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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
制度改革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
见》要求，要重点考察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
道德，突出对创新能力的评价，合理设置职
称评审中的论文和科研成果条件，对职称外
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

近年来，在各省市已经推进的职称改革
中，都提到要破除“唯论文论”，取消统一职
称考试标准，这次印发的《意见》，也提到克
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倾向。如果此
次职称制度改革真能向“职称评定唯论文是
举”的现象宣战、消除“论文扰民”的病灶，将
是为民众做的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现在，不只是大学评职称要求发论文，
职称评定要求发表论文已经蔓延到各行各
业，甚至小学老师评职称也被要求发论文。
一些职称与论文挂钩的要求，简直是莫名其
妙。

其实，很多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根本就不
需要发什么论文。各行各业评职称要求发
表论文，让民众不胜其扰，而且也助长了庞
大的有偿论文出版“产业”。

最近，北京顺义区法院对一起非法经营
山寨杂志牟利案进行判决。这起案件的 9
名被告，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却成立“采编
部”，自称编辑对外征集稿件，以帮作者刊登
论文为由收取版面费，然后再将冒名出版的
杂志寄给作者。2014年1月-10月，这伙人
10 来个月居然收了作者版面费 1200 余万
元。以涉案金额推算（据称每篇论文收180
元到 350元不等），购买山寨杂志版面者达
几万人之众。由此可见，现在存在的有偿论
文出版“产业”生意有多好，规模有多庞大。

这些论文有何创新价值？不就是图在
职称评审中充数吗？

显然，那些为发表而发表的论文，并没
有什么科研价值。这纯粹是浪费纸张、浪费
精力、浪费钱财。“合理设置职称评审中的论

文和科研成果条件”，首先就应该需要清理、
废除那些不必要的论文发表要求。

当然，清理了不合理的论文发表要求之
后，民众对此也有自己的疑虑，担心那些与
领导关系好者，会不会既不要考试，又不要
论文，就凭领导说好就评上职称。

要让职称评审真正关注参评者的能力
和水平，还需要改革由行政力量主导评审的
机制，实行学术共同体评价。目前职称评审
中关注的考试标准、论文标准，均非专业、学
术标准，而是行政标准。另外，职称评审过
程也需要更加透明、公平，接受公众监督。

职称制度确实需要改革了。本次改革
方案不再要求计算机和英语考试等内容，均
体现出了很好的改革导向，而“合理设置职
称评审中的论文和科研成果条件”也会有切
实减轻民众负担的效果。希望将来会有一
个良好的职称制度，既不搞形式主义，公平
评价每一个人，又能真正体现对创新和科研
的激励。

别再让大家为评职称“花钱发论文”了

□高路

1 月 5 日上午，知名气象达人、中国
科学院气象学博士后“@大脸撑在小胸”
在 微 博 发 文《昨 天 ，临 汾 的 空 气 怎 么
了？》，文章让大家读了以后有一种要窒
息的感觉。文章称，雾霾严重的北京，
SO2（二氧化硫）浓度数值还控制在 50，但
临汾过去 30 天平均浓度为 814，1 月 4 日
凌晨 0:55 的 SO2 浓度达到 1303μg/m3，数
值令人震惊。

1303μg/m3是个什么概念？上世纪50
年代，伦敦夺走 1.2 万人生命的那场大雾
中，SO2的最高浓度是3830μg/m3。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准则（2005 年）：人在持
续 10 分钟的环境中，SO2 浓度应该小于
500μg/m3；人在持续 24 小时的环境中，
SO2浓度应该小于20μg/m3。

通常认为，中国雾霾的颗粒物主要呈
“中性”，造成的是慢性长期伤害，不像酸雾
具有急毒性，不会迅速致命。可以说，在雾
霾的危害性问题上，临汾是第一个在 SO2

这个指标上给大家带来震撼的一个城市，
也是第一个将雾霾可能造成的短期伤害演
绎得这么紧迫的城市。虽然数值仍离伦敦

的那场大雾有差距，但它无疑把一个严峻
的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

就此事，澎湃新闻1月8日从临汾方面
了解到，1月 6日下午临汾市政府 5个小时
的讨论没有结果，“7号又讨论了一整天”，
但目前仍无结论出来。

1月5日，临汾政府门户网上的空气质
量日报最新数据是12月31日的，领导的新
闻放在了显著位置；临汾环保局网站上，在

“环保新闻”这一栏目中，最新一则关于空
气污染防治的新闻是 12 月 23 日发布的。
本该更亲民一点的临汾新闻网，没有关于
这场雾霾SO2含量严重性的任何警示。

就是这一攸关民众生命健康的重大污
染事件，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临汾当地政府
在事件发生时启动有效的应急响应，甚至
当地政府闭门开会讨论两天后，对外的结
果依然是“无可奉告”。

实际上，早在去年 11 月，环保部就公
布信息称,临汾市启动污染预警级别明显
偏低,启动时间滞后,应急响应措施明显不
足。去年12月，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向临汾市政府发布应对
重污染天气 7 号调度令，要求立即采取有
效措施降低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保障公

众健康。
可是，面对环保部和山西省的双重紧

逼，临汾当地的二氧化硫减排不仅未有明
显改善，恰恰相反，当地二氧化硫浓度逐步
升高，最终达到破千的惊人数字。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临汾当地政府哪
来的底气，竟敢藐视环保部和山西省的权
威，把民众健康置于脑后？在临汾官方针
对毒雾的 2 天闭门讨论中，到底又发生了
什么？是谁在阻挠信息的公开，是谁在妨
碍应急响应的启动？

临汾重现“伦敦毒雾”，官方缘何沉默，
这个谜底需要揭开，当地政府是否存在玩
忽职守、弄虚作假的行为，应当依法调查。
对于那些在大气污染治理上，怠于职守的
地方政府，该是挥动问责之剑的时候了。

不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北京上海这样的
大城市的，也不是每个人都生活在聚光灯
下，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被媒体关注到的可
能。这一次要不是热心博主的梳理，大家
也不会把目光投向这个小城。但是身为一
座城市的管理者，你的眼里应该只有老百
姓，应该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相
比于空气污染，也许更应该问问的是，临汾
怎么了？

临汾空气怎么了？警示怎么缺席了

□小指

摘要┃虽然大家都在吐槽这位
父亲，但我倒觉得没那么不堪，反倒
挺有创意。

1月6日，“幼儿园老师让带一条
鱼”的微博突然火了。老师让带一条
鱼，很多孩子带的是金鱼，有个小朋
友却带了一条鲤鱼。相关图片随后
遭到网友恶搞，什么水煮鱼、生鱼片
都出来了。1月7日，记者在茫茫人海
之中，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浙江慈溪
找到了这位被网友吐槽的“粗心”家
长！“这个东西也挺乌龙的，”孩子的
父亲姚先生说，“本来也没有很刻意
地去怎么样，是小孩表达得不清楚
吧，他说什么鱼都可以啊。反正钓回
来的有嘛，本身鲤鱼也不好吃，就拿
了一条给他玩了。”据其透露，照片是
学校老师拍下传到家长群的，时间很
久了，有一两个月了。

虽然大家都在吐槽这位父亲，但
我倒觉得没那么不堪，反倒挺有创
意。从审题的角度说，让孩子带条鲤
鱼除了不符合“小鱼”的标准，稍微多
占了一点地方，“观察它”却是一点问
题都没有，甚至对孩子来说，大鱼可
以观察得更清楚。并且，这种不按常
理出牌的做法有助于培养孩子不走
寻常路的思维能力，难道只有金鱼之
类的小鱼才能观察？不带金鱼就是
傻？即便老师和网友死抠“带一条小
鱼来观察”这句话，认定家长的做法
就是不合乎要求，我也认为这错犯得
值，至少给了孩子一次思考的机会，
即应该如何看待一项任务，在常规的
角度之外，有无颠覆性完成的可能。

当然，众所周知，国内的教育环
境极具封闭性和排他性，对任何事都
主张拿出一套标准答案，不合乎标准
总要面临巨大压力。总有作家答不
对由自己作品衍生出来的试题就是
一例，由此观之，幸亏这孩子还小，还
在上幼儿园，这要换成小学生、中学
生，非逼得家长连夜找条小鱼不可，
根本不可能拿鲤鱼交差。原因很简
单，小孩虽然谈不上抗压能力强，但
认知水平仍在起步阶段，不能完全接
受自身不融合或反常态带来的尴尬
或不适，大孩子就不一样，学会了察
言观色，很多时候迎合他人早已超越
对真理的追求，甚至有些家长就把会
做人作为重要的教育目标。

除了带错鱼，此事更叫人感慨的
一点，是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学校
对低年龄段孩子布置的作业，正在成
为一些家长不可承受的负担。过去，
老师顶多布置我们做做手工，包包书
皮，现在倒好，要求孩子做个南瓜灯
那就是客气，前不久我听堂姐夫说，
正在熬夜帮小学一年级的侄女做
PPT，以展示暑假的游记和感悟——
且不说 PPT 这东西孩子压根不掌握
制作能力，就是掌握了，家长带去哪
儿游玩也是个难题。耗费精力出国
吧，助长同学间攀比；带孩子就在家
附近转转吧，又好像父母没钱或者孩
子不是亲生的一样。至于感悟，同样
压力不小，谁知道老师需要什么类型
的思考？

再说回网友恶搞图片一事，可叹
网友的想象力总是无穷，笑点也总是
不那么高。但就像众多网络热点一
样，此事如流星划过夜空，最终都会
成为过去。而对于那个无辜看着鲤
鱼盆的小孩来说，父亲一个无心的举
动最终将为他留下难忘的童年片段，
若干年后都能反复想起，较之于大多
数人平庸而高度同质化的年少时光
来说，这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拿错一条鱼，
带出童年难忘记忆

摘要┃身为一座城市的管理者，你的眼里应该只有老百姓，应该把老百姓的利
益放在第一位。

摘要┃希望将来会有一个良好的职称制度，既不搞形式主义，公平评价每一个人，又能
真正体现对创新和科研的激励。

雾霾频发，口罩、空气净
化器热销，“除霾秘方”在微
信朋友圈疯传……我们该如
何保护健康？权威专家指
出，口罩和空气净化装置能
起到防护作用；各种“药茶”
应慎用；吸烟比吸霾更损害
健康；增强自身抵抗力需养
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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