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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坡

4 月 23 日，一篇题为《宗庆
后曝猛料：施一公请辞清华副
校长是还不起房贷》的自媒体
文章在网上热传。一个标题里
有两个名人的名字，一所名校
的名字，还有“还不起房贷”这
个直击时代痛处的新闻点，这
剂“猛料”想不火都难。

不过，事实也很快证明，这
剂“猛料”是赤裸裸的谣言。施
一公本人回复了 8 个字：“不实
谣言，不攻自破。”娃哈哈官方

微博回应称，这是不实报道，
“文章内容对施一公教授、宗庆
后董事长及相关机构已造成了
恶劣的影响，我们保留追究其
法律责任的权利”。

其实单看那则“猛料”本
身，也会觉得很诡异。谣言帖
说，宗庆后爆料：“施一公之所
以请辞清华大学副校长，主要
还是因为收入太少。清华给他
48 万元年薪，但施一公有两个
小孩，都在上学，一年要花 60
万元，他还在北京贷款买房，需
要还房贷，小孩上学费用，加上

家庭日常开销，清华这点薪水
远远不能解决生活所需，房贷
都到了还不起的地步。所以他
来到了西湖大学。”

且不说这些家庭琐事施一
公为什么要跟宗庆后“诉苦”，
年薪48万元孩子上学一年却要
花 60 万元，这到底是哭穷还是
显摆呢？施一公虽然是名人，
但在教育和科研领域之外一直
很低调，不可能是这种大嘴巴。

谣言可耻。不过如果你愿
意浪费一些时间读完那篇谣言
帖的原文，你会惊奇地发现，作

者 造 谣 的 目 的 竟 然 很“ 正 能
量”。作者说：“今天之所以谈
施一公这件事，主要还是想说
说中兴被禁引发的对中国科研
体制的思考。”他造谣施一公还
不起房贷，是希望国家厚待科
学家，这是想要感动中国的节
奏。

作者发问：“一个靠搞房地
产就能拥有巨额财富，一个靠
唱几首歌就可以赚取几百万
元，一个连最顶尖的首席科学
家都难以生存的经济体，难道
不是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这种“正能量”的造谣，依
然是造谣。事实上，把中国科
学家的现状说成“难以生存”不
仅罔顾事实，还有可能起到反
面作用——吓坏那些长大后想
要投身科学的小朋友。

至于中国做不出芯片，解
决办法当然不是简单地给所有
科学家大涨工资，如果事情这
么简单那就好了。中国科研体
制固然有问题，但靠“造谣”解
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只会浪
费所有人的精力，造成舆论的

“失焦”。

“施一公因房贷压力请辞”，“正能量”的造谣还是造谣

□熊志

魏则西事件两年后，在互联
网上搜索医疗信息依旧是危险
的。

据媒体报道，在百度手机端
应用上，搜索某个疾病关键词，
排名前几个往往都是医院的广
告，点击进去以后会直接出现聊
天界面。一位曾经做过“咨询”
的某民营医院员工向记者透露，
那些对疾病“侃侃而谈”的客服，
可能是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的“搓
脚大汉”。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忽悠搜索者到医院就诊，并想方
设法掏他们兜里的钱。

很难想象，在经历了魏则西
事件的巨大风波后，百度搜索中
的网络医疗广告依旧乱象重
重。唯一的改变是战场从 PC
转移到了移动端，而且对用户的
画像也越来越精准。掌握海量
的用户数据后建立的智能画像，
能预测用户意图，帮助客服根据
访客的兴趣点进行个性化的话
术调整，增强代入感和针对性。
求助网络的病人就成了待宰的
羔羊。

当初联合调查组对百度的
整改要求主要有：一是对未获得
主管部门批准资质的医疗机构
不得进行商业推广；二是改变竞

价排名机制，不能仅以给钱多少
作为排位标准，严格限制商业推
广信息比例，每页面不得超过
30%。

然而，在搜索引擎这根“电
线杆”上，至今依旧可以看到五
花八门的牛皮癣式广告。搜索
相关疾病会发现，区分自然搜索
和竞价搜索的“广告”标识字样，
依旧在网页链接后面，以不起眼
的字号和颜色显示，有很多甚至
没有标注“广告”。

其实，谷歌也靠竞价排名搜
索盈利，也有大量医疗类广告的
投放。不过在搜索结果的展示
上，竞价排名没有全然压倒自然
搜索结果。尤其在医疗领域，搜
索相关疾病，排在前列的都是一
些百科型的科普站点，那些医疗
类广告，也以不同颜色的字体打
上了很明确的“广告”字样。而
且，投放医疗广告的前提是，经
过了 NABP（美国药房理事会）
和 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的认证。

一些不法民营医院与竞价
排名之间的捆绑，让违规医疗行
为的恶性放大。在线搜索，既可
以给公众带来生活的便利，也随
时有可能沦为邪恶的路标，而我
们不希望路标的终点，是另一个

“魏则西式”的悲剧。

医疗竞价排名，百度为何屡教不改

□左生一

伦理审查遵循“控制风险原
则”：首先将受试者人身安全、健
康权益放在优先地位，其次才是
科学和社会利益。

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孔令宏发起的“内丹修
炼”实验（即“冥想神经机制实
验”）已被叫停。叫停的是公众
尚不太熟悉的伦理审查机构，原
因是该实验项目涉及人体实验，
在申报过程中未通过伦理审查。

伦理审查机构叫停“冥想神
经机制实验”，是我国对于涉及
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审查愈发严
格、规范的一个体现。2016 年
12 月起执行的《涉及人的生物
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规定，
涉及人类生理、心理等实验研究
都必须接受伦理审查。

道家内丹修炼的研究要摆
脱过去玄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现
代精密仪器来检验，并用科学的
方法进行研究，是时代对道教文
化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从这个
角度而言，孔令宏的“冥想神经
机制实验”被视为一种“创举”。

然而，该项实验要将神秘的
“内丹修炼”用于改善人的精神
体验，即让不确定性的充满神秘
色彩的“神学”用于增强人的认
知能力，这正是伦理审查需要审
查的内容，即“控制风险原则”：
首先将受试者人身安全、健康权
益放在优先地位，其次才是科学
和社会利益。

从事神经内科研究的华中
科技大学教授张珞颖说，佛教的
禅定冥想对健康的确无害，但道
教内丹修炼是否有害尚不清楚，
如果哪怕可能有一丁点“危害”，
那该实验也不适合进行。事实
上，该项实验的结庐炼丹伴有
汞、铅等影响人体健康的重金属
摄入。重金属摄入过量对人体
有害，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被
伦理审查机构叫停实属必然。

现实中，社会既要保障科学
研究的探索和创新空间，也要对
受试者加以保护。在此情境下，
基于风险管理理念的伦理审查
不可或缺，这也是避免科研滑入
伦理“病区”的重要保障。叫停
极具争议性的“内丹修炼”实验，
在这方面就立下了范本。

让伦理审查堵住更多“炼丹式”实验

“把中国
科学家的现
状说成“难以
生存”不仅罔
顾事实，还有
可能起到反
面作用：吓坏
那些长大后
想要投身科
学的小朋友。

感叹：6+1个钱包才能付首付

@次男旺鑫：年轻人看见了
吗？人家惦记的是六个钱包，不是
两个。敢情得把所有人都掏空了，
还得按揭。

@ChenH_路过：6+1个钱包才
能付得起一套房子的首付，何其惨
烈。

@钱权-无锡：这是把韭菜连
根拔起的架势啊！

@-刘俊言-：所以，富不过三
代。

反对：宁租一辈子房也不啃老

@木木羊---：看 罢 一 阵 悲
凉。人家提倡18岁独立，我们是提
倡28岁啃老，还是啃三代的老。

@言者石流：公开鼓励啃老，
不仅啃父母，连祖父母、外祖父母都
带上了，还是面带微笑地啃。

@隔壁村子老王头：我就算买
不起，租一辈子房也不会去掏空爷
爷辈的钱。

@东良非栋梁：不管那六个钱
包起不起作用，根本就不该往祖父
母辈上动脑筋。

提醒：人家只是建议你买房

@左手天下棋：人家没让你掏
空，只是说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就买
房，怎么非要往掏空上想？

@8只装：年轻人靠自己买房
真的有难度，如果长辈能帮一把，当
然是好事。

@豪言壮志526：老人有余力
就帮，没余力就不要勉强，没毛病！

@江子鸭：能借到亲戚钱交首
付的，尽量买，因为房地产不会倒
掉。

分析：言外之意是房子还得涨

@yhuihuif：人家说得比较委
婉，房价还得涨，不涨也绝不会跌，
赶紧买！

@蛋卷二十二：还不明白吗？
这是官方变相告诉大家，赶快上车，
还得涨！

@卢加诺的雪：充分利用机
制，就是把自己的未来交给机制或
者放任机制蹂躏自己。你自己选。

担忧：买房压力大，咋发展科技？

@贰捌菇凉：国家不能再这样
引导年轻人靠炒房来挣钱了。中兴
事件还没有引起重视吗？

@LBYgz：如果未来发展还靠
房地产，别说什么芯片了，就连普通
的制造业都会出问题。

@踏清雪寻你雅：买房的压力
可能让我们离科技强国越来越远。

呼吁：控制房价，让百姓幸福生活

@hellojane68：子女掏空三代
人，确实应反思。

@一直很安静的Q小姐：专家
应该考虑怎么把房价控制住，而不
是让老百姓掏祖上所有去买房。

@道中人XA：房贷限制了年轻
人的思维，压制了年轻人的激情，扼
杀了年轻人的梦想。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六个钱包”买房，你理解对了吗？
年轻人你该买房还是租房？央

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表示，
如果年轻人工作还不稳定，可以就
租个小房子住；如果要结婚了，双方

父母和长辈的“六个钱包”能一起凑
出首付，建议还是买房好，中国为什
么搞按揭？就是怕有些人快死了才
能买房子。“六个钱包”这一说法，引

起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官方鼓励
啃老”，也有网友表示这话没毛病，
先把房买了，充分利用机制。对此，
你咋看？

@微言博议

把产品称作“泥巴”，互相之间以代号相称，各工序“链条化”分工配合……偏僻的山坳里，犯罪嫌疑人
以建设“猴头菇菌种基地”为名，囤积数十吨原料，疯狂生产毒品。

近日，湖北公安机关成功捣毁了一个在黄冈市蕲春县非法制毒窝点，缴获俗称“丧尸药”的新型毒品
甲卡西酮9.1吨，各类制毒原料49吨以及大量制毒工具，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 新华社发

“隐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