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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洪洋

摘要┃屠呦呦之后，韩春雨再
度揭示，一个容得下科研人员“十
年磨一剑”的科研环境何其重要。

因为他的团队发明了一种新
的基因编辑技术，并在知名的《自
然》杂志上发表，河北科技大学副
教授韩春雨从一个学术圈的“泛泛
之辈”一跃成为“网红”科学家。这
些日子以来，无论学界还是公众，
都惊讶于这位“隐身”地方高校十
年，其间未发表一篇学术论文的青
年科学家，因何一鸣惊人。

你可以不知道基因编辑技术
是什么，也可以不了解《自然》杂志
在国际学术界的江湖地位，但不能
不佩服韩春雨，仅就科学家的工匠
精神。如果说，“咬定青山不放松”

“不撞南墙不回头”是一种定力，
“板凳一坐十年冷”“衣带渐宽终不
悔”则是一种境界。从容、淡定、坚
毅、自信，冷板凳也有坐热的一天，

韩春雨的“中国故事”充满正能量。
感动一番并脑补一通基因知识

之余，许多人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
国内比韩春雨名气大得多、科研条
件好得多的专家教授不知凡几，成
功女神为何垂青“非著名大学”里的

“非著名”副教授——韩春雨？个人
修为之外，河北科技大学功不可
没。韩春雨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河北科技大学给予的科
研环境是非常宽松的，很多人说我
博士毕业的时候有过一篇不错的论
文之后10年没有论文，正是河北科
技大学宽松的环境才能容忍我这
样。”作为科学家，能够邂逅理解自
己、支持自己的大学，是非常幸运
的。假如，换个地点，能否容忍一位
副教授十年不发论文，还给独立实
验室和较为充裕的科研经费？

谁都知道，科研成果与论文是
高校评价系统中的硬杠杠，直接关
乎一位教授的待遇、荣誉、地位，以
及所能获得的科研资源。唯才是
举，用科研成果说话，这本身没有

问题，亦是国际通行规则，问题出
在操作方式上。其中，量化考核到
了什么职级，多长时间内要出多少
成果、多少论文的地步，未免太僵
化，与科研规律相悖。以致一些人
为职称而论文、为论文而论文，论
文“含水量”可想而知。国家每年
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入，却因评价机
制掣肘而影响产出质量，实在很可
惜。屠呦呦之后，韩春雨再度揭
示，一个容得下科研人员“十年磨
一剑”的科研环境何其重要。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韩春雨与河北科技大学的故
事昭示，教授与大学建立良好的合
作关系是一场双赢。大学为教授
提供良好的软硬件环境——充裕
的科研资源、宽容的学术氛围、体
面的生活待遇，有利于教授静下心
来搞科研，尽快出成果、出大成果；
教授功成名就之后，以感恩的心回
馈大学，大学因此成为最大赢家。
比如韩春雨在接受采访时，对河北
科技大学赞誉有加，还表示“会继

续留在河北科大”。
提及科研机制与学术环境，人

们容易将责任泛化，在大背景、大
环境上宏大叙事，从外部环境着
眼、说事。河北科技大学的作为告
诉我们，在理顺科研机制、重构学
术环境上，大学并非不能为，而是
可以为、有作为。随着简政放权改
革的深入，高校也比过去获得更多
的自主权，包括自主招生、人才评
聘、学术评估、经费使用等等。国
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于一年多前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
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
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明确提
出，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顶
层设计对大学内部治理创新持鼓
励态度。大学应该抓住机遇，大胆
创新，给教授更多学术自主权，而
不仅仅把自主权用在招生上。

韩春雨为科学界带来一场“润
物细无声”的“春雨”，但愿各方都
能从中获得应有的启迪与滋润。

宽容韩春雨也是科技生产力

□王传涛

摘要┃反正只要是有神或佛
在，就少不了高三家长前来许愿
和祭拜。

5 月 21 日，安徽六安毛坦厂
镇，2016 年高考前的最后一个阴
历十五，被誉为“亚洲最大高考工
厂”的毛坦厂中学外，数百陪读家
长冒雨不断涌入毛坦厂中学“神
树”所在的窄巷中，抢拜“头香”，
祈福孩子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
由于 2015 年学生家长疯狂抢烧
考前“最后一炷”香曾引发火情，
今年校方专门安排了保安和相关
工作人员“死守”神树，严格禁止
烧香祈福行为。

年年岁岁花相似！再过十几
天，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半
个社会的神经，又要因为这样一
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考试而再次
紧张。在许多城市，工地要关停，
网吧要关张，所有的一切都是要
确保高考的秩序。在我的老家，
为了保证高考生们能够按时参加
考试，校车还要用警车来开道以
确保交通通畅……

家长们更是使尽浑身解数来

确保孩子们取得最好的成绩。家
长们要做最好的饭菜，要站在考
点门口送上鲜花，要做好所有的
后勤保障工作。在精神方面，家
长们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学生
少。他们的精神需要慰藉、需要
依靠，因此我特别能理解去“拜神
树”的毛坦厂中学的高三家长们
——与其说他们是在迷信，倒不
如说是寻找一种解压的方式。

与毛坦厂中学家长们历年
“拜神树”做法类似的“迷信”，在
天气正在变得炎热的五、六月份
的全国各地，并不少见。越来越
多的高三家长都会跑到一些神
像、佛像跟前去祭拜。有拜观音
的，有拜如来的，有拜泰山老奶奶
的，有拜太上老君的，也有拜关二
爷的，懂一点的可能拜一拜文曲
星或孔子……反正只要是有神或
佛在，就少不了高三家长前来许
愿和祭拜。

迷信的指责、安全意识的提
醒，在眼中只有高考的家长们面
前，都无异于对牛弹琴。这说明
整个社会已经建立起了对于高考
绝对虔诚的信仰。在社会现实面
前，在高考制度面前，分数就是能
够决定人生的很重要内容。许多

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
通过高考进入到城市，是他们完
成城镇化、体面化的唯一正确路
径和稳妥办法，“高考改变命运”
在高中生及家长们面前就是至理
名言。

每年高考前后，都会有高考
到底重不重要的社会大讨论。一
些段子在朋友圈流传甚广，比如，

“祝高三学生金榜题名……不过，
多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是
否成功，与高考成绩没有几毛钱
的关系，决定你成功与否的是家
庭背景、长相和机遇”。更有许多
或真或假的人在网上信誓旦旦地
说：“我没有文化，但我手下有一
干博士、硕士……”

如果把高考里的成功学比作
恶俗的成功学理论和心灵鸡汤，
当下反对这种成功学与鸡汤的论
调已然并不少见。但遗憾之处在
于，社会现实的冰冷，绝不是一些
反成功学和反鸡汤段子能破解得
了的——社会向上路径的逼仄，
让人无可奈何，只能让无助之人
更多地去依赖高考。

高考的重要性就摆在那里，
改变家庭的路径也摆在那里，任
谁也不能改变。

不必妖魔化高考抢“头香”

@杨贤潮：（草原天路停止
收费）如此“短命”的收费，还未脱
离襁褓，就夭折了。虽然不知道
当地政府完成这个360度大转弯
的原因是什么，但当地政府现在
停止收费，也正说明了当初做收
费决定的不当之处。虽然知错能
改，善莫大焉，但留给我们反思的
是：为何在做出收费决定之前不
多征求民意呢？如果当初能广开
言路，我想也不会出现这一尴尬
的局面吧。

@刁民：（草原天路停止收
费）任何政策制定之前都应有长
期的调研活动，细致考察各方面
问题，充分了解民意，最后权衡各
方利益作出最终的决策。将民众
主流意见排斥在外，引起民怨不
可避免。而朝令夕改的政策损失
的则是当地政府的信誉和权威。

@左相军：（三无学者登上
《自然》杂志）一个学者出不出科
研成果，有没有大的作为，科研经
费的多寡虽是重要原因，但能不
能给予学者一个比较宽松的科研
环境或许更重要。韩春雨之前虽
然长期没有出成果，但学校仍然
给予他很大的宽容和信任，不仅
不对其进行考核，而且还提供科
研经费和实验室。这颗“定心丸”
为他进行潜心研究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其他科研院所是否也
应该从中反思、借鉴。

@丁慎毅：（陈光标成减肥
励志偶像）标哥将减肥之路录歌
拍MV，这种画风的转变，好像已
从满汉全席退到街头快餐的地步
了。网红之路小试牛刀貌似不
错，但其持续性和眼球引爆点的
热度都有待观察。以标哥兴趣转
移率来看，所谓网红，更可能是一
次“标式”旅程的艳遇。

（以上言论来自网络）

◀江苏省兴化市数万名农
民20年前购买了老农保，但新农
保实施后一直没有清理转保，参
保者找到社保部门才被告知：只
能退保、无法兑现。被问到为何
不及时开展清理转保工作，当地
社保部门工作人员给出的答案令
人尴尬：信息不全，不好通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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