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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

针对近年来研究生导师与学生的
“导学矛盾”时有发生，有的导师让学生
干私活等问题，9月22日，教育部学位管
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教育部门将出台《研究生导
师指导行为准则》，依法依规建立师德失
范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

“导学矛盾”的发生与冲突增多，与
我国研究生培养的导师负责制所赋予导
师的“生杀大权”有着根本关系。导师负
责制不仅意味着导师有指导研究生的责
任，也有着决定研究生是否能够毕业、是
否获得其推荐、在培养过程中能否分享
科研成果及相应津贴等重大问题，每一
项对于研究生而言都极其重要，甚至可
能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部分导师迷失
于“生杀大权”之中，让研究生代写论文、
克扣研究生科研津贴甚至让研究生帮忙
处理私人事务的情况，都现实存在。

研究生们对导师的称呼常为“老
板”，这不仅是因为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
而导师像老板一样给他们发科研津贴，
更是因为部分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相
处，已经模糊了师生的边界，而更像是老
板与员工。这里重点指出的“有导师让
学生干私活”，可能指向两种情况。一种
私活指的是与本身教学研究内容无关
的、导师私下接回来的项目，有的导师会
接下这类“私活”以锻炼能力为名让研究
生来做，其中一些过分的会少给甚至不
给报酬。另一种则是原本意义上的私
活，即私人事务，一些研究生被指派的私
人事务包括为导师料理家务、取快递、接
送孩子甚至帮导师的孩子写作业，研究
生俨然成了导师的免费私人助理。教育
部所指的主要为后者，但不能忽视的是，
这两种情况都存在，而且不算罕见。

研究生的本职应该是做研究、搞学
术，而导师的责任是对他们进行培养和
教育。研究生与导师之间既是师生关

系，也是合作关系，教学相长，对研究的
课题本身或是研究人才的培养都极为重
要。无论是出于对教育的追求或是对研
究初衷的坚持，为研究生创造更为纯粹
的学术研究环境，都是应该做到的基本
保障。

导师让学生干私活，绝对不能接受，
应当全力禁止。除导师自律之外，更需
要合理的责任认定方式与有力的追究机
制来保障。

此前江苏推出的研究生导师职业道
德规范“十不准”，明确包含“不准安排研
究生承担属于私人领域和家庭生活的事
务”，目前亦在研究针对职业道德规范的
抽检制度。这些实践经验均可为《研究
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提供参考。

除了列出导师行为负面清单、建立
抽检制度之外，《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
则》还需充分考虑责任认定的有效性问
题。此类问题的直接信息来源为研究
生，但由于研究生被导师掌握着“生杀大

权”，担心影响毕业等问题而可能会隐瞒
真实情况，即使有匿名举报机制，由于每
个导师带的研究生很少，亦容易被锁定

“报复”。因此，在责任认定方面，或许可
考虑相互监督机制，以及以已毕业研究
生为对象的反馈机制，将两者评价相互
对照。此外，对于不同行为对应的处分
应详细列明，例如，私人领域和家庭生活
事务具体包含的条目；问责方式应与导
师利益密切相关，包括暂停招生资格、取
消研究生导师资格等处分。亦可引入专
责第三方，对“导学矛盾”事件进行调查，
为每名导师设置信用清单，包括学术不
端、让学生干私活等违规行为都可显示
并供查询。

“让学生干私活”扭曲了师生关系，
师不成师，从何学起？基于研究生的弱
势地位，更需要强有力的责任认定和追
究机制，涤荡学术界的不正之风，这是为
了保障学生的基本权益，也是为了保护
学术研究的纯粹。

导师不是“老板”，非正常师生关系亟须纠偏

□南方

9月21日，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
联合印发《体育总局 教育部关于印发
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
见的通知》，要求将体育科目纳入初、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纳入中考计
分科目，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
登峰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将来体育
课也必须布置作业，要把文化课的作
业减下来，体育课作业加上去，这样才
能够确保学生掌握运动的技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健康体
魄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这也使得家长
督促孩子体育锻炼的热情逐渐上升，国
家层面近年来也在想方设法强化中小
学体育课。应该说，重视体育基本上成
了各方共识，只是在具体的落实环节，
仍然受到了多种因素的掣肘，现实中重
视体育很容易雷声大雨点小。

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随着社会竞
争的加剧，教育的起跑线被大幅前置，
为了追求更好的前程，或者通俗地说，
为了将来获得更高的高考分数，无论是
学校还是家长，更倾向于在提高孩子文

化课成绩上下功夫。而体育课在这样
的竞争体系下，自然容易被边缘化。

所以，要重视体育课，甚至要在学
生的作业中加上体育这一项，一个自
然而然的逻辑就是，将部分体育项目纳
入升学考试，或者提高体育科目在升学
考试中的权重。以广州为例，明年开始
广州中考体育分值由 60 分提高到 70
分，未来三年中考体育考试项目、评分
标准将逐步提高。这种转变直接影响
了体育课在现有教学体系中的地位，据
媒体报道，广州部分中小学已经开始布
置体育作业，家庭体育作业完成情况纳
入学生日常体育行为规范考察范围，
并作为学期体育成绩考核指标之一。

但是，上述策略也有明显的缺陷，
一方面，小学阶段没有中考的压力，在
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体育课质量
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其实从体育
锻炼的特点而言，6-12 岁这个阶段是
孩子身体发育的重要阶段，激发孩子
的体育天赋，主要都在这个阶段。比
如被讨论很多的足球项目，从六七岁
开始训练很普遍，而到10岁左右，可能
就要接受更为专业甚至是完全职业的
训练。如果小学阶段没有系统的体育

课，很多体育人才就要被埋没，王登峰
司长提到的广义的体育(青少年学校体
育)和狭义的体育(体育竞技)也就很难
融合。

另外则是学生负担问题。体育课
作业加上去，意味着出现了新的负担增
量。为了确保不增负，按照王登峰的解
读是，“要把文化课的作业减下来”。一
增一减是理想的做法，但现实中能否实
现这样的效果，很难一概而论。大量体
育课辅导班的出现，无疑也与考试政策
的调整有关，不排除文化课作业减不下
来，体育课作业又加上去了，若如此，
恐怕就偏离了政策初衷。

梳理上述缺陷，可以确定的是，一
味以考试导向作为强化体育课的手
段，并非万全之策。这也提醒决策者，
切不可认为，提高体育课在考试中的
权重，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提高体育课的专业度，探索校园体育
和竞技体育的融合，从而让社会意识
到体育人才的价值，继而认可体育课，
这可能才是体育课地位提升的关键。
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甚至也是艰难的
过程，饶是如此，也应该迎难而上，而
不是一味走捷径。

强化体育课不能全靠升学指挥棒

超过4000万！这是目前我国失
能半失能老人的数量，这一数字还在
增长。老人难以独自生活、家人奔波
照料、经济负担加重……“一人失能、
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面临的难题。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自 2016
年开展试点以来，有效提高了失能老
人生活质量，减轻了家庭负担。日
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又新增14个试
点城市（区）。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失能老人的依靠

□和光

“个别无良商家为降成本偷工减
料-监管失职-劣质产品占据市场-消费
者丧失选择权”，至此硫黄熏制八角“完
美演绎”了一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戏码。

据报道，作为八角主产区，广西南宁
市三塘镇每年 8 月都会迎来出货旺季。
作为当地最大的八角交易市场高峰天然
香料物流中心，一天出货量高达 300
吨。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为了缩短
工时、降低成本，大部分商家都使用硫黄
熏制八角，而批发商为了逐利，也会采购
硫黄八角，并销往各地的饭店、食堂等。

9 月 22 日上午，市场监管部门对该
市场内的经营户进行检查，抽检了18批
次八角样品，现场查封八角约141吨。

早在2012年，就有媒体曾以“广西用
硫黄熏八角成潜规则 未熏硫八角销往国
外”为题揭露过此类乱象。时隔 8 年之
后，“无硫八角只销往国外、国内市场上能
找到一颗算我输”的现实让人痛心。

从报道来看，这场“硫黄八角游戏”
之所以能“长演不衰”，与当地有关部门
松弛懈怠的监管有莫大关系。正是在商
户“胸中有对策”、市场“提前打招呼”、监
管“睁只眼闭只眼”的大环境下，“硫”动
的八角才能横行无阻。

2012 年被媒体曝光后，紧随舆论监
督而来的专项整治行动，虽然确实让硫黄
八角曾经淡出过一段时间，其滋生的土壤
却从未得到根除。不管是反思此前专项
整治行动的失败，还是审视如今几乎裸奔
的监管，当地职能部门的欠账已然太多。

中国八角看广西，广西八角看南宁，
从宏观上来看，针对肆虐多年的行业潜
规则，当地首先应做的就是打破地方保
护主义思维，破除懒政惯性，从根源上重
新打造一个绿色、健康、良性运转的八角
市场。立足八角种植行业来看，“八角由
个体采摘晾晒，又产自山区”，有关部门

“取证难、不好管”也并非全然是托词。
但是，这也不能成为监管缺位的借口。

当地职能部门不妨严格按照国家相
关标准，探索行之有效的检测手段，加强
日常抽检，将监管的触角极力向下延伸，
对于不法商家依法依规严罚，提高违法
成本，加强信息公开，充分利用当地八角
之乡规模种植的特点，将“劣币驱逐良
币”变成“鼓励领头羊”的羊群效应。

说到底，八角虽小，安全事大。筑牢
监管的防线，民众才能重获八角选择自
由与“舌尖上的安全”。

“未熏硫的销往国外”
硫黄八角专坑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