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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速递

无 论 怎 样 对 科 研
人员‘松绑’，对科研人
员的诚信建设不能‘松
绑’，要让科研诚信成
为科研人员心中紧绷
的一根弦，一刻也不能
放松。”

“

一些丑闻在网络
上大行其道，而平台有
意无意地‘加持’，有时
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
放大了事件效应，让

‘丑角’更受关注。在
网友如潮骂声中，当事
人名气变大了，而平台
也收割了流量。

“

学生要对自己的学
习负责不假，然而，如果
缺乏有效的激励与惩戒
措施，所谓的自主性就
是 纸 上 谈 兵 、空 中 楼
阁。如果一个学生天天
翘课、考试经常挂科，毕
业论文以‘借鉴’为主乃
至通篇抄袭，而且这样
还能顺利毕业的话，那
么他为自己的学业承担
责任从何谈起？没有代
价就无法确立责任，这
本来就是常识。”

“

《半月谈》近日报道，一手要项目、一手

“转包”“分包”的现象，在科研领域也时有

发生。当前，科研“以项目论成败”的导向

使得科研人员不得不积极争项目、囤项目，

干不完再分包出去；一些学阀垄断大项目，

充当项目“二传手”；甚至个别科研人员在

项目中“藏猫腻”，通过假分包、假外包，虚

报劳务费等方式违法套取项目资金。这样

的现象着实让人感叹，严肃的科研项目成

了“唐僧肉”，如何能保证科研的效果。

科研项目是有明确的目标或目的，必

须在特定的时间、预算、资源限定内，依据

规范完成。设立科研项目具有强烈的目

标导向，就是为了出研究成果，解决现实

中尚未解决的科研难题，是非常严肃、严

谨的事情。

然而现实中，一些科研人员却打起科

研项目经费的歪主意，把科研项目当成了

生意来做，不管时间、精力、能力是否扛得

起，先拿下来再说，然后再当“二传手”、分

包、套取项目资金……久而久之，科研人员

“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

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这完全背

离了科研项目设立的初衷。

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科研管理系统

有较多漏洞待补齐。可是现实却一再告

诉我们，如果对每个科研环节都死死地盯

着，会导致科研人员亦步亦趋、不胜其烦，

天天和表格、材料打交道，根本没时间专

心做研究。如果对科研项目采取“无为而

治”，又会导致一些科研人员钻空子、走歪

门邪道，通过“捷径”轻而易举拿到科研项

目和经费。

那么，面对科研项目领域出现的诸如

“二传手”“外包”等现象，该如何应对？严

厉打击是必须的，但要注意方法，不能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设计出更多的条条框框，最

后成了少部分科研人员“生病”，全部的科

研人员来“吃药”。这显然与目前国家给科

研人员“松绑”的大方向不相符。

但是，无论怎样对科研人员“松绑”，对

科研人员的诚信建设不能“松绑”，要让科

研诚信成为科研人员心中紧绷的一根弦，

一刻也不能放松。对那些发现问题的科研

人员，不能轻描淡写、听之任之，要追究责

任、严肃处理，使得“动歪脑筋”的成本大大

增加，从而在科研领域、科研人员以及全社

会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如今，科研人员迎来了黄金时期。在

这个时期，不要被“黄金”蒙蔽了双眼，将本

来崇高的事业庸俗化，而是要利用国家提

供的各项优厚条件，通过自身的努力，为社

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科研项目转包分包乱象该治治了
龙跃梅

高 铁“ 霸 座 男 ”孙 赫 又 一 次 饱 受 争

议。这次的“推手”是互联网平台。日前，

今日头条与新浪微博分别对孙赫进行“高

铁‘座霸’事件当事人”“高铁霸占座位事

件当事人”的加 V 认证。消息一获证实，

网友纷纷谴责，也有媒体表达鲜明立场，

这两个加 V 的账户，挑战了公众对于“大

V”的认知，也挑战了公序良俗的底线，更

让人不得不怀疑一些平台加 V 审核、把关

机制的标准与导向。

面对谴责，相关平台给出解释：“要求

新闻当事人进行前台实名认证，不代表站

方认可其观点，只是为了避免出现冒充事

件当事人，混淆视听的情况。”这种回应较

为及时，但仍让人不解。正如有网友所称，

这是“有意调高孙赫的音量”。

公众对相关平台做法不满，表面上是

“恨屋及乌”，把对孙赫们的厌恶发泄在平

台头上，而实际上则折射出对当下网络“审

丑”风弥漫的忍无可忍。所谓网络“审丑”

风，即指一些丑闻在网络上大行其道，而平

台有意无意地“加持”，有时扮演推波助澜

的角色，放大了事件效应，让“丑角”更受关

注。在网友如潮骂声中，当事人名气变大

了，而平台也收割了流量。

以丑为丑，以美为美，这是价值观最基

本的要求。一个嗜痂为癖的人是不可理喻

的，一个妍媸不分的平台也是不值得推崇

的。问题是，在现实中偏偏不乏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的人，被斥为“座霸”却似乎不以

为然，径直坐上轮椅“复盘”丑行，这不是简

单地发噱头，而是暴露出价值观的异化。

对此，媒体应该激浊扬清，相关平台也应该

明确立场。

让平台明确立场，不是让平台站队，也

不是道德绑架平台，更不是要求平台剥夺

当事人说话的权利，而是要求平台承担要

求的责任，即守土尽责。如果平台把自己

当成了言论市场，不管用户说什么都置之

度外；或者把自己当成大卖场，不管商贩卖

什么都不管不问，这显然不行。一方面，所

谓的“技术”中立经不起推敲，以此为前提

的“不干涉”就是不负责任。另一方面，网

络不是法外之地，平台同样受到法律监管，

有责任把好关。

《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

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

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

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

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换言之，

平台承担管理主体责任，这种责任不是虚

拟的，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刚性的，要求平

台必须尽相应的法律义务。

毋 庸 赘 言 ，确 有 一 些 平 台 要 流 量 不

要正能量，要利益不要主义，要营销不要

营养，无节制地追逐流量。带来的结果

是，人气上来了，但骂声也来了，影响大

了 ，但 危 机 也 来 了 。《人 民 日 报》曾 刊 文

称，赚流量、赚快钱的行为，已经被实践

证明是短视的、错误的，为了追求利益而

突破底线的短视行为，注定是短命和受

到唾弃的。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

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什么是正确

的价值观，并不难定义。多一些敬畏意识，

告别惟流量思维，别为了眼前利益而突破

底线，甚至挑战“高压线”，更不能把任何事

情都当成生意来做，一切惟利是图。背离

初心，岂不出事？

霸座男成“大V”，别让认证变丑闻推手
王石川

日前，一篇《阿里 P7 员工得白血病身故

生前租了自如甲醛房》的文章，将长租公寓推

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时间，引发了人们

对自身健康安全的关注和焦虑。

9 月 3 日，自如 CEO 熊林接受媒体采访

时回应，对于饱受质疑的自如装修甲醛问题，

目前已采取相关措施：针对现有客户，有所疑

虑可以免费检测；下架所有首次出租的房源，

检测安全之后再上线。

直面问题、态度诚恳、措施积极，这让追

求高品质生活的租客们稍稍松了口气。然

而，身为“优质租房品牌”的自如，甲醛超标事

件已不是首次。去年底，《新京报》就曾曝光自

如等租房中介提供的房源，都是刚刚装修好

就对外出租，经检测确实存在甲醛超标问题。

甲醛是室内装修和建筑材料释放到空气

中的主要污染物，具有潜在的致敏、致癌、致

畸性。我国的室内空气标准规定甲醛含量不

能超过 0.08 毫克/立方米，研究显示，高浓度

的甲醛污染可能引起细胞突变和癌症，包括

白血病的发生。业内公认，在非冬季节、保持

通风的条件下，新装修房屋也要最少三个月

的时间后才可入住；4—6 个月则是比较科学

的甲醛挥发时间，具体还要取决于装修的材

料优劣和房屋情况。

按理说，每一间出租房在交付租户前，都

应该通过基本的质量检测，不仅包括甲醛检

测，还有房屋质量、家居安全等检测。然而，

这些程序在目前的市场交易中鲜少露面。

不仅如此，一些房屋租赁企业为追求快

速盈利，压缩在收房、装修、运营方面的投入，

在租客需求量大、租房行情火爆的当下，甚至

还存在边装修边出租、装修完几天后就入住

的情况，根本无暇进行有效的通风处理。

这些甲醛超标的自如房源相继出现，归

根结底，是因为租房市场缺乏一套完整的居

住体验评价体系，对于中介装修房的空气质

量标准还处于空白，更没有健康安全方面的

评估限制。

一味地跑马圈地扩张市场，忽视租户的

舒适度甚至健康安全问题，长租公寓的野蛮

生长只能犹如昙花一现。显然，安全问题不

能靠企业自律，也不能靠消费者自我把关，强

制和全面监管才能筑起安全底线。

不要让向往美好生活的租户再受“毒房

子”的伤害。我们需要的是，自如拿出大企

业该有的担当和魄力，发自内心地自查、纠

错、赔偿，从制度、管理上杜绝类似事件不断

地发生。

我们也更期盼，室内空气质量应成为住

房租赁信息公开的“标配”，国家尽快完善房

屋租赁行业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度，对租赁

行业的准入条件、退出机制和惩罚措施作出

明确规定。针对大企业发生的具有普遍性的

问题个案，建议监管机构开出的“罚单”要和

企业的经营规模、产生的社会危害相匹配，必

须超过它因违规而获取的利益，因为罚到肉

痛，才能让他真长记性。

甲醛风波再起
房客如何能自如

刘 垠

眉间尺

近日，世界著名化学组织国际纯粹与

应用化学联合会从全球挑选出了 118位青

年科学家作为“元素代言人”。我国青年

学者姜雪峰榜上有名，成为硫元素的代言

人 。 这 引 起 了 人 们 对 硫 化 学 研 究 的 关

注。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对“老”的研究领

域，相关研究也比较成熟，不如新兴学科

容易出成果，但其中隐藏着许多棘手的问

题，需要通过深入研究予以破解。

作为一个新闻事件，“硫元素代言人”

可能过几天就被人们忘却了，但个中隐含

的道理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它提醒着

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从事科研工作固

然要紧跟时代潮流，关注前沿课题，但没

有必要一味趋“新”，也不能盲目追逐“前

沿”，更不能简单地用“新不新”作为判断

课题价值的标准，而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

科研工作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产业价

值上。

当下科研领域中有一股赶时髦的暗

流，一些科研人员热衷追热点、抢眼球，

结果是在“流量迷恋”“为新而新”中迷失

了学术定力和判断。相反，对一些看起

来不太好着手的基础领域或者被人“研

究过了”的基础性课题，就缺乏足够的关

注和投入。项目驱动、论文考核的科研

体制则催生和助长了这一风气。确实，

在现行学术评价机制下，这样的论文和

项目容易获得关注，也容易博得更高的

“影响因子”。

但是，真正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成

果 必 然 诞 生 于 基 础 领 域 的 精 耕 细 作 之

中。据统计，以往获得我国国家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的项目，出成果的平均周期为 14

年。可见，科研人员潜心钻研的定力，对

于获得重要科研突破非常关键。

而且，科研的价值并不仅由其本身

所决定，还受到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有的时候，当一个“老问题”被置入新的

框架，会获得再一次新生的机会，既可能

形成新的科学价值，也可能形成新的产

业价值。回顾历史，当今科技取得的突

飞猛进的发展，无不来自于无数甘坐冷

板凳的科技工作者长期艰苦的不懈努力

和默默付出。

因此，鼓励科研人员不盲目“逐热”

“逐新”不应仅是口头的呼吁和空洞的说

教，而要转化为科研机制改革创新的切实

举措，不但要倡导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把

冷板凳“坐热”，还要各方动员帮助把冷板

凳“焐热”。所以，应从国家层面加强相关

制度建设，树立一种正确的工作导向，建

设一支心无旁骛、长期深耕基础理论的科

研人才队伍。同时，还应在全社会营造脚

踏实地、目光长远、沉潜质朴的文化氛围，

对从事基础研究者多一份宽容、多一些赞

许，为他们攀登科研高峰摇旗呐喊、鼓劲

加油。

别在“为新而新”中迷失了科研初心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

知》，提出加强本科教育。通知就淘汰“水

课”、取消“清考”制度、严格实行论文查重和

抽检制度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把教学质量

作为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绩效考核的主

要依据。

针对我国大学“严进宽出”的问题，不少

教育界内外的有识之士早已呼吁要加强本科

教育。教育部此番出台文件，直言不讳本科

教育出现了理念滞后、投入不到位、评价标准

和政策机制的导向等问题，可谓对多年积累

的弊病下了一剂猛药。

我国有着举世公认的严格的高考制度。

高考成绩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中学毕业生的学

习能力，也为高等院校选拔优质生源提供了

最重要的依据。照理说，进入相同办学水平

的高校学习的学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应该是

接近的。然而，就是这些能力接近的大学生，

往往在毕业时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并直接体

现在科研素养和职业能力方面。

具体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有的学生

虽然高中成绩不错，但无法适应大学的教学

模式，因此成绩一落千丈；有的学生上大学以

后沉迷于游戏，导致功课荒废。在过去，舆论

似乎更强调学习自主性的一面，认为大学生

已经是成年人，应该对学业负主要责任。这

种似是而非的言论，无形间赋予了“严进宽

出”模式一定合理性。

学生要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不假，然而，如

果缺乏有效的激励与惩戒措施，所谓的自主

性就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如果一个学生

天天翘课、考试经常挂科，毕业论文以“借鉴”

为主乃至通篇抄袭，而且这样还能顺利毕业

的话，那么他为自己的学业承担责任从何谈

起？没有代价就无法确立责任，这本来就是

常识。

本科教育过度“放水”，使学生的学习态

度发生异化。很多大学生大概有这样的体

会：那些教学认真、考核严格的教师，往往让

学生畏惧，甚至对其开设的课程敬而远之；那

些“水课”却经常受到欢迎。某些上课讲讲段

子、放放资料片，考核以开卷考试或提交小论

文等形式为主的任课教师，常常成为学生眼

里的“好老师”。反之，一个教师如果不苟言

笑、评分严格，他的课堂有很大可能“门前冷

落鞍马稀”。

考核宽松、区分度不高，还会造成教育评

价的不公。有的学生认真学习，却未必能跟

“混日子”的学生拉开差距；也有学生心思不

在踏实学习上，却为了申请出国、保研等现实

利益，百般与任课教师套近乎，试图提高“印

象分”。

加强本科教育，也是对科研与教学之

间失衡关系的纠正。很多学校依然存在重

科研、轻教学的问题，对教师绩效评价、职

称评定过多地侧重于科研成果，而忽视他

们在教学环节的贡献。近年来，有的高校

推行教学型教授评定制度，为认真开展教

学的高校教师撑腰鼓劲。但从根本上看，

只有加强对学生的考核要求，让学生敬畏

每一门课程的学习，才是在真正意义上对

教学工作支持与肯定。

本科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基础，也是发

掘受教育者科研兴趣、培养科研习惯的重要

阶段。本科教育是否扎实，对国家整体科研

实力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加强本科教育，

事关我国高等教育的声誉，更事关人才队伍

建设的质量。

告别大学“水课”
是强化本科教育的第一步

王钟的
近视已经成为困扰儿童青少年、家庭、学校、社会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记者调查发现，近视治疗市场混乱，有不少机构宣称能不

做手术一个月摘掉眼镜、百分百恢复视力，还有一些治疗方法违背近视防控原则，反而导致视力下降。 视觉中国

学生组织官僚化
折射社会不良习气

年轻人就如同镜面，他们的面貌往往

是社会某些面相的折射。在中山大学的学

生干部公示引发舆论关注之后，曾有学生

鸣不平，他们不少人确实抱着为学生服务

的初衷。倘若追根究底，学生组织异化本

身就是高校去行政化的子命题，腐败年轻

化也未脱离“扎紧制度笼子”的大语境。年

轻人是什么样的，未必全是自己的选择，也

是局部环境雕刻的结果。面对一些不正常

现象，当然需要年轻人振作，保持超越性的

认识，而非随波逐流，甚至乐在其中。同

时，年轻人的问题，也理当成为全社会的问

题，当他们的老化、异化逐渐提速，也是在

传递某种信号，不正之风的蔓延存在下沉

的可能。我们在期待年轻人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的同时，社会机制也当留好第一个

扣眼，塑造正向的激励机制。

——夏研（《光明日报》）评部分高校学
生组织像“小官场”

关闭播放量不易
告别“唯流量”更难

市场主体在网络媒体上投放广告，总

是需要参考一定的评价标尺，如果不看播

放量，也得看其他某些定量或变量。关闭

前台播放量后，有没有替代标尺，有什么替

代标尺，就显得尤其重要。现在视频网站

推出的替代品，是以综合用户讨论度、互动

量、多维度播放类指标的内容热度来替代，

可是，谁又能保证“内容热度”就一定真实

可信，不会掺杂水分呢？而且，刷播放量简

单，刷评论量也不是多难的事。正如业内

人士担心的，“刷量”公司会不会又盯上“内

容热度值”，恐怕很难说。如果做不到防微

杜渐，就可能以新问题代替老问题，尔后新

问题又成长为老问题。

——东原（《北京青年报》）评视频网站
爱奇艺宣布关闭前台播放量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