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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贾钊王秀琼

“无人监考”，能否考出诚信？

不设监考员， 老师只负责试卷分发和回
收，考场内依靠学生自律……近年来，全国多
地出现“无人监考”考场。在许多考场动用各种
高科技手段与作弊学生“斗智斗勇”的背景下，

“无人监考”能否考出学生诚信？在目前的社会
环境下，“无人监考”能走多远？

宁要诚信的
６０

分，也不要不诚信的
９０

分
今年

１

月， 安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创
新实验班大三学生常雨薇与其余

２５

位同学在
没有监考老师的状态下完成考试。

“这是学校首次试行‘无人监考’考试，所
以只批准了常雨薇所在的创新实验班。” 安徽
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丁金锁说。

事实上，“无人监考”并非新鲜事。湖北、福
建、甘肃等地高校和宁夏、安徽、青海等地中小
学早在几年前已经“试水”。

目前大多数“无人监考”采取整班申请模
式。采访时，许多参加“诚信考场”的同学都表
示，“宁要诚信的

６０

分，也不要不诚信的
９０

分”。

从实际情况来看，“无人监考”并未诱发更
多不诚信问题。天津理工大学

２０１０

级学生李建
林说，确实有人抱着无人监考易于作弊的目的
报名参加，但考试过程中这名同学放弃了作弊
行为。一是他做了较好的考前准备；二是他被
整体的自律气氛所感染。

但仍有很多人对“无人监考”抱着怀疑态
度。在安徽一家国企工作的刘宇说：“学校这样
‘无人监考’，如何知道有没有人作弊？如果此
间有人巡视或有摄像头监视，那又怎能称得上
是真正的‘无人’？‘无人监考’只是噱头，根本
不可能大规模推广。”

“连坐”引发公平争议
记者采访发现，很多“无人监考”班级采取

“连坐”制度，引起一些争议。

“我们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就规定‘一人作弊，全班
补考’，但运行几年都没人‘犯规’，直到去年年底
出现了

２

起作弊现象，‘连坐’制度引起较大‘震荡
波’。”福建师范大学学工处陈今园老师说，学校
为此在今年

１

月对“免监考班级”管理办法进行完
善，取消了“一人作弊，全班补考”条款。

“免监考班级有评优照顾， 还能一次性奖
励班费

１０００

元，这是我们一开始申请免监考的
‘诱因’，但在讨论和实施免监考过程中，我们
渐渐觉得它培养了我们的诚信意识，也增进了
大家的互信。” 福建师范大学大二学生贾倩妮
说，现在学校取消了“连坐”条款，申请“免监
考”的班级更多了。

“无人监考”意在培养诚信意识
２１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无
人监考本身是一种鼓励学生培养诚信意识的
手段， 试图通过给予学生充分信任来约束学
生，早年就有实践，但推广很难，主要是当前的

国内教育环境， 学生的诚信意识尚未得到培
养，不能通过自身约束独立完成考试。另外，我
国目前教育评价机制多是“唯分数论”，一些学
生作弊也是迫于无奈。

“无人监考不能防止学生作弊。”北大社会
学教授夏学銮认为，“目前社会充斥着功利心，

特别浮躁。学生在这样的社会中接受教育有其
缺陷，最大缺陷就在现行高校评价机制，班级
分数排名关乎出国留学、奖学金等等很现实的
个人利益。”

针对无人监考“形式意义大于内容意义”、

“作秀”等批评声，天津理工大学学工部部长张
继东认为，诚信价值观问题是对学生思想教育
工作中的着力点。“面对社会上大量出现的不
诚信行为，学校就是要把诚信行为‘秀出来’，

抵消学生在校外受到的消极影响。”

“不能指望‘无人监考’能改变学生考风，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希望通过示范作
用， 在学生中形成自我约束、 自我信任的机
制。”丁金锁表示，同时，学校不仅该抓考风，也
要抓教风和学风，几个方面环环相扣。

（参与采写记者：张建新）

（据新华社北京
５

月
２７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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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诚信，怎能一块钱出卖？

——— 十大城市公交假币现象追踪

诚信，千金难买，一些人却用一块钱卖掉。

近日，记者走访了上海、广州、天津、沈阳、

杭州、郑州、西安、长沙、兰州、长春十个大城市
的公交公司，发现假币、残币、游戏币、玩具币，

甚至冥币，都成为公交投币箱内的“常客”。

有人因此发问：“诚信，难道连一块钱都不
值？”

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令人深思。

十城无一幸免
“有一次天黑，一位乘客投了一张钞票，最

开始以为是一百元的，结果仔细一看，上面写
着‘天堂银行’，你说气不气人？”天津市

６４３

路
公交车驾驶员刘明说起这件事仍气愤不已。

在记者采访的十个城市中，郑州和沈阳也
存在用冥币乘公交车的现象。在沈阳地铁公交
公司票款结算中心，清点员王英拿着一张百元
大钞，图案几乎和人民币一模一样，仔细一看
上面却印着“中国冥民银行”。

公交车上登场的还有“中国儿童银行”、

“中国玩具银行”等。郑州市公交总公司结算中
心点钞部部长艾红说，这些玩具钞票与人民币
高度相似，除尺寸稍小外，几乎以假乱真，驾驶
员稍不留神，这些钞票就溜进投币箱了。

除上述“奇葩币”外，公交车“纸币家族”

还有教学币、银行点钞练功券、假钞、外币等，

最庞大的成员当属“残币”，有些属于“自然残
币”， 有些则属于外力作用下的“突发性残
币”。

西安市公交五公司每天收到
５００

多张残
币，票务员万秀梅说，有些是自然损坏的，有些
是乘客故意撕成两半一块当两块用的。沈阳地
铁公交公司

２３１

路车队队长杜晓岩说， 更恶劣
的是，有的人把

５

元纸币撕成两半，乘车时当完
整的

５

元钱分别投，每次能找零
４

元，乘两回车
后，等于还挣了

３

元。

公交车“硬币家族”的奇葩度也不遑多让，

铁环、铁片、钥匙等都争着冒充一块钱硬币，最
大的冒牌货当属游戏币。上海巴士一汽公交公
司自今年

１

月以来清理出
６００

多枚假硬币，绝大
多数都是游戏币。

广州市一汽巴士有限公司营收中心主任
邓为文说，还有一种“花币”迷惑性也很高，大
小、颜色与真币一模一样，但正反两面都是花，

一些不良商人大打法律擦边球，大肆制造“花
币”出售。

据记者统计，在这十个城市中，公交车假
币率最高的是广州，广州市一汽巴士有限公司
营业额占全市四分之一左右，公司每天收到的
现金量为五六万元， 其中假币量有三四百元，

假币率约为
６ ／ １０００

。

公交车假币率最低的是兰州，

２０１３

年，兰
州市全部

１０３

条公交线路共有车票收入
５．６

亿
元，刷卡率为

５６％

，共收到假币、残币
５７１５１

元，

假币率约为
１ ／ ４４００

。其他城市公交假币率多在
１ ／ １０００

到
２ ／ １０００

之间。

治标还需治本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有效遏制公交车假币现

象，各地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多为治标之策。

这其中，效果最明显的当属上海。上海巴
士一汽公交公司从去年起，给所有公交车安装
了能鉴别假币的智能投币机，公司票务结算中
心经理崔民胜说，安装前，公司平均一天收到
假币多达

２００

元，安装后，平均一天只会收到四
到五枚假币，效果非常明显。

不过，智能投币机要大面积普及还面临困
难。 广州市一些公交线路曾安装过智能投币
机， 但一方面许多人把硬币投到纸币口里；另
一方面，一些乘客因不相信识别器，从而引发
各种争吵，影响营运速度，最终短寿而终。

一些城市还曾通过媒体呼吁杜绝公交假
币，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竟然起到了反效果。

西安市公交五公司票务员万秀梅说：“媒体没
报道之前基本上没有人投游戏币， 报道之后，

投游戏币反而多了，还有市民，残缺纸币花不
出去，一看到报道，都投到无人售票公交车上
了。我们呼吁也不是，不呼吁也不是。”

广州市一汽巴士有限公司营收中心主任
邓为文认为，杜绝公交假币现象，一方面要靠
社会营造诚信氛围，同时执法机关要加大打击
力度，另一方面要靠乘客提高素质，还要推动
公交卡更大范围普及。

“

２００７

年之前， 每天收到的假币高达
５０００

到
６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后，

７０％

的乘客开始使用‘羊

城通’付费，假币量也开始大幅度下降，目前日
均维持在三四百元。”邓为文说。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认为，媒体呼
吁、假币识别系统、推广公交卡等，均非治本之
策， 更有效的办法是引入诚信黑名单制度，让
为一块钱失信者承受远高于此的信用代价，才
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公交车假币现象，塑造整个
社会的诚信氛围。

堵塞失信“蚁穴”

公交假币现象曝光后，引发一些人不同看法。

有网友认为，紧盯普通民众小节上的失信
是“抓小放大”。新浪网友“玉刀有痕”问道：“一
些地方政府先辟谣不限牌， 后又连夜限牌，这
种行为和公交投假币相比，哪个对社会诚信度
危害更大？”

不过，更多人则认为生活小切口反映社会
大风气，这种现象确实是当前社会诚信度整体
不够高的一个缩影。

天津市民韩黎明说，小事不小，一个人是
否诚信体现在其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公交车
假币现象从一个小切口反映了当前整个社会
的诚信现状。

上海市民万广宇认为，如果说投残币还可
能是乘客迫不得已的“被动失信”， 那些投冥
币、游戏币的行为就是绝对的“主动失信”，在
一块钱的小事上都做不到诚信，在涉及更大利
益时，又怎么可能做到诚信呢？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说，我
们应该盯紧政府、 企业等在大事上是否诚信，

但也不能忽视个人在生活小节上的失信，千里
之堤，毁于蚁穴，如果放任自流，势必腐蚀整个
社会诚信度，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堵塞失信“蚁
穴”，筑牢诚信“大堤”。

（记者：李亚楠、苏晓洲、商意盈、王烁、石
庆伟、梁爱平、叶健、潘旭、刘宏宇、刘林、屠国
玺）

（新华社北京
５

月
２６

日电）

沈阳地铁公交公司结算人员在清点钱币。 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话
虽如此，但生活中仍会有人因为“占便宜”而失
信。新华社近日关于多个城市公交车每年收到
大量形形色色“币种”的报道引人深思。

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公交公司
发现，假币、残币、游戏币甚至冥币成了公交
车投币箱内的“常客”。广州市一汽巴士有限
公司每天收到的五六万元现金中， 假币就有
三四百元。为了遏制此类失信行为，很多城市

为公交车安装了鉴别假币的智能投币机，通
过媒体呼吁诚实守信，对失信者给予处罚。

投币乘公交车， 本来既能节约人力成
本，又可方便乘客，结果却引出种种以假乱
真现象，事虽不大，却反映出少数乘客的诚
信问题。“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一言九
鼎”、“一诺千金”……中华民族向来推崇“君
子重然诺”的精神。“诚信”也是当代中国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１２

关键词”之一。因为一
元、几角钱“卖”掉诚信，实属因小失大。

乘客乘车就相当于与车方签订了运载

合同，投入冒牌币就是欺诈，受到批评教育
甚至经济处罚都在情理之中。 但现实表明，

谴责不讲诚信者、呼吁个人自律，或者安装
智能投币机，都难以杜绝此种现象，加快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才是治本之道。

在信用体系发达的国家，所有公民和居
民必须持有效社会安全卡， 个人的银行账
号、 社会医疗保障号等都与社会安全号挂
钩。一旦有失信记录，持卡人在金融、商业等
领域的活动都寸步难行。

国家发改委日前宣布，将建立以公民身
份证号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制度，建成后每个公民也将有唯一
的信用账号。期待此举能够成为诚信社会建
设的“助推剂”，促使诚实守信成为每个人的
自觉行动。

（新华社北京
５

月
２７

日电）

□评 论

□

新华社记者陈俊

“他 是 我 的 太 阳 ”

（上接
01

版）

今泉智惠的父亲今泉恒毕业于东京帝国大
学，曾留学欧洲专修铁路工程专业，是日本本土铁
路系统和中国东北铁路的创始人， 其功绩相当于
中国的詹天佑。 不幸的是，今泉智惠

9

岁那年，父
亲因主持建设东北铁路， 飞机失事在中国大连死
于非命。 从中国来的赵浩生，让深深爱着父亲的智
惠小姐觉得“父亲又回来了”。

两人就这样相识、相恋。 赵浩生在他的回忆录
《八十年来家国》中这样记述那段难忘的岁月：

“她的学校在郊外，以早樱驰名东京，我经常
奔走在东京市区和她的学校之间， 看她们演出莎
翁名剧，欣赏早开报春的樱花……”

“智惠从津田塾大学毕业，顺利地申请到美国
留学， 她乘坐的是日本投降后第一艘开往美国的
客货两用船。 我到横滨港去为她送行，船离开码头
的时候，她从船上抛出彩色纸带，我们一上一下各
自牵住纸带的两端，船徐徐驶离港口，我们的纸带
在海面上随风飘荡，最后消逝在阵阵海风中。 ”

“智惠到美国后，我们几乎天天写信，有时甚
至一日数封……可惜那时越洋电话不大流行，否
则我们肯定是一日数通电话谈情说爱。 ”

1953

年
6

月， 两人分别从美国的大学毕业后
迈入了婚姻的殿堂，一场不足

50

美元的婚礼将他
们的跨国恋情掀开了新的一页。

“他是我一辈子的老师”

“在中国，赵浩生先生有很高的声誉，不少人

都写过赵先生，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和由衷的尊敬。

在您心目中，赵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

“他是我一辈子的老师，是我们家的指路明灯。”

赵太太用比较流利的中文，这样回答了记者。而她的
讲述则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剪子布包锤”，这个中国好玩而传统的游戏，

赵浩生给派上了“大用场”。 新婚的夫妇都不愿意
管家里的开支账目，只能以“剪子布包锤”来决胜
负，先生最终以三局两胜的结果赢了太太。 从此，

赵太太成为合格的“财政大臣”，需要不断地往先
生的钱包里加钱。 后来，先生云游天下，赵太太很
支持，她说，“终于让他学会自己管钱了”。

上个世纪
50

年代，东方人在美国属于“少数
民族”，既有外来的看得见的种族歧视，也有来自
自己的内心压力。 而赵浩生夫妇却没有为自己是
亚洲人而自卑， 他们在美国主流社会面前不卑不
亢，很快打拼出一片新天地，双双应聘到耶鲁大学
东方语言文学系。

当时的耶鲁大学，是“白种男人统治的天下”。

作为耶鲁大学最早的亚洲女教授， 今泉智惠担任
了多年的日本语言文学部主任， 在耶鲁大学占得
了一席之地，可谓事业有成。

赵太太却认为， 这一切， 都来自于她的“太
阳”。 太阳把他的温暖和光芒无私地奉献给月亮，

月亮才能洒给人间满地的清辉。

你能不能想象， 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年轻人
在异国他乡琴瑟和鸣、比翼双飞的浪漫？ 儒雅的职
业，优裕的生活，圣人般贤淑的妻子，健康活泼的
儿女， 赵浩生曾经感叹，“人生幸福的要旨似乎已
经齐备了。 ”

你能不能想象，两位耄耋老人在晨露里、在夕
阳下，诵读中国经典、讨论唐诗宋词的温馨？ 而更
多的时候，则是赵浩生当主角，夫人只是饶有兴趣
地听，太深奥的地方，就只能用英文发问，却不时
被先生幽默的言语逗得忍俊不禁。

就这样相携相依，走过了半个世纪。

记者深受感染，告诉赵太太，在中国，人们常
说，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伟大的女
人。

赵太太说，幸福的家庭生活能给人带来成功，

不论男人，还是女人。

“通过赵家，我看到了中国的变化”

1973

年，离国
25

年以后第一次回到祖国的赵
浩生开始了人生的新纪元。 而这次经历，也深深地

印在了今泉智惠的脑海里。

“那时候我还年轻，头发比较长，为了把自己
打扮得像个中国人，我入乡随俗，换上了一套蓝布
衣裤，扎上两个小辫子。 全城的人都出来看我们，

但没有找到一个金发女郎，大家有点失望。 ”赵太
太边说边比划，把我们都逗乐了。

当天夜晚，人群散后，赵浩生带着太太去看他
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手电筒光芒四射，照亮了夜
幕下的记忆。 他小时候“拥有一个手电筒，能够在
漆黑的夜晚不至于被横流的污水弄脏鞋子” 的最
大奢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结婚
20

多年、首次跨进赵家家门的今泉智惠为
婆婆准备了一件特殊的礼物：精美的盒子里，一只洁
白的和平鸽展翅欲飞。 “我想告诉妈妈，是战争，让儿
子远离了她，背井离乡，我希望美丽的和平鸽能给世
界带来和平。 ”

赵浩生在回忆录里记述，“这次中国之行使她
对中国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回到美国后，每当和朋
友们谈起中国，听到不利于中国的言论，她就挺身
而出，为中国申辩，充分表现出她是一位热爱中国
的好媳妇。 ”他问太太对赵家的印象如何，今泉智
惠的回答意味深长，“穷，但是有自尊感。 ”

赵太太这样向记者解读她当时的回答，“自尊
感来自于对人的尊重和爱， 中国人人性中美好的
东西没有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泯灭。 ”

今泉智惠这是第四次回到息县。 前三次，是她
和先生一起，这一次，是她送先生“回家”。 她说，

“先生看到信阳、息县的巨大变化，看到中国的繁
荣昌盛，一定会非常高兴！ ”

5

月
25

日夜晚， 赵家为赵太太举办了一个家
庭聚会。 赵太太觉得，那更像一个“联欢会”，每个
人都兴高采烈地表演了节目， 他们脸上洋溢的幸
福感和发自内心的歌唱深深地感染了赵太太，她
也和大家一起载歌载舞。

“这次我看到了、感受到了赵家的变化。 尤其
是赵家的第三代很阳光、很自信、很有希望。 赵家
的变化代表了中国的变化。

21

世纪将是以中国为
主的东方的

21

世纪，中国注定要成为领导者。 希
望

21

世纪是一个和平的世纪，中国是一个和平的
领导者。 ”

出于准确表达的需要，赵太太说起了英文。 她
随行的耶鲁大学高材生、 丹佛斯中国区副总裁车
巍先生当起了翻译。 我们都为赵太太的真诚和美
好的愿望而感动。

“我这次办的是三年可以多次入境的签证。 我
一定还会回来的。 回来看望父母，看望浩生。 下次
回来，我就住到更生（赵浩生的四弟）的新家里。 我
很期待再来。 ”

赵太太和记者相约，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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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也曾抱怨现实社会缺少温
暖和信任，但你是否意识到，每一点不信
任的传递与累积都来自于个体做出的不
诚信行为。有没有一次不诚信，让你始终
无法释怀？”

———自
４

月
２２

日起， 新华社联合新
浪、搜狐、网易共同发起“为曾经的不诚
信，我道歉”征集活动。一个多月来，许多
人通过网络平台和实地街访， 说出了深
藏心底的故事，并真诚道歉。他们的歉意
或许已经于事无补， 或许不能全部传达
给曾被欺骗的人， 但显示出诚信在人们
心中仍拥有沉甸甸的分量。

那些心底挥之不去的不安
从许多人的自述看，一次欺骗，一次

失信，无论有意无意，都可能在心里久久
徘徊。

网友“藜离芫上草”回忆起一年级在
学校自己把额头撞了个大口子， 却因为
怕妈妈骂， 把责任推到好心扶了自己一
把的同学身上， 最后妈妈还到同学家去
理论。虽然事情已经过去

２０

多年，但这位
网友依旧耿耿于怀，深藏歉意。

一个未能信守的承诺， 让身为记者
的网友“绯色流年”纠结至今。她

２００６

年
采访一位曾在非洲工作

１８

年的老工程师
靳辉，临走前借了一本书，本打算写完稿
子归还， 却不小心把老人的电话和地址
丢了。 她在微信回复中写道，“几年过去
了，这件事一直让我心里很不安”，她仍
希望能有机会物归原主。

有时候，一次失信会让人终生遗憾。

网友“虹彩
１６３

”曾在去丈夫老家时答应
一位患癌老人给他带挂面回去， 后来却
忘了， 老人的去世让她意识到生命的短
暂脆弱，但已经晚了。

有时候， 对陌生人的不诚信也会让
人难以原谅自己。网友“半月”小时候为
了打游戏机，花了几次假币，如今觉得收
假币的小卖部很不容易，自己想还钱，却
忘了当年的地址，只能在心里存着歉意：

“愿我的忏悔，能让我对自己的良心有个
交代。”

亲人，对不起
在参与征集的网民和受访民众中， 他们致歉最多的对象

是谁？是亲人。这些大部分或出自善意或为了敷衍的谎话和食
言，似乎很难被扣以“不诚信”的帽子，但这些谎话和食言有没
有造成隐蔽的伤害？很难说。

在江西接受记者采访的熊女士对着镜头告诉丈夫， 自己
曾说他的酒喝完了， 其实是为了他的身体着想， 偷偷把酒倒
了。在她说“对不起，老公”时，让人感受到的是浓浓爱意。

“一直答应自己回家时别和父母顶嘴吵架，多对父母说我
爱你，给他们一个拥抱。都没做到。”网友“

Ａｌｉｓｓｓｓｓｓｓａ

”在微博
上表面对自己道歉，实则是对父母表达内疚之心，引人共鸣。

但在一些人眼里，对亲人善意的谎言其实也有代价。网友
“树声”的舅舅得了肾癌，全家人一致对他舅舅隐瞒真相，担心
知道实情会让舅舅的精神垮掉。直到弥留之际，亲人们才在他
耳边说明病情，但谁都不知他是否听到。这位网友为此深深自
责，他向天堂里的舅舅说“对不起”：

“如果早就知道了结局，他会不会选择其他方式度过人
生最后的时光？ 或者至少， 他会不会把后事交代得更充分
些？……多年后的今天，我很后悔没有尽早对舅舅讲真话。

我们也许自以为说的是‘善意的谎言’，却剥夺了舅舅自主
选择的权利。”

成人世界的复杂，也会在不经意间“感染”天真的孩童。网
友“就是这样”为自己对孩子的“不诚信教育”感到遗憾。他在
儿子很小的时候，编过谎话哄孩子，现在

９

岁的儿子很喜欢耍
小聪明，比如会骗妈妈去买牛奶然后自己趁机玩游戏。他在邮
件中写道：“现在我真的很后悔用这样的方法哄孩子。 别以为
小不点的好骗，其实他什么都明白，也什么都记到心里。”

从此刻开始，更珍惜诚信价值
诚信无价，但不诚信从何而来？怎样让诚信重新回归？一

些网友对此作了更深入的反省和思考。

网友“家伙”在邮件中写道：

“从小到大，我每天都在不诚信。小到别人问我吃饭没有，

随口答人一句‘吃了’，其实没吃；大到出差时候将餐费做到住
宿费里一起报销；再比如，为了那些福利去开发票……为了想
要得到‘名’、‘利’、‘欲望’、‘面子’等等，我曾经编制了很多谎
言来包装自己，事虽小，性乃迁。借此机会，我愿忏悔自己的过
失，并承诺，自此以后，做一个诚实守信之人。”

通过媒体平台公开表达歉意固然宝贵， 但更重要的是人
们从内心深处恢复对诚信的认同。网友“

ｃｗｄ

”体会到，“这样
的致歉不是道歉给别人，是对自己内心的一个致歉。”

当然，光有民众为个人的不诚信行为道歉，远远不够，一个
诚信社会更需要政府的示范和体制机制的保障。网友“晓凌”提
出，政府诚信了，媒体诚信了，百姓们的诚信就有了方向。

真诚的道歉，没有高下之分。守住诚信，也没有早晚之别。

希望这些歉意、情感和思考，能传递出更多正能量，让人们从
此刻开始，更加珍惜诚信的价值。

（新华社北京
５

月
２８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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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许雪毅詹婷婷袁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