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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记者28日获悉，针对湖南郴州
宜凤高速“6·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
事故，国务院27日下午已成立调查
组展开调查。

26日10时20分左右，湖南郴州
宜章县境内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道路
交通事故，造成35人死亡，13人受
伤。目前，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理等工
作正在有序进行，公安机关依法对驾
驶员和有关企业责任人等7人进行
了控制。

27日下午，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
湖南郴州宜凤高速“6·26”特别重大道
路交通事故调查组正式成立。由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牵头，监察部、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全国总工会、湖南省政府

负责人及有关部门人员和专家组成，
并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有关负责同
志参加事故调查。在国务院调查组成
立和全体会议上，组长、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副局长孙华山和其他调查组负责
同志讲了话，对事故调查及相关工作
进行了部署，提出了要求。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彻底查清
事故原因，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
任，给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一个交
代，给全社会一个交代。

会议要求，事故调查工作要严格
依法依规进行。要坚持“科学严谨、
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注重实效”的原
则，切实做到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
过、有关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

整改措施没有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
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要查清车、
路、人方面的情况。车辆方面，要鉴
定刹车制动和安全设施状况，查清车
辆为什么刹不住，车辆为什么起火燃
烧，燃烧后为什么安全门打不开等；
路的方面，要查清道路平纵线形设计
是否科学、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是否齐
全有效、安全防护设施设置是否合理
等；人的方面，要查明驾驶员证件考
试审验情况、日常道路交通违法情
况、安全教育培训情况等。在此基础
上，准确还原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要严格遵守调查纪律，规范调查行
为；要紧密配合，确保事故调查处理
工作有序顺利进行。 据新华社电

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尽管教
育行政部门年年要求不炒作“高考状
元”，但“状元”仍成为学校、教辅机
构、企业家争相追捧的“香饽饽”，庆
功宴、颁奖会、商业活动等“状元秀”
还是络绎不绝。一些企业、机构、学
校甚至“傍状元”来打广告、争人气、
提高知名度，谨防高考状元商业化、
明星化。

广东恩平高考状元被奖一套房
近日，广东省恩平市一考生以总

分620分成为该市2016年理科状元，
恩平市某地产公司奖给该考生一套
100多平方米的“状元房”，引起一片
哗然。

除了给高考“状元”赠送房产，近
年来，“敕封”高考“状元”、请“状元”
进行商业代言，让“状元”骑马游园为
景区造势等炒作类报道也频频见诸
报端。

事实上，每年在高三学生周围，
都充斥着各色“状元类”衍生商品：高
考状元笔记、状元房出租、状元保健
品、状元上过的教育机构和用过的电
子教辅商品……相关商品似乎搭上

“状元”这趟顺风车，就会不愁销路。
记者在互联网上搜索“高考状

元”，显示的相关网页，不乏“状元房”
“状元小区”“状元学校”等字眼；在网
络购物平台上，冠有“状元头衔”的状
元笔记、状元保健品、状元教材等产
品大卖；个别寺庙甚至有“状元香”

“状元符”“状元手链”……状元也从
一个教育产物，演变为一种拥有完整
利益链条的“状元经济”。

安徽省芜湖市一名中学老师汪
嫄嫄表示，高考状元在学习方面自有
独特之处，适当地对他们的学习策略
心得予以报道以激励来者，有可取之
处，“但过分地炒作高分学生，以功利
的态度来看待成绩，在利益驱动下过
度关注‘学霸’，不仅是社会的悲哀，也
是这些‘高考状元’的不能承受之重。”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
认为，每个高考状元都有自身的特点
和成长经历，借鉴其好的学习方法和
读书态度，对广大考生有积极意义。
状元经济喧嚣一时，如果炒作什么状
元用品，则是异化和扭曲，不可取。

“状元”异化成消费“符号”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

下知。”状元情结自古以来深植于国
人心中。高考状元商业化、明星化，
是一个严肃的社会课题。“状元经济”
破坏了社会心态，使得“状元”成为消

费“符号”，加剧了社会心态的浮躁。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

为，过分炒作高考状元会加深民众的
分数崇拜，对素质教育来说是恶性循
环。一些地方宣传时把“经”念歪了，
突出了“尖子”，忽视了“大多数”；突
出了学校名气，忽视了教育内涵；突
出了考试成绩，忽视了综合素质。

“‘高考状元’其实只是一次比较
重要考试的第一名，如此炒作容易使
部分高分考生产生浮躁心理，同时也
会在某种程度上更强化学校、学生和
家长‘状元情结’和‘唯分数论’，这就
与国家提倡的学生素质教育和全面
发展背道而驰。”夏学銮说。

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
学院副教授蔡斐认为，不能将“状元
热”完全归咎于媒体，“少部分媒体之
所以热衷炒作‘高考状元’‘学霸宿
舍’‘最牛班级’等新闻，在于很多社
会民众愿意追逐这些新闻以及背后
的信息，如这些‘状元’‘学霸’在哪个
学校的哪个尖子班。换句话说，读者
对优质教育资源有迫切的需求，是媒
体报道的原因和推动力。”

同时，不乏一些掌握优质教育资
源的学校，为了保持教育资源优势，

以便未来招收到更优质的生源、继续
做强做大等，也“默契”地迎合媒体、
企业进行高考状元“炒作”。

携手降温“状元经济”
黑龙江省教育厅近日要求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中、高考信息管
理，禁止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
除考生本人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
招生机构一律不准向其他任何单位
和个人提供考生报名信息。为防止
炒作状元，广东、江苏、福建等地考试
院还对高分考生成绩进行了屏蔽。

“商业利益需要捆绑社会关注
点，以期达到自我营销的目的。在利
益面前，高考状元如同明星，成为快
速消费品。在高考结束、暑假这样的
舆论关注期，对于企业来说有很大的
营销价值，营销成本很低。”蔡斐说。

政府主管部门、学校、社会应携
手降温“状元经济”。一方面，应完善
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体系，遏制“唯分
数论”的肤浅教育政绩观；另一方面，
应加快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
源的平衡布局，让民众无需再跟踪

“状元”背后的教育信息，减少此类新
闻的热度和需求。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调查组对宜凤高速“6·26”事故展开调查

查清车辆为何刹不住为何燃烧

炒作“高考状元”折射了什么

A股股民
谁走了谁还在？

2015年6月中旬，中国股市从上
证指数 5178 点深幅调整至今仍然

“低位运行”。一年间，记者跟踪采
访，发现A股的市场结构和投资者结
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借钱炒股规模锐减
从去年11月开始，融资保证金

比例从原来不得低于50%调高至不得
低于100%：目前新开仓融资和约的
杠杆水平，将由最高不超过2倍，降
低至最高不超过1倍。记者采访发
现，在2015年6月份股市急跌进入自
我修复调节之后，股民通过融资融券
借钱炒股规模锐减。

上海一家证券营业部负责人对
记者说，自从去年底券商融资杠杆下
调之后，股民非理性融资的现象就越
来越少了。今年股市曾出现过几次
小反弹，但股民借钱炒股的积极性已
不高。

但记者了解到，虽然股市“显性”
杠杆下降，一些场外配资依然存在，
并通过网络、电话等渠道进行宣传。
仅记者在搜索引擎上搜索“股票配
资”，就发现数十个互联网配资平台
依然存在，其中有的平台甚至还打着

“两部委推进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运营试点”的旗号，为股民
提供多至5倍杠杆的股票配资。

创业板仍存结构性泡沫
市场人士认为，A股在一定程度

上进行了“去泡沫”，但目前市场中创
业板、中小板股票或仍存在结构性泡
沫。与苹果、微软等美国高科技企业
股价猛涨但盈利也同样高增长不同，
中国创业板公司仍面临公司盈利远
不及市值暴涨的结构性泡沫。

记者统计发现，今年一季度，除
去温氏股份净利润超过30亿元，其
他创业板公司中市值超过500亿元
的四家公司，净利润总计只有6.5亿
元。同时，一季度净利润超过1亿元
的创业板公司仅有25家，不少市值
两三百亿元的创业板公司，盈利仅有
一两千万元。

除此之外，今年以来所有新发行
股票上市初期无一例外出现连续无
量涨停，不管是蓝筹股还是小盘股。

“小股民”比例达75%
“去杠杆”“去泡沫”与A股投资

者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有关系。虽然
小股民数量继续增加，但对市场影响
较大的高净值投资者却大量减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最新公
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5月末，其中
持股市值在10万元以下的“小股民”
占到所有持股股民比例高达 75%。
2015年5月末，这一比例为66%。

虽然“小股民”总数增加，但是对
市场影响力更大的“高净值”股民却
呈“缩水”趋势。其中持股市值在10
万元至 50 万元的股民人数下降最
多，减少139.9万人；持股500万元至
1000万元市值股票的股民锐减幅度
最大，一年里减少了44%；而持股市
值在1亿元以上的“超级大户”一年
里也减少了617人。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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