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对一辅导最高要价 4 万
女儿高考完开始睡觉、逛街、玩游戏，可

作为母亲，刘女士的神经又紧绷起来。 帮女儿
选大学和专业成了家里头等大事儿。 离成绩
公布还有几天， 但她研究报志愿已经有半个
多月， 根据女儿的估分她选中一些学校和专
业，但对能否稳妥录取还是一头雾水。

刘女士说， 和女儿同学家长交流时发
现，真正对报志愿“有谱”的家长寥寥无几，
“我们自己高考已 30 年多了，现在形势也与
以前大不同。 ”正因此，近几年，专门为刘女
士这样的家长排忧解难的高考报志愿服务
机构火了，他们收费不菲，从几百元到数千
元，甚至几万元，但仍被家长看做“救命稻
草”。

张先生女儿 2016 年参加高考，夫妻二人
工作太忙，于是张先生花了超过 4 万元找了
一对一辅导报考志愿的“专家”，根据女儿成
绩和喜好报考了北京一所学校的计算机专
业，被成功录取。 从考前联系到成功录取，短
短 1 个多月时间，4 万多元的花销不菲，但张
先生觉得自己省心又省事儿，也为女儿找到
了满意的学校和专业，这钱花的比较值，“术
业有专攻，这比我们自己盲目看半天有效。 ”
有了这样的先例， 刘女士觉得这钱不白花，
这几天正忙着咨询各家报考服务机构。

在北京海淀区一家报考服务机构， 客服
人员说一款售价为 898 元的“大数据库系统
卡”卖的很好，因依托当地教育考试院数据，
参考价值很高。“如果买了卡还是很不明白，
我建议你找我们的‘一对一’ 辅导教师来指

导。 报志愿其实是个个性化定制过程，老师经
验足，能为你量身筛选。 ”而这样的“一对一”
辅导当然价格不菲，3 年经验的老师要价
12800 元、15800 元不等，5 年经验的老师要
20000 元以上， 而几位有 10 年报考咨询经验
的老师最高则需 39800元。

尽管“一对一”辅导价格不菲，但老师供不
应求。一位正在接受两位来自天津家长咨询的
女老师称， 她目前已经接了 20 个左右考生，

“方案做不过来。要再接人，估计就不是现在这
个 12800元的价格了，得涨点儿。 ”据她介绍，
机构里最权威的老师现在接单价也已不再是
39800元，而是随着家长需求水涨船高。

据某机构客服人员介绍， 每年从 5 月份
开始咨询和预约老师人数就已增多，基本上
在高考前，知名老师就已经“满额”， 更令人
意外的是，报名预约的考生里竟然有 2018 年
参加高考的学生，“有家长准备特别早，做到
心里有数， 提前一年就和老师咨询， 定下目
标。 ”

线上报考“神器”鱼龙混杂
“天价”志愿填报咨询火爆，各类高考志

愿填报 APP 也成为流行的报考“神器”，受到
追捧。

一款名为“高考志愿君”的软件，页面显
示“七分成绩走 三分志愿拼”，宣传内容中一
再强调填报志愿的重要性， 并强调平台注重
大数据挖掘， 从海量高考数据全面分析。 此
外， 该软件还有一款专业测评职业指导的服
务，需花 18 元钱购买，声称通过全方位的心
理测试问题，测查考生兴趣、性格和能力等，
寻找相互匹配专业， 为未来职业选择给予专
业指导意见。

而在另一款名为“准志愿”的软件中，选
择找大学、 查专业、 学业测评等选项均显示
“暂不开放”。 联系客服，对方表示必须先支付
398元成为会员后，才能选择相应服务。

据了解，除普通会员外，该平台还设有一
对一指导，价格为 5800 元；专家一对一指导，
价格为 12800元。 工作人员表示，这些专家多
为大学招生办老师， 可在线为全国各地考生
提供指导。 但问及其中一名“专家”身份，对方
含糊其辞回答：“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

这类 APP用户体验也参差不齐。 在一款
名为“科学高考志愿”APP 中，多名家长反映
支付后不显示，“充了两次 198 元没有反应，
感觉被坑了”，对此，该 APP 解释为“因系统问
题”。

据了解， 这类高考志愿软件大多都有类
似性格测试，价位从十几元至上万元不等。 从
部分 APP的下载量和评论数来看， 使用该类
软件的考生和家长不在少数。

家长寻求帮助也要做足功课
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看来， 互联网时代， 有网络平台对招生信
息、学校信息进行整合处理，对学生提供查
询和志愿填报有个基本参考， 这本身没有
问题。但因目前该行业门槛较低，有些并不
专业的机构看中这一商机便迅速投入其
中， 这让整个市场处于一种鱼龙混杂的状
态。熊丙奇提示，在家长越来越重视学生的
大学及专业规划时， 更应该注意学生的兴
趣和选择。 相关平台和机构可以根据高考
信息给出一个基本方案， 但这仅是理想志
愿的基础。

而在相关咨询机构及 APP 的选择和验证
上， 熊丙奇也提示家长要做足功课才能避免
上当。 正是因为许多考生和家长相关知识缺
乏， 才容易让许多不专业的人和软件在市场
里“瞎搅和”。 同样，对于“天价”咨询费，他也
解释，正因为许多家长自己研究不够，因此将
任务全面托付给专家， 才让有关机构和网络
钻了空子。

（来源：《北京晨报》 张静姝 康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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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人”
刘汉清没有想到，退学 30 多年后，他会

在家里见到当年的同学。 6 月 9 日，上海交通
大学教授翁一武到位于江苏泰州市兴化市戴
南镇的双沐村看望刘汉清， 和他一起来的是
江苏的一家民企老总谭佃龙。 几位大学同窗
如今都已年过半百，再见面，翁一武感叹：33
年没见，外界瞬息万变纷纷扰扰，刘汉清却还
是原来的那个刘汉清———一心痴迷于“数论”
研究。

“他太理想了，大脑聪明，不太跟人沟通，
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看书。”高中同学赵务本
没有想到，刘汉清复读 1 年后，成绩飞涨，以
当年镇上第二名 398.5 分的成绩， 最终被哈
尔滨工业大学录取。

那是 1980 年， 恢复高考的第四年，333
万人报名参考， 录取 28 万人， 录取率约为
8.4%。那一年的夏天，刘汉清成了整个双沐村
的骄傲， 父亲赵世根还在家里请村民喝酒。

“他是村里第一位大学生，我们敲锣打鼓的把
他送到河边。 ”70 多岁的村民马秀华说。

第一次出远门，刘汉清 16 岁。 刘汉清至
今记得，学校很漂亮，洋溢着俄罗斯风情。 他
所在的金属材料及工艺系热处理专业， 班里
一共 20 多位同学，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彼此照
顾。

“我们给他（刘汉清）起了个名字，叫‘老
疙瘩’。 ”清华大学教授路杨志（化名）是刘汉
清的大学同窗， 他说东北管家里最小的小孩
叫“老疙瘩”。

那个年代，学校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
大部分同学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教室、

食堂和寝室，大家成天看书学习。
其实早在高三， 刘汉清读作家徐迟的报

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开始对数学产生兴
趣。 1978 年，这篇讲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苦心钻研数学难题“哥
德巴赫猜想” 的故事发表后激励了许多中国
人。

痴迷数论
大三的时候， 刘汉清突然痴迷数论，“天

天看书，天天琢磨”。
按他自己的说法，痴迷来得并不突然。大

一的时候， 他看牛顿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原
理》， 那是一本讲微积分和力学三定律的书。
刘汉清说起它的吸引人之处———开辟了现代
数学和物理学，改变了人们对时空的观点，同
时用数学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他回忆看了很多数论书籍后， 慢慢确定
了自己的方向。那时，学校图书馆有关数论的
书籍， 刘汉清几乎全部都看过，《数论概论》
《代数数论》《初等数论及其应用》……

刘汉清研究的数论， 班里同学几乎都不
懂，他一个人看书研究，很快进入痴迷状态。
到大四毕业考试时，刘汉清有两门没考过，他
降级到 81 级学习，但依旧我行我素。

“不光我们劝，学校包括校长、主任，大家
都劝他， 但刘汉清认准了， 就是不愿意去改
……” 路杨志记得， 刘汉清母亲因此气出了
病，那是 1984 年下半年，刘汉清已降级到 81
级，他还回了一趟老家看母亲。

降级到 81 级的刘汉清拒绝参加毕业考
试，他觉得都是在浪费时间，他决心在家继续
他的研究。

30 年研究
刘汉清回家后，村里人唏嘘不已，那一年

他 21 岁。
回家后的刘汉清很孤独， 几乎没有什么

朋友， 只偶尔给在美国的同学陈国营写信。
1987 年，高中复读班同学蒋山（化名）到家里
看望刘汉清时，被他的模样吓了一跳：长发披
肩，胡子拉碴，靠近床头的米缸，上面摆满了
书籍和稿纸。

1989 年，刘汉清的研究有了结果，他把
论文寄给身在美国的陈国营， 请他翻译成英
文，以方便与国外的数学专家探讨。刘汉清那
篇论文证明的是： 康托关于无限运数的证明
是错误的。 两个月后，翻译完成，陈国营怕不
准确，还给数学系的同学看了看，之后把它发
到了互联网上。 论文发出后，“大概有三四个
人留言， 其中有一个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数
学系的博士。 ”这位博士认为，刘汉清的论文
有不少错误，混淆了有关基数的定义，达不到
论文发表的要求。 针对他的疑问， 刘汉清回
忆，当时做了解答，并请陈国营翻译出来发给
对方，但此后便没了下文。

1990 年，刘汉清到北京通过北大数学系
的学生，辗转找到了潘承彪教授。潘承彪当时
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其 1981 年与胞兄潘承
洞合作编著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世界上第
一本全面系统论述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专
著。 “1 个月后，潘教授给了回复，说第五页
有个论点未经证明， 其他的论证便没有了意
义。”但刘汉清认为，未经证明并非不能证明。

此后，刘汉清又潜心论证 10 多年。 2007
年，因焦虑引发的失眠加重，刘汉清停下了手

中的研究。如今年过半百的他，没有工作没有
老婆，但他称自己从没想过后悔。

“痴呆子”
“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

人，竟然还是我的同学。 ”刘汉清一位高中同
学说，镇上不少做不锈钢生意的，很多几百万
上千万的大老板。刘汉清家里的年收入，远低
于村里的平均水平。但刘汉清从不羡慕别人，
觉得金钱不重要，一日三餐有吃就够了。

中断“数论”研究后，刘汉清也曾想出去
找工作，但失眠一度严重到吃十几粒安眠药，
一天只能睡上短短的几个小时。 2008 年，镇
上有人叫他去当小学老师，因为病情严重，刘
汉清最后不得已回绝了人家。而在此之前，他
一心痴迷于研究数论， 拒绝了很多工作机会
和可能的结婚对象。

“以前就听说，他是个书呆子。 ”“很多父
母教育小孩，把他当作反面教材，说学呆了就
是他这样。 ”“他不出门，天天睡觉，可能就是
个傻子。 ”“他养成了习惯，比较懒惰，什么农
活都不会做。 ”70 多岁的父母背地里听了很
多流言蜚语，有时也对刘汉清抱怨，刘汉清要
不说你们不懂，要不就干脆什么话也不说。

经媒体报道后， 刘汉清的生活发生了改
变，村里给他买了新手机，联系上了多年前的
老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大家纷纷给
他出主意。刘汉清准备找一份工作，但他称不
会放弃他的数论研究。

6 月 7 日， 远在美国的陈国营谈起这位
老朋友，称刘汉清“像老牛一样，至今不肯回
头”。

（来源：澎湃新闻 明鹊/文）

从天才少年到低保户
他痴迷“数论”30年，没有工作没有老婆，但从没想过后悔———

1985 年夏天，痴迷“数论”的刘汉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退学回家，过起了别人眼
中的隐居生活：长发披肩，胡子拉碴，几乎不出家门，房间到处都是书籍和手稿。 退学
回家前，他是大家眼中的“聪明人”：16 岁考上大学，前途一片光明；退学回家后，他是
村民眼中的“痴呆子”：不结婚不工作，靠 400 元低保生活。“我就喜欢（数论），他们无
法理解。” 今年 53 岁的刘汉清称从不后悔，那一串串数字背后，是常人无法理解的人
生意义。刘汉清 刘汉清的房间

最高要价 4万 提前 1年预约

家长的“救命稻草”：高考辅导报志愿产业链
高考结束后， 考生和家长又为填报志愿忙碌

起来。 如何在短时间内筛选有效高校和专业，一些
报考辅助机构和填报志愿 APP 成了家长的“救命
稻草”，一对一辅导便宜的 1 万多，贵的高达 4 万
元，但“天价”也挡不住家长的热情。 与此同时，大
量高考志愿填报软件、APP 也上线， 鱼龙混杂、价
格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