如何敷陈。尽管这笔生
意是李伟主动跑上门来要

去的，但自己又怎敢把这责
任一股脑儿推给他。

熊召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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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公布高考期间 4种常见骗术

@考生家长 注意！ 谨防上当受骗
“高考乱判卷”谣言

只为博关注
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前后，总

有人炒作某地高考阅卷工作极不

严肃，阅卷教师甚至不管对错，乱
打分。事实证明，发布这些帖子的
人往往是为博取关注， 还有的是
部分高考成绩落差较大或考试不

理想的考生和家长武断地认为是

阅卷出了问题，胡乱猜测。
2019 年高考前 ， 一篇题为

《惊人！ 中国高考判卷内幕，寒心
啊！ 》的文章在网上热传。 该文作
者自称是 “山西某中学教师”，参
与过高考阅卷。 在阅卷过程中发
现，有一些阅卷老师为了赶进度，
不管对错随意批改， 而且复核者
也未发现问题， 甚至出现了“20
分题被给 0 分”的极端情况。文章
最后得出结论：“高考考生能否顺
利过关， 不完全决定于学习成绩
和答题水平， 在很大程度上还取
决于考生的运气、 阅卷老师的心
情。 ”此文涉及高考内容，吸引眼
球，在网上流传至少已经超过 10
年，内容严重失实。由于内容过于
“惊世骇俗”， 每年高考之后总会
被好事之徒拿出来传播 。 2019
年， 教育部官网在盘点高考谣言
时已对该文进行过专门辟谣。

【提醒】
高考阅卷是非常严肃的工

作。现行的高考“网上评卷”模式，
从制度设计到实际操作充分体现

客观公正，评卷教师要过资格、培
训、考核、试评“四关”才能参加阅
卷。 评卷系统还制定了严格的评
卷质量监控体系， 对评卷质量进
行全程跟踪、实时监控和分析，及
时预警和提示等， 确保出现问题
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

（据《北京青年报》）

“神押题”骗钱还套取信息
每年都会有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

或交流群中兜售所谓“高考真题”“绝密
答案 ”等 ，标榜 “准确率极高 ”“违约退
款”等诱惑信息，并以“预付订金”等名
义要求用户先付款。有的不法分子声称
可以花钱雇用“枪手”替考，还有的借传
送“样题试卷”的名义向用户电脑或手
机发送病毒，套取用户信息。

2019 年 6 月 12 日，山东济南警方
破获一起网络售卖高考押题试卷骗取

考生家长钱财的案件。 据民警介绍，数
万元一套的高考押题试卷，其实是嫌疑
人李某花几百元从书店和网上买来的

普通考试试卷。李某利用家长想提高孩
子高考成绩的急切心理，冒充某知名辅
导机构负责人向家长兜售所谓“高考押
题试卷”， 骗取多位家长钱财共计十余
万元。 2019 年 7 月，红星新闻报道一名
在校大学生高考当“枪手”被判刑期 4
年 6 个月。

【提醒】
高考试题属于国家绝密级材料，其

保管和运送都有严格的管理措施，所有
接触试卷的人员都实行封闭式管理 。
广大考生及家长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不
要相信那些能提前拿到高考真题或答

案的言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明确，对在
高考、研究生考试以及司法考试等四大
类“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
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不存在的“内部指标”
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考生和家长不熟

悉高考相关招生政策实施诈骗。 有的声
称不用看分数，只要花钱就能搞定；有的
吹嘘自己可以弄到某某大学定向招生计

划 ，保证录取 ，公开叫价 ，收取高额 “定
向费”。

李某在朋友交往中得知，高某的独子
即将参加高考，遂告知对方，其舅舅在北
京一知名高校任教授，可通过“内部指标”
帮孩子上大学。高某孩子的高考成绩出来
后，分数只能上三类本科院校。 心有不甘
的高某找到李某求助，并根据对方要求支
付了 15 万元“活动”经费。 高某也拿到了
李某带来的录取通知书，但与此前承诺不
同的是，通知书上的录取学校是一所并不
知名的学院。对此，李某解释称，孩子只是
暂时先在该学院军训，结束后就可以转入
之前所说的名校读书。然而，军训结束后，
孩子仍然在这所不知名学院读书， 同时，
高某还了解到，这家学院与李某声称的知
名高校更是没有任何关联。意识到被骗的
高某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最终，李某被
法院认定为实施诈骗罪并被判刑，但此时
距高校开学已过去数月，其他落榜考生也
早已开始复读。

【提醒】
高考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

经过 40 多年不断改进完善， 我国已经建
立起了一整套科学规范、监督有力、公平
公正的考试招生体制机制。高考招生录取
工作都是在网上进行，并严格执行已公布
的招生计划，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
标”，更不会向家长收取高额费用。

“杨雷雷”“刘明炜”
年年丢准考证
以往高考期间， 网上经常

流传某某考生准考证丢失的信

息。 广大网民看到后替考生着
急， 迅速在微信群内和朋友圈
转发， 短时间形成影响范围较
大的舆情。 有不法分子往往借
此虚构情景骗取网民同情 ，提
供虚假信息， 所留手机号多为
吸费音讯电话。 若有好心人按
照电话号码回拨， 并且按电话
提示音操作， 就可能掉入吸费
陷阱。

2019 年高考开考前夕 ，微
信群、朋友圈等网络平台流传着
一则虚假信息，声称“捡到一张
高考准考证，刘思宇，考点在实
验高中，请朋友们转发，让刘思宇
联系这个号码 1560633××××。一
定帮他群发一下，这孩子一家肯
定急死了。 扩散，扩散，别耽误
孩子高考！ ”从 2016 年的“白娅
倩”、2017 的 “杨雷雷”“孙超”
“党喜龙”、2018 年的 “刘明炜”
“刘明婷” 等同学到 2019 年的
“刘思宇”，年年丢失准考证，内
容如出一辙，套路依旧。

【提醒】
看到类似信息 ，建议先跟

考生所在中学或各省级招生

考试机构公布的举报电话联

系确认 。 在未经核实的情况
下 ，建议不做转发 ，更不要拨
打信息中的联系电话。而散布
谣言，编造虚假的险情 、疫情 、
灾情 、警情 ，在网络或者其他
媒体上传播 ，或明知是虚假信
息仍故意在网络或者其他媒

体上传播，都是违法行为。

“高考真题，先付订金违约退款”“内部指标保进一本”……
每年高考前后， 网上总会有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借高考之机炒
作一些虚假信息，误导考生和公众。 为此，教育部联合中央网信
办、 公安部等部门近日公布了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高考假新
闻、假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谨防上当受骗，同时希望各网
站不为谣言提供平台，网民也不信谣、不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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