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孩子将 4把勺子“吸”在了脸上，另

一个孩子则用额头“控制”住了手机，这些特

异功能般的照片吸引了不少人关注。最近，

长沙的一个“神功”班火了，培训的内容是

“全脑灵动”，费用高达 4 天 3.98 万元，12 天

20万元。据称，通过学习可解决孩子精力过

剩、容易跌倒、情绪不稳定、记忆力不好等问

题。学生学习课程后可以自主地掌握一些

事情，包括一些未来人生之路的预测，要上

哪个大学、找什么样的对象结婚……

这样的一幕是不是看着很眼熟？所谓

的鼻子认字、手指摸字、耳朵听字等“神

技”，不由让人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颇为

流行的“人体特异功能”热，耳朵听字等“神

技”流传一时。至于真相，时间早已给出答

案：骗人的把戏，没落是必然的。

此次长沙出现的“神功”班换汤不换药，

违反科学常识的“全脑灵动”，只不过披上了

“激发人体潜能”的“科学外衣”圈钱。当“神

功”再次卷土重来，映射了怎样的一种现实？

超自然崇拜，往往与愚昧无知结伴而

行。魔术般的学习课程，旁观者看着荒诞不

经。有网友揶揄这种培训班：“这哪里是在

授课，简直就是在‘修仙’！”其实“神功”并不

神奇，神奇的是有家长还会信并且心甘情愿

掏腰包。无疑，家长是“科盲”，娃就得遭殃。

一方面，“神功”班的宣传切中了家长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殷切期盼，激活“潜

能”似乎就能快速造就一个“神童”，这足以

让家长们有理由投入大量时间、金钱和精

力。另一方面，在科技突飞猛进、科学普及

已成常态的当下，我们拷问的不仅是荒谬

至极的“神功”班，也该反思“把孩子推进神

功班”的家长们，为何总是抱着“宁可信其

有，不可信其无”的盲从态度？

显然，家长们的认知水平不足，缺乏起

码的求知、求证、求真的科学精神，缺乏理

性的怀疑与批判精神。

孩子的成长发展有自然规律，他们需要

健康快乐成长，无忧无虑地学知识长心智。

家长们经常把“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挂嘴边，

为孩子报各种补习班“都是为你好”。其实，

这种一厢情愿的给予是“甩手掌柜”式的教

育观，并不符合儿童发展的科学规律。

“神功”班就像个寓言，对于父母而言

损失的是钱财，但对孩子来说，所谓的超能

力培训会教他们通过说谎赢得外界的关注

和掌声，这将对孩子尚未成形的三观产生

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看客们也别对“全脑灵动”的“神功”班

一笑而过。在这个人人皆为自媒体的时代，

每个人心中都应该厚植求真务实的科学基

因，成为谣言终结者。有关部门要强化对这

些伪科学甚至反科学培训机构的监管查处

力度，在社会上营造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

的社会氛围，铲除其滋长的土壤尤为关键。

同时，这也是一场科学知识、科学精神

的普及教育。家长们也要对教育规律心存

敬畏，不断学习，更新教育观念和科学知

识，优化教育态度和方法。在与孩子共同

成长的道路上，凡事存疑、求证、务实，会少

走很多不必要的弯路。

“神功”班又重来，“科盲”家长必沦陷

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需要包括几个要

素：及时公布信息、权威声音回应、人情味足、

转移舆论焦点。惟其如此，才能博取“吃瓜

群众”们的同情，化解迫在眉睫的危机。

近日，又一个危机公关的正面案例上

演：58同城，这一生活黄页领域的互联网巨

头，被媒体指出至少5500人在该平台上当受

骗，涉案金额超亿元。该企业迅速回应，发

表了诚恳的声明，表态要联合警方打击网络

黑色产业，并在网站上线了反欺诈页面……

不得不说，58 同城应对措施非常完

美，听起来诚意十足。然而在该企业官方

回应的评论中，不信任的情绪充斥其间。

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事实上，

支付宝曾诱导用户变更支付协议、携程考验

消费者视力、3Q大战中参战双方强迫用户二

选一、电商平台多次被指责大数据杀熟……

无一例外，上述互联网巨头们都在各

自领域中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绝对垄断

带来绝对权力，而这种权力令人心生恐

惧。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人们开始明白，资本的糖好吃难消化。

也许每次错误都能找到借口：大数据杀

熟是算法异常、捆绑大礼包是临时工意外之

举、骗子太多是个人道德素质滑坡。无论危

机公关多么漂亮、理想与口号喊得多么崇

高，也无法掩饰企业的漏洞。当企业一次次

向投资人与社会画饼，解释行业“钱”景一片

光明时，请不要忘记社会责任也与之俱增。

西方有一句谚语：房间里的大象走来走

去，所有人却保持沉默。对于巨头们来说，

种种光怪陆离的乱象，就是那只大象。在大

数据可以精确计算消费者钱包中还剩几个

钢镚的今天，如何让人相信掌握庞大数据资

料、财力雄厚的巨头无法区分诈骗行为？

再说治理。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运动式

治理、舆论焦点式治理风靡一时。当目光聚

焦时低头认错，全力治理；当舆论转移时依

然故我。人们本就脆弱的信任，就在一次次

错了改、改了犯；再改，再犯中消磨殆尽。

如果企业的发展目标只剩下逐利，这

大概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我们的监

管体系不能寄望于良心醒悟。惟有把事前

监管、事中监督、事后严惩落实到实处，结

合日常管理常抓不懈，才有可能把巨头的

权力关进牢笼。

运动式治理无法化解网络信任危机

据半月谈报道，当前，国产抗癌新药研

发落后，进口抗癌药价格高昂，这直接影响

到国内患者治疗时的决策：一些患者听信代

购，使用渠道非法、质量不可控、缺乏医生临

床指导的“外购药”；一些患者走投无路，拿

生命作赌注，冒险自造药。如何真正激发国

内药企创新积极性，缓解国内患者依靠外国

高价药保命的现状，成为新的诉求。

救命抗癌药的问题，近年日益受到社

会关注。根据 2017年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

据：全国每天约 1 万人确诊癌症；到 85 岁，

一个人患癌风险 36%。在如此庞大的癌症

治疗需求下，抗癌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正如这次媒体报道所指出的，“进口药贵

代购药悬国产药弱”已经成为横亘在癌症

患者得到有效治疗面前的一道鸿沟，乃至

部分患者不得不拿自制药赌命。

由于我国的抗癌新药研发落后，目前

很多患者对进口药依存度高，或者通过特

殊渠道购买仿制药。但进口药价格高企、

仿制药又供不应求，且在购买渠道上也存

在风险，这大大限制了癌症药物的有效供

给。这一现状也受到政府的重视。继今年

4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对进口抗癌药实

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后，6 月 20 日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作出部署：必须多

措并举打通中间环节，督促推动抗癌药加

快降价，让群众有切实获得感。

国产药研发需要时间，通过降低关税、

打通中间环节来推动进口抗癌药品降价，这

应该是当前见效最快的举措。同时也能够

对国内的药企产生倒逼作用，提升竞争意

识。不过，此前媒体调查也显示，单纯依靠

降低关税，恐难从根本上解决进口抗癌药价

格过高的问题。所以，从最大化满足现实需

求的角度，对网上的仿制药市场予以规范是

可行的，但若一味强调禁止有失偏颇。

不过，推动进口药降价和开放仿制药生

产和引进渠道，仍只能是化解抗癌药“价高

难求”的“一味药”，确保我国癌症患者能够

在合理负担下得到全面的有效治疗，提升国

产新药的研发能力，是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儿。而要提升药企的研发动力，推进技术攻

坚，所需要的工作就比降关税更显复杂。

譬如，专业人士指出，目前我国的新药审

批周期过长、药品采购层层把关、道道设卡，

让国产原研新药不能尽享专利制度带来权益

保护，也无法快速进入医保目录和医院采购

清单。另外，有报道称药企综合税负率超过

20%，远比一般企业平均10%要重，这也限制

了药企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力量；而创新药

的专利保护期为20年，其中研发时间可能就

达10年，这意味着留给企业的盈利窗口期仅

10年。那么是否有必要像国外那样延长药品

专利保护期，以激发药企的创新动力，也需要

从公共利益角度加以综合考量。

抗癌药的现实尴尬，可谓一道缩影。它

浓缩了包含税收政策、研发能力、专利保护、

市场与政府边界等诸多议题。而要改变其现

状，也注定了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

攻克，打好组合拳，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

益、次要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关系。“救命药”无

小事，明晰了问题所在，相关行动不容犹疑。

避免“自制药赌命”悲剧要靠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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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速递

‘神功’并不神奇，
神奇的是有家长还会信
并且心甘情愿掏腰包。

‘神功’班就像个寓言，
对于父母而言损失的是
钱财，但对孩子来说，所
谓的超能力培训会教他
们通过说谎赢得外界的
关注和掌声，这将对孩
子尚未成形的三观产生
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

推动进口药降价和
开放仿制药生产和引进
渠道，只能是化解抗癌
药‘价高难求’的‘一味
药’。确保我国癌症患
者能够在合理负担下得
到全面的有效治疗，提
升国产新药的研发能
力，是必须迈过的一道
坎。而要提升药企的研
发动力，推进技术攻坚，
所需要的工作就比降关
税更显复杂。”

“

考 核 体 系 是 指 挥
棒，期刊容量有限是事
实，但反思学术不端，除
了从客观找制度原因
外，还应从主观反思自
我、构建风清气正的学
术环境开始，因为你毕
竟还有‘为娼’和‘从良’
的两种选择。否则，按
上述逻辑，只因存在贫
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
公，你的收入少，就可理
直气壮去偷去抢；因考
试作弊能蒙混过关，你
就可以坦然抄袭。这显
然违背大家的认知。”

“
刘 垠

陈 磊

朱昌俊

杨 仑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高校学生买卖论文

已是公开的秘密，且屡禁不止，我国论文交易

产业规模已达 10 亿元之巨。尽管有关部门

要求推进分类评价改革，但部分单位评价还

是过于倚重论文，强大的论文发表需求催生

论文买卖灰色产业链，“一切指标看论文”的

考核评价体系是根源。

论文交易及产业化，已是老生常谈的话

题。每当谈及论文代写或买卖等学术不端

行为，大家都会一致将矛头指向现行评价体

系，毕竟职称评审、研究生毕业，论文发表成

为硬门槛和刚需。论文买卖需打击，考核体

系需改善，这都毋庸置疑；但也要警惕一种

观点，即现有的不合理的考评制度必然产生

论文买卖，导致逼良为娼，学生购买垃圾论

文是无奈之举，从而为学术失范行为找到借

口，甚至获得舆论同情。这是本末倒置的片

面逻辑。

诚然，考核体系是指挥棒，期刊容量有限

是事实，但反思学术不端，除了从客观找制度

原因外，还应从主观反思自我、构建风清气正

的学术环境开始，因为你毕竟还有“为娼”和

“从良”的两种选择。否则，按上述逻辑，只因

存在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你的收入少，

就可理直气壮去偷去抢；因考试作弊能蒙混

过关，你就可以坦然抄袭。这显然违背大家

的认知。

有人甚至认为，花钱买论文，相对于论

文造假、抄袭，靠权力侵占论文，还具有“道

德优势”。这同样是全然无顾自我道德底

线，把学术科研行为转换为纯粹的商品交

换。在神圣的学术研究中，把论文交易从潜

规则变成明规则，甚至变成规避学术责任和

义务、逃脱社会谴责的最后挡箭牌，那么，学

术诚信和道德规范必将荡然无存，学术殿堂

定然礼崩乐坏。

涉世未深的高校学生具有心无旁骛进行

科研的先天优势和条件，但在治学过程中，内

在惰性和外在干扰无处不在。如果尚未出道

就惯性地适应并参与“制造—买卖—发表”的

科研论文产出链条，丧失科研初心，这对他们

未来学术生涯无疑是致命打击，甚至一生走

上学术造假的不归路。

当然，将论文买卖现象的全部责任归咎

于学生，未免有些过于严苛。在这方面，教育

部门、学校和教师应进行更深的反思。教育

机关、学校要充分考虑大学生的学术研究能

力，提出符合实际的毕业标准和考评标准，加

快推进和完善分类考评制度；学校要肃清学

风，高度重视学术诚信教育，辅之以奖惩制

度，让学生养成“伸手必被捉”的敬畏；导师应

加强对学生论文写作的悉心指导和全面审核

把关，甄别舞弊行为，绝不姑息和放任自流，

缩小研究生“批量生产”的规模，加强精品培

养；监管部门对论文买卖行为进行及时查处

和惩罚，并从法规制度上不为论文买卖留有

任何操作空间。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让青

年学子们在最初踏上学术之路时就明确地知

晓，自律才是对学术最大尊重，而学术体系内

的每个人都不能超脱于涤清学术风气的重任

之外。

莫让评价制度缺陷
成为论文买卖的理由

6 月 20 日发布的移动互联网蓝皮书《中

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显示，中国

4G 用户总数达到 9.97 亿户，形成了全球最

大移动互联网应用市场。同时，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市场共监测到 403 万款移动应

用。这印证了其他手机应用市场数据分析

平台的报告结论——中国的 APP 市场已是

全球最大。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已成为很多

人手机里 APP 的真实写照。但产业做大后，

如何健康发展是值得思索的问题。随着技术

的发展，人们对各类 APP 吐槽最多的，不是

功能不能满足用户需求，反而是冗余功能过

多、广告等无效信息太多。

以近些年流行的视频行业为例，打开各

类视频 APP，会看到形式各异的广告，甚至不

良信息，导致一些本愿观看视频者“望而却

步”，对烦躁的商业环境嗤之以鼻，期待能有

简单而实用的“过滤器”，把不需要的信息“过

滤”掉。

大道至简。返璞归真、简约不简单，应

当成为 APP 开发者和运营者的制胜之道。

实际上，已经有 APP 开发企业开始探索“简

约化”路线。比如百度最近推出的“简单搜

索”APP 就给用户全新体验：没有铺天盖地

的广告，只有底部的五个按钮，整个 APP 的

上部分只放一个 logo。据介绍，“简单搜

索”的语音搜索非常智能，可以识别成人与

少儿，并在识别用户为少儿时，智能开启少

儿模式，打造健康纯净、对少年友好的网络

环境。

这样的探索给了人们启示：APP 开发要

从使用者角度出发，而不是狭隘的“利己主

义”。殊不知，广告多、功能芜杂的应用可能

得到一时的收益，但是长远来看，使用者会选

择用脚投票。对于不同的功能按钮，应该根

据使用情况和使用频率，对应地设置分级菜

单，合理的分类分级，不但有助于提高页面简

洁，还可辅助用户找到功能。

未来，为了 APP 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开发和运营者应当做好“减法”。

一方面是功能上做减法，比如利用更

加智能精准的语音技术、图像识别技术，降

低人机交互的难度，让不擅长手机的老年

人、小孩能迅速学会网上购物、沟通。

另一方面是心灵上做减法，用更多贴

心服务打动更多的人，比如简单搜索屏蔽

广告功能，可以极大提高用户黏性。

此 外 ，还 需 要 在 商 业 模 式 上 做 减 法 ，

比 如 在 广 告 位 的 规 划 和 布 局 更 加 规 范 和

合 理 ，不 要 因 为 盈 利 模 式 牺 牲 了 用 户 的

体验。

发展壮大APP行业
要学会做减法

甘 宁

“呼死你”技术含量不高
考验信息安全治理

“差评克星”“讨债神器”，这样的标签

揭示的正是“呼死你”黑色的一面。有网

购平台卖家利用“呼死你”报复给差评的

买家，有不法分子专门针对手机用户勒索

钱财，甚至利用“呼死你”迫使用户关机、

伺机实施诈骗。这背后是一条“线上+线

下”的黑灰利益链：线上人员负责开发维

护、中介代理、贩卖服务，线下人员负责实

施打击报复、敲诈勒索、强买强卖、非法追

债等违法犯罪。而违法利益链条之所以

能如藤蔓般野蛮生长，一个重要原因是

“呼死你”软件技术含量并不高，简单易

得、成本低廉，这对信息安全治理提出严

峻考验。

——丁建庭（《人民日报》）评广东公
安机关日前成功摧毁两个“呼死你”犯罪
团伙

炒作高考状元
最终损害教育公平

在“状元”炒作中得利最大的，当然是

那些策划炒作的学校和商家。在他们赚得

盆满钵满的同时，过度的炒作也向社会传

递了功利、短视的成功观，固化了“一考定

终身”的观念。一定程度上，公众的高考观

与成功观又会回馈给学校以及教育部门，

影响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使得一些地

方集中区域内优势资源，开办各种类型的

重点班，强化应试训练，不仅加剧了城乡、

重点校与非重点校、尖子班与普通班之间

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也损害了教育的公

平性。

——杨三喜（《中国青年报》）评北京四
中等十所中学发表联合声明称坚决反对炒
作状元

一位满脸愁容的老人最近成了网络“红人”，其照片和各种蔬菜、水果一起出现在多个电商平台，并配有类似的文字，“苹果
滞销,帮帮我们”“小笋滞销,帮帮我们”等。然而,这种打悲情牌的营销招数最终还是被拆穿，山西省临猗县政府近日发布了针对

“苹果滞销”不当营销方式的声明，表示多个电商平台发布的营销策划，内容有夸大失实之处。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