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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任务重、工作
任务多、精神压力大，
导致科研工作者没有
时间锻炼，或者偶尔才
会锻炼，长此以往，他
们的身体状况就有可
能处于亚健康状态，甚
至带病工作。一颗颗
科星的陨落，无不在提
醒科技工作者，健康警
钟需长鸣。”

“

随着我国国力增
长，跟踪创新已经越
来越不能满足国家对
原始创新的需求。我
们的身边需要一群解
决问题的实干家，也
需要一批不断发现问
题的探索者，因此在
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
中，专硕与学硕同等
重要。”

“专业学位硕士比学术学位硕士就业率

高 0.33%，平均薪酬高 5%，专硕报考人数已

呈赶超学硕之势……近日，江苏省教育厅

首次公开发布了《江苏省研究生教育质量

年度报告（2018）》，其中专硕与学硕的对比

一时成为新闻点。

那么，专硕热了就唱衰学硕？其实，专

硕与学硕分别代表着应用型人才与研究型

人才，非要得出结论说谁比谁重要其实是

一个伪命题。

不得不承认，近年来报考专硕人数越

来越多，就业情况也较好，甚至某些专业，

专硕的认可度超过了学硕。但江苏省教育

厅研究生处处长杨树兵就曾表示，专硕重

要，学硕同样也重要，那种认为专硕受宠学

硕就不重要的观点必须纠正。

一个国家的人才培养结构来自于两个

方面，一是国家的顶层设计，二是用人单位

产生的市场需求。我国专硕的快速发展有

其显著的时代背景。专硕的定位有点类似

于“学士后”，重点不在学术研究，而是致力

于动手解决实际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社会对高级专门

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专业学位教育以

其独有的职业性、复合性和应用性的特征，

更能适应社会用人单位的需求，所以逐渐

为社会各界认可。由于社会对应用型人才

的需求不减，因此可以预见，专硕热度还将

持续下去。

但是，随着我国国力增长，“me-too，

me-better”式的跟踪创新已经越来越不能

满足国家对原始创新的需求。比如我国

的互联网行业如火如荼，在一些应用上甚

至领先全球。但在基础理论方面，值得我

们骄傲的事情却少之又少，根本原因还是

缺乏原创成果，创新土壤比较贫瘠。

空气、食物、水，是一个人的生存必需

品。创新，则是一个大国的生存必需品。

回顾人类社会的数次工业革命，我们会发

现科学研究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而相关领域科学研究做得出色的国家

总是能够获得优势，比如说第一次工业革

命带动了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信息技术

革命则造就了美国的遥遥领先。这些都离

不开在基础领域的长期耕耘。

虽然脉冲星既不能吃也不能喝，但这

一发现是永恒的。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就

一直在探索世界的未知。我们不仅要探索

我们自己，也要探索周围的世界，它的过

去、现在和将来。从眼前经济发展需求看，

强调实用没错，从人类长远发展看，学者也

是不能少的。

我们的身边需要一群解决问题的实干

家，也需要一批不断发现问题的探索者，因

此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专硕与学硕

同等重要。学术学位硕士与专业学位硕士

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质量考核都不同。

他们肩负的使命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同属

性。非要分出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是一

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专硕与学硕谁更重要是个伪命题

近日，多名浙江省乐清市的学生家长向

央广新闻热线反映称乐清“脑立方”培训中心

涉嫌虚假宣传。它宣称其全脑开发课程可以

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和思维逻辑能力，甚至可

以“七天成诗人，蒙眼能辨色”。但不少家长

交了高额培训费后发现课程并没有效果，孩

子的学习成绩不仅没有提升反而下降了。

如今，社会上各种儿童培训班数量繁多、

鱼龙混杂，很多培训班打着高科技、高品位、

高性能的幌子，对外宣传自己神奇的培训效

果，以此来招揽学生，达到自身的目的。随着

大家思想认识的不断进步，媒体不断曝光，大

家原以为这样的“低级手段”已经难以奏效，

徒增笑耳，但乐清“脑立方”的“高歌猛进”却

让人们对这种现象再次警醒起来。因为其培

训方法和培训目标都极其不合理、不科学，但

还是有人相信，能够吸引很多人携着不菲的

资金去自投罗网，这中间折射出一系列不容

忽视的问题。

首先是望子成龙的心态作祟。随着社会

竞争越来越激烈，家长都害怕孩子输在了起

跑线，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将来能够出人头

地。为此，一些“高瞻远瞩”的家长倾其所有，

想尽各种办法来给自己的小孩“充电”，希望

能够让孩子掌握“杀手锏”，在未来的工作中

脱颖而出、走在前列。

正是这种心态的作祟，让一些家长失去了

科学态度，将科学精神抛在了一边。面对一些

“诱惑”，他们不去探究是否合理，不去思考是否

符合常识，对各种神乎其神的宣传广告“宁可信

其有，不可信其无”，“杀”进去试试效果再说。

一些家长满怀希望，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给了

不法的培训机构，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既

浪费了金钱，又耽误了孩子的学习，不但没有帮

助孩子成长，反而让孩子成为受害者。

天上不会掉馅饼，天上只会掉陷阱。在

培养孩子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古今中

外，哪个人是因为通过各种特异功能而茅塞

顿开，大彻大悟，从而走向成功的？只有通过

科学的办法，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

才能走向成功。

“扫把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

们原本以为，社会越是进步，一些阴暗面就会

自然消失，其实并不然。在某些领域，社会越

是进步，就越有人利用这些进步来包装自己、

故弄玄虚，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在社

会进步过程中，我们始终要让科学精神、实事

求是成为心中的紧绷的一根弦。

丢了科学精神
就别怪虚假宣传盯上你

张 晔

龙跃梅

广广 告告

11 月 4 日，我国粒子天体物理和空间

探测领域杰出专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王

焕玉，在作学术报告的过程中，突发心脏

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享年 64 岁，令

人痛惜。

更令人悲痛的是，近年来，有多位知名

的科技工作者英年早逝。59岁的著名反病

毒专家王江民、36 岁的清华大学电机与应

用电子技术系讲师焦连伟、46 岁的清华大

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36 岁的浙江大

学数学系博士生导师何勇、38 岁的中国科

学院研究员胡可心……这份长长的早逝科

技工作者名单令人痛心。

长期以来，科技人员的健康状况不容

乐观。一项中国科协的调查结果显示：四

成科技工作者患有某种类型的常见疾病，

三分之一的科技工作者存在长期身体疲劳

或腰背酸痛等亚健康症状；近三成的科技

工作者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科技工作者群

体中的体育人口比例不到四分之一。

实际上，早在 2005年，人们就开始关注

高知高薪不高寿的“中关村现象”。究竟是

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大量研

究证实，在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中，内因的

作用并不是主要的，只占 15％，而外因却占

85％，其中社会因素 10％、医疗因素 8％、气

候地理因素 7％，而个人生活方式、行为习

惯占 60％。

深究背后的原因，会发现工作任务繁

重、生活没有规律、长期紧张生活、持续的

疲劳状态，是很多科技工作者的日常。

根据近日中国科协发布的《第四次全

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我国科技工

作者超时工作情况有所加剧。科技工作者

总体平均每周工作 49.7 小时，比法定劳动

时 间 多 24.3% ，比 2008 年 的 47.3 小 时 和

2013年的 48.8小时有所增加。

科研任务重、工作任务多、精神压力

大，导致科研工作者没有时间锻炼，或者偶

尔才会锻炼，长此以往，他们的身体状况就

有可能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带病工作。

一颗颗科星的陨落，无不在提醒科技

工作者，健康警钟需长鸣。健康状况的改

善，要从自己做起，有健康意识、预防意识，

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定期体检。

这也无不在提醒相关部门和相关单

位，给科技工作者松绑，切实关注科研人员

的切身利益，关注科技工作者们在科技创

新活动中的焦虑，关爱科技工作者的身心

健康，并落到实处，比如改变片面将论文、

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

法。防微杜渐、防患未然，才能从源头上改

善科研人员的健康状态。

又一科星陨落 敲响科技工作者健康警钟
马爱平

骗术还有理论基础吗？有的。前不久，美

国圣地亚哥法庭判一个叫做罗伯特·欧·杨的人

赔偿一名癌症患者1亿美元。罗伯特是大名鼎

鼎的“酸碱体质理论”创始人。这种“理论”认

为，人的体质有酸碱性之分，偏酸性的体质导致

了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因此，保证身体

的碱性环境是维护身体健康的良方。

曾几何时，这套说法不但在美国大行其

道，而且漂洋过海来到东土，成为一些虚假保

健广告和吹得神乎其神的江湖骗子的“理论

基础”，一些商家甚至还打起“弱碱性水”的噱

头，有的出版社推出了《把健康“碱”回来》这

样的书籍。事实上，酸碱体质之说完全是无

稽之谈。人体内的酸性和碱性永远处于一个

动态平衡的状态。单靠饮食是无法改变人体

的酸碱度的。如果说有些食物对人体有益，

那也是由于它们含有维生素、矿物质等，而不

是因为它是什么“碱性食物”。

究其根源，酸碱体质的歪理邪说之所以

能蛊惑人心，和这套“理论”运用了二元对立的

思维方式，以及“酸性”“碱性”这样人们常接

触、能听懂又不甚了解的科学术语有关。这

也是伪科学或骗术最惯用的“技巧”，更重要的

是，这套“理论”击中了人们的健康焦虑。而这

正是生态环境恶化、生活节奏紧张条件下的

现代人普遍的心理软肋。当然，也和打击“伪

科学”的力度和方法存在薄弱环节有关。

近年来，随着有关部门治理“伪科学”的

力度逐渐加大，民众科学素养的不断提高，科

普、辟谣工作确实成果显著。但是，目前批驳

和治理的对象多停留在对“伪科学”和谣言本

身，对为其提供“科学依据”的那些“理论”的

批驳力度依然不够。而从深层次来看，比起

兜售几样无效的保健品或养生术，炮制酸碱

体质论这样的“伪基础理论”更加可恶，因为

后者不仅替前者圆谎铺路，而且给层出不穷

的新骗术和伪科学鸣锣开道，甚至可能破坏

人们对世界与自身的科学认知，从而把人的

思维和行为引向迷途，这无疑会给社会造成

更大的危害。

因此，对这些“伪基础理论”更应从其滋

长源头到传播环节全面重拳出击。对于媒体

上散播的此类信息，首先要尽快删除，但不能

一删了事，还要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影响。这

就要组织专业力量，有针对性地进行辟谣、批

驳和科普宣传，提高民众的“免疫力”。同时，

还应加重对制造、传播“伪基础理论”者的处

罚，提高此类行径的违规成本，对心怀不轨者

形成心理震慑。

另外，不妨探索建立一种“传播补偿”机

制，对于给这些骗术的“基础理论”提供传播

平台，特别是为一己之利而推波助澜、误导舆

论的媒体，以及为“伪基础理论”站台、代言的

公众人物，除了追究责任之外，还应责令其为

辟谣与科普传播作出等值贡献，从而为打击

“伪基础理论”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打击骗术的“理论基础”
更应重拳出击

眉间尺

一 代 武 侠 巨 擘 金 庸 仙 逝 了 ，但 其 热

度仍不减。各路媒体纷纷以文字、视频

等多种形式回顾金庸传奇的一生，以及

他作为报人、企业家、政论家和作家给华

人世界带来的影响。

当然，由于武侠小说在历史上难登大

雅之堂，关于金庸是不是文学大师、他的作

品是“香花”还是“毒草”的问题也一直争议

不断。其实，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数以亿

计的中国人对金庸作品争相一睹为快，其

“江湖气息”流行之广远也并未造成社会思

想之混乱，反而丰富了国人的文化娱乐生

活，传承和光大了中华传统文化，这种正面

性是毋庸置疑和无与伦比的。美国的卡通

和日本的漫画就高大上？不然。但是，美

国人和日本人通过创新创意，用科技展示

文化的水平却远高于我们。

比如，1924 年，华特·迪士尼创作了广

受欢迎的“唐老鸭”“米老鼠”等卡通形象。

之后又设计和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以“唐

老鸭”“米老鼠”等迪士尼经典故事和卡通

形象为主题的游乐园，在精致、奇幻中感受

快乐是人们游园之后的共同印象。因此，

60多年来迪士尼乐园一直在世界各地长盛

不衰。根据 2017 年的统计，在 2017 年全球

主题公园游客数量排行榜中，排名前十的

主题乐园有 8座是迪士尼出品。

另一家几乎跟迪士尼乐园齐名的主题

公园是环球影城。它以若干部经典美国电

影为载体，将普通的过山车、游船、秋千等

融入电影场景之中，使人身临其境，在回味

电影的同时，也无形中熏陶到浓厚的美国

文化。更重要的是，环球影城注重用最新、

最炫的科技使游乐项目不断升级。

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化久远厚重，古人

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文化宝藏。今天金庸先

生又给后人留下了十几部跨时代的小说，

这些大 IP除了延续至今的影视和游戏改编

热之外，其潜在的价值应当得到很好的发

挥。比如，能否用科技的力量，结合创新和

创意，将我们耳熟能详的武侠人物和光怪

陆离的江湖世界呈现出来，从而向世界更

好的传播中国的文化？而做这些事情本

身，就是一种“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

科技创新。这不光值得文化界深思，也值

得企业界和科技界深思。

金庸留下的宝藏需创新性开发

余和军

今年的“双十一”购物节即将到来，兴
奋地买预售、加购物车的你，是否也多了
不少烦恼？一不留神就被虚假低价忽悠，
买一件商品要集齐五六种优惠券，手机被
塞满促销信息……狂欢的购物节为何让
人忧？ 视觉中国

详情请查阅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官网：http://www.chtf.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