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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超市因本人无暇经营，现对外整体
转让！房租便宜！客源稳定！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印象倾城附近 联系电话：18733058055

“恭喜你被西安交通大学工
科试验班（智能电气与信息类）
录取。”近日，来自浙江省温州市
乐清市的双胞胎兄弟徐子一、徐
子凡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官网上
查到了一模一样的录取信息。这
意味着，他们被西安交通大学的
同一专业同一班级录取。

记者了解到，从幼儿园到大
学，这对双胞胎兄弟一直都同校
同班。高中期间，徐子一的选科
为“物理、地理、技术”组合，而徐
子凡选的是“物理、生物、技术”
组合，徐子一高考考了 671分，
而弟弟徐子凡比他多 2 分，为
673分。

填报高考志愿时，徐子凡和
徐子一分别在第5个志愿、第14
个志愿填报西安交通大学工科
试验班（智能电气与信息类），但
最终兄弟俩被录取到同校同班
学习，对此，西安交通大学的招
生老师也感叹“好神奇”。

“从幼儿园到现在被录取的
大学，我们都在同一个班级，初
中、高中住校，也住同一个寝室，
连在家里，我们也是同居一室，
形影不离。”徐子一表示，他们兄
弟俩连爱好也一样，都喜欢打羽
毛球，都是乐清中学羽毛球校队
成员。

据中新网

这个暑假除了各大旅游景
点一票难求，免费开放游客参观
的清华北大也被“黄牛”给盯上
了，“一家三口逛清北一圈要
2000 元”的价格甚至贵过了环
球影城。

近日，记者走访调查发现，
有“黄牛”在网上公开报价 360
元可进清华或者北大，甚至部分

“黄牛”手中的预约名额被购买
一空。

而关于大学围墙是否合理、
早已被“黄牛”突破的围墙又应
该如何重建再一次被提出。

免费预约抢不上
有偿预约很火爆

从7月8日起，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就恢复了校园预约参观
通道，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校园。
然而，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发帖
称，北大、清华的校园参观预约
额“秒没”。

有网友称“每天三四个手机
蹲守都抢不到”，还有网友询问
起其他的入校途径。

一连蹲点 3天，设置好了倒
计时的秒表，8点钟准时冲进预
约界面，张恒见证了清华、北大
校园预约名额是如何秒没的。

“谁还没个清北的梦？”就为
了儿子这句话，也希望给儿子树
立一个未来的目标，张恒带着儿
子暑假来了北京，在行程单里，清
北校园游成了必须打卡的地方。

“看新闻，做好了故宫门票
不好抢、去环球影城排大队的准
备，怎么也没想到进清华、北大
是这次来北京旅游中最难突破
的环节。”张恒无奈地说，故宫虽
然火爆，但还有一日游“江湖救
急”，环球影城人多，但早起点还
能冲一冲，清北就不一样了，只
能靠自己抢。

在连续三天预约不上后，靠

自己抢不到票的张恒动起了找
“黄牛”的心思。在某鱼等多个平
台搜索过之后，张恒还真找到了
号称能帮忙预约进校的“黄牛”。

“我问了几个自称有办法能
帮忙约进学校的人，他们的报价
都是 300多元。如果两个学校全
去的话，我们一家三口光进学校
的花费就要快 2000 元，想来想
去还是太贵了，不行就绕着学校
走一圈吧。”张恒说道。

未开放前一二百元
开放后价格反而翻倍

和张恒有着类似感受的游
客不在少数。记者注意到，目前，
多个社交平台上均有多条涉及

“清北预约抢票攻略”“有偿清北
预约”的讨论。

在清华北大的微博超话中
可以发现，这里早已经充斥着各
类“求带入”“有偿预约”的求助
帖，多数为外地来京的游客发
布。在这些帖子下方，不时有“黄
牛”在评论区露头，留言表示可
以提供有偿预约服务。

一位声称可帮忙预约进校
参观的“黄牛”向记者表示，进入
清北的门票价格为单人单校
360 元。另一位“黄牛”价格稍
低，收费标准为清华大学 350
元、北京大学 320元。当被问及
多人及儿童如何收费时，两位

“黄牛”均表示，收费按人头算，
不分儿童、成人，如果预约人数
多可以便宜一些。

今年 4 月清北尚未全面开
放预约时，相关“黄牛”报价在
100—200 元左右。随着暑期清
北校园全面开放，大量研学团、
亲子团也进入北京，清北“黄牛”
的要价和预约门槛自然水涨船
高。

“北大最好提前 7 天约，最
少提前 3天，清华则最少提前 1

天预约。”几位“黄牛”先后向记
者发来了预约要求，并表示如果
预约失败将秒退全款。从多位

“黄牛”的报价来看，今年暑假想
进一趟清北，少则 300元，多则
甚至达到500元。

让记者意想不到的是，尽管
要价超 300元，但清北参观名额
仍是被争抢的紧俏货。当相隔几
日记者确定好日期去找“黄牛”
进行预约时，却被告知暑期预约
名额已满。“清北预约都满了，所
以链接下架了。”

有“黄牛”表示，自己不是票
贩子，只是代抢、代预约，需要游
客提供身份证号、手机号码等信
息。有“黄牛”对自己的代抢成功
率非常有信心：“我们每天工作
量非常大，用电脑，你抢不过
的。”

“黄牛”所说的用电脑，实际
上指的就是刷票软件，原本只在
春运期间抢火车票的刷票软件，
现在也用在了抢预约名额上。

信息安全工程师小范告诉
记者：“对程序员来说，写出自动
预约、抢票的软件，难度并不
大。”设定好时间，这种软件就可
以代替人力，自动刷票。而这种
自动程序的优势，是可以在设定
好的时间，重复发送请求。“人手
点预约，1秒钟能点一下就很不
错了，而自动程序，1 秒钟可以
重复几百次或上千次。”所以，从
技术上来说，“黄牛”说的普通人
抢不过电脑，是没错的。

两小时1000元
研学游爆炒清华北大

一名以“清北研学一日游”
为卖点的卖家告诉记者，一趟一
日游收费 500元，但内容仅为带
进学校参观。据该名卖家透露，
除预约进校外，他还能提供校内

一对一的学霸讲解，收费为两小
时1000元。

此外，该名卖家还提供与清
北相关的校外研学产品——即
在校园附近，清北学霸一对多的
半日研学，收费标准为家长 199
元、孩子 399元。当被问及预约
渠道时，该名卖家则表示，预约
为团体预约，并称“门票太少了，
他们帮客户买所以才收钱”。

记者注意到，今年暑期，以
“总裁班”“书画班”为名的众多
“清华北大研学游”成为家长们
为孩子买单的热门选项。

比如，媒体报道就曾提到，某
名校暑期研学项目，广告中明确
提到有北京大学的参观行程，价
格高达9980元，一些家长为了让
孩子接近名校，给孩子报了名。但
最后却发现，这个钱花得很不值，
孩子根本没进入北大校园。按照
工作人员的说法，“考虑到孩子打
卡名校的心愿，将安排大家前往
清华或北大门口合影留念。”

而从官方认可的预约渠道
来看，清华大学团队参观须通过

“清华大学保卫部”网站进行预
约，可预约未来 14天参观，团队
参观仅面向中小学生群体开放，
预约主体为中小学或教育主管
部门。北京大学则强调，中小学
和教育行政部门等预约团体入
校，可提前与学校招生办、院系
或保卫部沟通，按流程办理。两
所高校均未提及面向社会企业
开放团体预约通道。

目前，清北进校方式中被
官方认可的预约进校渠道均为
免费。除今年暑期面向公众开
放的校园预约外，清北两所学
校在此前就开放了校友、教职
工和学生亲友的预约渠道。而
活跃在网络平台上的清北“黄
牛”们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帮助
游客预约进校？

针对这一问题，多位“黄牛”

均表示了缄默。一位“黄牛”隐晦
地表示称“有自己的渠道”，并表
示不方便透露。另一位“黄牛”则
称超300元的定价并非自己要价
高，而是“成本就很高”。其中一
位“黄牛”提到，北大的在校生只
能一次预约两个人，机会很小。

黑导和游商
官方屡禁难止

清华北大都曾明确表示抵
制有偿申请预约入校的行为。清
华表示，清华为教学科研单位，
非旅游景点，不向任何机构和个
人收取参观费用，抵制黑导、游
商等非法经营行为。北大也明
确，校园参观不收取任何费用，
拒绝以任何名义提供参观服务
的有偿预约行为。

据媒体报道，7月7日，北京
大学保卫部曾发布违规情况通
报，称发现一支名为“狼爸部落”
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联系校内
人员、借用账号在树洞平台发布
预约求助信息等方式拆分预约，
由多名校内师生预约入校。

对此，北大的处理结果为，
关闭组织人员物理学院博士生
袁某兴的预约入校系统使用权
限，不再恢复。同时暂停该团队
校内预约人员的预约入校系统
使用权限2个月。

对于名校预约参观的火爆
以及“黄牛”的乘虚而入，央视主
持人白岩松在评论中建议学校
能否开放更多的预约数额：一方
面，为北大清华暑期预约开放点
个赞，并理解预约限额的做法。
但同时可不可以开放更多预约
数额？这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
该是一种义务和责任。同时，还
该带有一种服务之心：在学校，有
故事的地方用各种导览方式让大
家看得更清楚。

据央视

名校本是免费开放，如今竟要靠“黄牛”预约？

一家三口参观清华北大要花两千元

双胞胎兄弟一同考上浙大
出生时间相差1分钟，高考分数相差1分

双胞胎一同
考入西安交大
从幼儿园到大学一路同校同班

近日，记者从浙江大学获
悉，来自辽宁省本溪市高级中
学的双胞胎兄弟冯俊翰、冯俊
达被该校录取。据悉，这对“默
契”的双胞胎出生时间相差1分
钟，高考分数相差 1分，甚至连
录取的专业也是同类。

目前，兄弟二人已收到浙
江大学（下称“浙大”）录取通知
书。今年高考，哥哥冯俊翰取得
693分，弟弟冯俊达为692分。

“读书的时候，我和哥哥考

试成绩很多时候都一样，错的
都一样，我基本上能从我答的
情况判断出我哥能做哪些题。”
冯俊达说。这种默契的时刻，在
兄弟二人成长之路上数不胜
数，兄弟俩直言“异口同声什么
的都很正常”。这也是他们多年
学习、生活相伴的结果。

初中时一次偶然的了解，
在他们心里埋下了一颗名叫

“浙大”的种子。
哥哥冯俊翰说：“虽然一直

没机会到杭州看看，但还是心
生向往。”弟弟冯俊达也说：“我
在初一时了解到浙大，就立志
要考入浙大。”正是这种热爱，
让兄弟俩在填报志愿时，毫不
犹豫地将浙江大学作为自己的
第一志愿。

对于接下来的暑假生活和
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兄弟俩
有着不同的展望。

哥哥冯俊翰计划在正式报
到之前努力提高身体素质，对
大一的课程稍作预习，了解专
业的有关知识，同时争取考个
机动车驾驶证。他认为大学依
然要以学业为主，同时希望能
够提升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和
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弟弟冯俊达则希望全面提
升综合素质能力。在接下来将
近一个月的时间，他将认真预
习大学的课程，提前学习计算
机语言，增强体质，培养兴趣爱
好，努力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

“期待在迈入大学校园后，
我能遇到更加友善上进的同
学，更加渊博亲切的老师，更加
有趣丰富的学科，还有更加努
力外向的自己。”冯俊达说。

据中新网

招生负责人为招生负责人为““翰达翰达””兄弟送上录取通知书兄弟送上录取通知书

徐子凡徐子凡((左左))和徐子一和徐子一((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