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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胡欣红

大学奇葩作业又出新花样。

近日，某高校新媒体课程教师给学生布

置考试作业，要求每个小组运营账号粉丝要

达到5万、每人变现3000元钱，才能达到期

末考试成绩及格线。有学生表示，现在大家

天天操心怎么涨粉变现，才能不挂科。

“这个作业老师自己能完成吗？”“流量

思维进校园了？”“真的为选这门课的学生

们捏了把汗。”……消息一传出，网络上一

片质疑的声音。

光说不干假把式。既然是新媒体课

程，除了理论学习之外，当然应该尽可能付

诸实践。教师要求学生分小组运营新媒体

账号，引导学生亲身感受个中甘苦，为以后

走上工作岗位积累宝贵经验，这样的初衷

值得肯定。与平时记笔记、考前抱佛脚相

比，这种有机结合课程特色、富有创意的实

践性考查，令人眼前一亮。但是，要求新媒

体账号涨粉5万、每人变现3000元钱，未免

就有些过了。

现在的新媒体早就不是当初疯狂生长

的时期，涨粉盈利是资本、平台、内容、市场

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下很多缺乏

特色的新媒体，大多是在惨淡经营，生存都

成了问题，涨粉盈利只是美好的想象而

已。大学生做新媒体，有成功的案例，但想

要脱颖而出，实为不易。

要求学生运营的账号涨粉5万、每人变

现3000元钱，如果只是一个期望目标，目的

在于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最后评判时会

随机变化，或许情有可原。倘若教师是认

真的，设定如此不切实际的标准会让人怀

疑教师本人恐怕不懂新媒体运营。以己之

昏昏，怎能使人昭昭？

换言之，新媒体课程要求大学生运营

账号，学以致用、重在参与才是其合理定

位，不应该制定正常情况下几乎难以企及

的及格线。当然，既然是考试作业，如果没

有评判标准，只是让学生“玩玩”，极易流于

形式，这就涉及了深层次的考试评价问

题。与传统的纸笔考试相比，实践性考试

固然可以摆脱“标准答案”的束缚，但也不

能任性而为。

万变不离其宗。根据课程特点“量身

定制”标准理应是实践性考试的基本评判

原则。在这方面，许多教师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尝试。比如，广告专业课教师要求卖

拖鞋，期末成绩按销量打分；古代文学课

教师要求把336卷纪传体《明史》重新整合

成编年体；古代汉语课教师要求用形状复

杂的小篆抄写《说文解字》。

新闻学也好，传播学也罢，甚至是广告

学，主要课程都是如何制作内容，市场运作

则牵涉资本运营等诸多不可控因素，不宜

无风起浪，过度要求。鉴于新媒体运营的

特点，笔者建议不必设置涨粉变现的统一标准，可以将每

个账号涨粉变现量做个排列，按照一定的百分比设置优

秀、良好、一般和较差几个等级。学生为了能获得较好的

等级，自然会使出浑身解数。

近年来，高校各种奇葩作业层出不穷，有的令人拍案

叫绝，有的则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

原因不一而足，而对于创新的“度”的把握，无疑是一大关

键。一言以蔽之，创新固然可贵，但不能脱离实际，为了

创新而“创新”，那就会偏离主题，乃至荒腔走板，令人哭

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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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丹丹

一大早，宛晴就来到了浙江工商

大学师生之家办事大厅，这天是他的

入职日。从递交材料，到拿到教师校

园卡，他只用了30多分钟。“比我想

象的方便多了，一站式都能办好。”

宛晴对他的新工作充满了期待。

今年秋季开学，浙商大师生之家

校园MIX智慧综合体正式运行，办

事大厅分为服务岛和创新岛两大区

块，目前入驻14个部门，集中提供校

务服务事项120余项，自助服务130

余项。“师生之家已经成为学校推进

‘整体智治’，建设数字高校的重要窗

口。”浙商大副校长金杨华介绍。

看到“看不到的”：
师生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以前，新教师入职要走13个部

门盖13个章。”浙商大数字化办公室

主任徐斌说，根据今年的最新统计，

新教师办理入职的平均用时是30多

分钟。时间上的飞速跨越，背后是学

校整合各部门数据，搭建起的“师生

一件事”智慧服务体系作为支撑。

今年，浙商大将完成消息中心、

资讯中心、大数据仓系统等基础架构

建设，打通校内关键业务系统，实现

教工考核免填表功能。“教师评职称

只需要登录‘我的商大’App，确认

自己的信息即可申报。”徐斌向记者

演示了教师职称申报的过程，个人工

作经历、发表论文情况、教学成果等

一目了然。

浙商大秉承“师生一件事”思路，

建立高校中心数据库，让数据跑起

来，将师生常用场景一次性设计，提

升数据分析及挖掘水平。“就像修马

路的时候，挖开路面后，水管和煤气

管线路一次性设计好，省得以后反复

挖开马路。”徐斌用这个比喻，生动解

释了学校数字化改革如何跨场景。

对很多大学生来说，找自习室是

一件看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

易的事情。“以前，我找自习室都是走

到教学楼，一间间教室地找。最头疼

的是，刚坐下，这间教室有课，又要换

地方。”法学系大三学生李海蔚的困

扰，很多学生都遇到过。

“现在我去自习室之前，打开‘我

的商大’App，哪间教室有位置，哪

间教室下节课要上课，一目了然。”李

海蔚笑称自己实现了“自习室自由”。

“这个操作很简单，只要将学校

课表系统的数据和教室监控数据进

行联通，就能得到一个座位指数，供

学生参考。”学校数字化办公室副主

任周峰程介绍，学校还将教室空座率

进行不同等级划分，不仅能帮助学生

准确找到自习室，还可以帮助学校优

化管理，减少能源消耗。看似简单的

一个举措，实则一举两得。

想到“想不到的”：
党建、服务两手抓

中共一大会址、井冈山博物馆、西

柏坡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走进VR智慧党建展厅，这些红色教

育纪念馆的全景影像映入眼帘。在

这里，师生们不需要走出校门就能感

受到身临其境的红色教育，而这背后

是一套新时代智慧党建学习系统在

支撑。

“很多学生党支部会在这里上党

课，学党史。数字化的全景呈现，让

学生们身临其境地学习，感受会更加

深刻。”令浙商大组织部部长袁金祥

没想到的是，一次“无心插柳”的尝

试，让浙商大的党建数字化建设进入

快车道。

党建数字化是浙商大数字化改

革的一个场景体现。按照浙商大“十

四五”时期数字高校建设规划，学校

将构建起学生成长、教师发展、综合

治理、校友服务等四大跨场景应用服

务体系。按照“一事一库一图一生

态”框架，学校基本打通校内各业务

系统，夯实线上、线下、掌上、自助“四

位一体”服务架构。

在浙商大，实体校园卡已经成为

“纪念品”。师生们打开“我的商大”

App，在首页点击“校园码”即可出

示二维码扫码使用，还可以摇一摇手

机快速亮码。“校园码”除了能用于食

堂等地刷卡消费，还能作为师生入校

码、宿舍楼宇门禁码，一码通用、一码

通行。

“服务师生无小事，我们要将‘以

师生为中心’作为所有工作的出发

点，推进党员活动与服务师生阵地的

一体化规划、一体化建设、一体化发

展。”开学第一天，学校党委书记陈柳

裕来到师生之家，在这里他特别强调

了服务师生。

做到“做不到的”：
校园治理既有“硬度”，又有“温度”

浙商大的校园管理数据库有一

个特别的名字叫“商大驾驶舱”，在这

块大屏幕上，涵盖了学校人才培养、

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教师

发展、社会服务和校友工作等内容，

整个学校的“家底”都能一键查询。

“在‘一事’和‘一库’的基础上，

我们探索深度挖掘数据在学校纵向

治理的潜力。”徐斌将此概括为“一

图”。这张图既有反映校情的静态数

据，又可展示目前疫苗接种人数、疫

情防控水平实时指数等，数据相互连

接，呈现出某种趋势，为校园治理提

供决策依据。

学校的治理离不开学生的参与，

在今年的“校长有约”校园提案大赛

上，有半数以上的学生提案与数字高

校建设相关。“学校如果实现灯具的

自动开关与调光，全年的能耗相较传

统照明系统会下降20%~30%。”通

过几个月的调研，王玥欢和她的团队

成员发现，校园路灯存在分布不均

衡、照度不达标、灯光入射角不合理

等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建议。

“校园治理要关注学生切身需

求，成为一条学生能办事、能说事、能

遇到良师益友，建设服务学生学习与

生活的完整链条。”浙商大校长郁建

兴十分强调人才培养。他认为这是

学校最核心的使命，“只有把校园提

案做实，学生才有一个民主参与的渠

道，学生的主体地位才能显示出来”。

今年，浙商大将迎来建校110周

年庆典。为更好整合校友资源，让校

庆既有“硬度”，又有“温度”，学校也在

数字化方面动了脑筋。开发了校友一

码通，当校友进校的那一刻，就能将此

时他所在班级一共有多少校友在校园

里的信息，推送到他的手机上。

“通过数字化改革和数字高校建

设，对学校治理体系、业务流程、方法手

段等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构建纵

向分布式智治体系，不仅提高了学校

‘整体智治’水平，还推动了跨部门流

程再造、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提高了

学校的整体性、协同性和高效性。”金

杨华说，这就是师生常说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促进数据集成汇聚和分布下

沉双向流动，形成系统综合提升和场

景分布创新的迭代演化体系，是探索

创新型未来大学的新形态”。

□本报通讯员 程振伟

“哥哥姐姐说，QQ密码最好不

要用自己的生日等身份性很强的信

息，否则容易被盗。”近日，在社区活

动室里听完网络安全宣讲后，杭州市

建兴小学的何同学显得意犹未尽。

给大家带来宣讲的，是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护网红

侠客”的小分队。“‘红侠客’是学院围

绕净网行动和护网行动打造的以学

生为主的志愿者组织。近年来，网络

诈骗严重危害了群众利益，‘红侠客’

聚焦网络反诈骗，做了不少工作。”杭

电网安学院党委副书记苏晶介绍，这

也是学院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的一大抓手。

分析“战情” 有的放矢
红侠客团队由调研组、宣讲队、

宣传组、应急组等组成。今年暑假，

在宣讲队开展活动前，调研组先面向

社会做了一次调查。“结果还是挺让

人担心的。”杭电网安学院团委书记

徐诚说。

在2231份回收的调查问卷中，

100%的人电话号码曾被泄露，

72.73%的人对网络信息安全与法律

保护的教育只是偶尔接触，71.72%

的人表示遭遇过个人信息泄露事

件。“显然，现代人对网络信息安全

存有疑虑，网络安全知识特别是法

律常识也存在不足。”调研组组长曹

雅淇说。

而最让人担心的是，大家对反诈

骗知识技能的了解存在严重的不

足。在设置密码复杂程度的问题上，

54.55%的人回答了“普通”，而对于

“您设置的网上账号密码与个人信息

的相关性”这一问题，“相关性强”的

回答高达22%。同时，全部调查对

象都表示没有定期更改密码的习惯。

“对于最基本的网上安全技能，

许多人没那么重视。但其实目前没

有被诈骗，不等于将来就没有风险。”

曹雅淇表示，好在情况正在改变，在

“如果您身边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教

育，您是否会去参加”的问题上，

54.55%的人选择了“会”。

四处宣讲 绷紧“防”弦
对公众而言，网络诈骗最能让人体

会切肤之痛。“所谓的‘网络诈骗’，不管

技法多么高明，说白了都是对人性弱

点的精准打击。”在杭电保卫处副处长

马化龙看来，不管诈骗技法多么高明，

“绷紧弦”就可以“以一招应万招”。

在学院网络安全专家团队技术

指导和学校保卫处大数据支援下，

“红侠客”走上了反诈骗宣讲之路。

每逢暑假，几乎所有省份都有“红

侠客”宣讲队的身影。“以前大家认为

少年儿童和防诈骗没啥关系。其实无

论从实用还是意识角度，防诈骗从娃

娃抓起，都是讲得通的。现在的小学

生各个网络平台都玩得很溜，当然他

们对新知识的接受也快。我们觉得，

在社区对儿童进行宣讲效果最好，而

且这是一项管长远的事情。”“红侠客”

暑假宣讲项目负责人聂祖陪表示，仅

暑假宣讲场次就超过了3000场。

线下宣讲有其面对面好沟通的

长处，线上宣讲则有覆盖面广的优

势。“红侠客”的网上战队，也把反诈

骗的声音传向全国各地。不久前，杭

电网安学院学生王文康就在网上开

讲了。王文康本身是个小有名气的

“网红”，在全国高校里有着相当数量

的粉丝，直播的消息一传开，近万名

粉丝都“拿着小板凳”来到屏幕前。

“他们没想到我是学网络安全的，专

业性加上我诙谐的语言风格，效果还

挺好。”王文康说。

苦学本领 “道”高一丈
网络安全专业的学生，投身反诈

骗公益事业，当然也有专业技术的加

持。日前，“红侠客”对上百家公司的

网站系统进行渗透测试，并拿出了报

告。“一些公司的网络系统还是有安

全隐患的，如果被专业黑客盯住会很

麻烦。”聂祖陪表示，他们带着公益立

场，帮助企业、单位升级安全系统，也

是在为全社会反诈骗事业做基础性

工作。

“红侠客”中的一部分人也叫“白

帽黑客”，他们从事网络安全技术防

护。近年来，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

穷，诈骗者的技术辅助也越来越高

明。而“红侠客”正是要做“道高一

丈”的护网战士。

“我们常常会参加社会上各种权

威的网络安全技能大赛，在实战中不

断升级自己的网络安全能力，出去宣

讲时，特别是面对青少年和社会精英

人士，我们会把理论和技术结合起

来，讲出诈骗背后的技术含量，这样

的话安全教育的效果会好得多。”在

2020年“西湖论剑”网络安全技能大

赛中获奖的杭电0RAYS战队成员

邬时坚同学表示。

“学以致用，心怀民生，将网络安

全专业学习与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护

网行动紧密结合，有行动有实效，‘红

侠客’义不容辞。”杭电网安学院院长

赵治栋如是说。

经过一个多月的设计和布置，宁波财经学院艺
术设计学院70余名大一学生将慈溪市庵东镇宏兴
村公园打造成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景点。据了解，
这是学校“思维训练”课程的一次大作业。课程指
导教师把课堂搬到学校附近的宏兴村，旨在为学生
搭建一个与村干部、村民对话交流的平台，让他们
走进乡村，感知生活，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和认同
乡村振兴战略，为未来开展设计项目打下基础。

（本报通讯员 王轶群 裴秀颖 摄）

浙纺服职院：
建设“校园5G专网”

本报讯（通讯员 王国海）日前，宁波移动公司与浙江纺织

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签订了“校园5G专网”合作协议，这标志着

“校园5G专网”落地浙纺服职院。

“通过‘校园5G专网’，师生可以在宁波全市范围内，使用

移动5G手机直接进入校园内网，实现公网和校园内网的无感

知切换。”该院信息技术中心总工程师王涛介绍。

据了解，校园内网是师生校园生活的刚需。此前，用户需要

在办公室、宿舍、图书馆使用校园有线宽带，或者用校内WiFi

验证才能登录内网，不仅使用地点受限，网速也受接入用户数影

响。出了学校，用户只能通过VPN拨号，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和

安全性问题，大大影响师生们日常内网使用效率。

根据师生的需求，学校与宁波移动公司合作，实现公网内网

“融合”，无需传统VPN拨号操作，打造真正便捷、高效的上网体

验。“师生能随时随地用5G手机登录内网平台，通过内网进行

选课、查学分、提交作业、查询教学信息等，方便很多。”王涛为大

家进行了演示。

“2019年，学校成为宁波市首批5G信号全覆盖的高校之

一。今年，学校牵头的国家纺织品设计数字化专业教学资源库

通过教育部验收，现代纺织和时尚服装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列入

国家职业教育基地项目。”该院院长郑卫东表示，随着数字化技

术的加速迭代和场景需求快速扩展，跨场景、即时性的教育教学

场景越来越多，各应用系统平台积累的数据规模越来越庞大，师

生对数字通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校园5G专网”充分发挥5G

低时延、广联接、运维便利等特点，将全面大幅度提升校园数字

化应用水平，为校园“时尚”插上数字化的翅膀。

小事做精 大事做深
浙江工商大学搭建“四位一体”数字高校

杭电“红侠客”为反诈骗四处出击

用艺术扮靓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