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士也造假，只因头衔太金贵

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科学院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代表了我国科
学技术界的最高水平，每一位院士
都是所在领域的学术权威。拥有院
士称号的人在学术道德上也应该
是无可挑剔的，抛开淡泊名利的学
者风骨不谈，起码得守住不弄虚作
假的底线。但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王
正敏却被自己的学生王宇澄举报
学术抄袭、科研成果剽窃、院士申
报材料造假等问题。

根据王宇澄的举报，王正敏当
初为当选院士在申报材料上做了
很多手脚，既有“一稿多投”，也有
拿非研究性文章当论著，甚至还抄
袭他人著作。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

员会已经认定，王正敏在申报院士
过程中有“不实事求是”行为。至
此，王正敏作为学术偶像基本倒塌
了。科学研究容不得半点虚假，无
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凡是被发现在
科研上弄虚作假的都会名誉扫地，
在韩国有“克隆之父”称号的黄禹
锡就是个典型。

王正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毕
业的大学生，八十年代初就在国外
获得了博士学位，凭借这样的资历
也足以赢得业内和社会的尊敬。他
本来也可以专心搞科研，即使不能
成为所在领域的院士，也能做一名很
不错的学者。但是为了当选院士，王
正敏不惜自毁名节，以低级拙劣的手
法造假。欺世，盗名，前者是手段，后
者是目的。院士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
术称号，戴上这样的“帽子”，必然会
博得煌煌盛名。但是王正敏想得到的
只是一个虚荣吗？就媒体的报道可

以断定，成为院士让王正敏名利双
收。仅在2012年，王正敏和他的研发
团队就获得了四千多万元的专项
经费。他们“克隆”国外公司的人工
耳蜗并进行了产业化，在国内市场
上王正敏的院士身份就是该产品
最好的广告。

王正敏的院士之路证明，一个
学者不惜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造
假，与其说是虚荣作祟，不如说是
被利益所惑。因为一旦成为院士，
就意味着在科研经费分配、项目申
请上一路畅通。这不仅对王正敏有
利，还能让其所在单位跟着沾光。
所以，王正敏当选院士多年都没有
遇到过像样的“打假”，即便被自己
的学生举报大量的造假问题，复旦
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也只是给了
一个轻描淡写的“不实事求是”。围
绕一个院士，很容易形成一个利益
共同体。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

光曾经豪掷两千多万元打点关系，
也证明了院士头衔的“含金量”。

造假抄袭的院士不仅欺世盗
名，侵占公共资源，更败坏了学术
风气。有这样的人高高在上，谁还
甘心默默无闻做科研。学界的道德
根基一旦动摇，创新就成了无本之
木。建立院士制度是为了推动科研
事业的发展，以院士的学术声望和
人格风范弘扬科学精神，而一些学
者却被附着其上的巨大利益引到
了歧途，这就需要我们从制度设计
上加以完善，比如院士评选应当全
程公开，加强社会和学界监督。院
士当选之后应该得到的是荣誉，而
不能直接转化为行政待遇和“学术
权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

“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这个
改革方案如能落实，院士头衔的

“含金量”有望大减，为名利毁掉名
节的人或许就不会那么多了。

王正敏不惜冒着巨大风险造假，与其说是虚荣作祟，不如说是被利益所惑。建立院士制度是为了推动科

研事业的发展，而一些学者却被附着其上的巨大利益引到歧途，这需要我们从制度设计上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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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聃

近日，记者就“城郊高压电线
两侧安全用电隐患”问题，来到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四平
市城郊分公司了解情况，副经
理孙建国竟然回答，“老百姓就
是他妈的给脸不要脸的玩意”。
2日，孙建国已被撤职处分。( 1

月2日《新京报》)

事实上，官员骂百姓不要脸
早已不是第一起。傲慢与偏见话
语一再出现，体现的仍然是一种
陈旧的治民思维。少数官员总以
为民众的权利来于自身赐予，而

忘记了手中权力恰恰来自于民
众。正因为觉得群众是“被治者”，
看不到基本的权力形成链条，一
些官员才不容许民众有丝毫的

“悖逆”和质疑。即便是媒体代表
民众进行最常态的发问，也会惹
得他们大光其火、口不择言。

类似的口不择言当然与官员
的个体素质有关，但其他官员未
必就没有这种扭曲的“官念”。当
前正在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活动，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党
员干部要同人民群众有血肉联
系。对某些人而言，是时候该警醒
一下了，如果不摆正自己的位置，
不去除“官老爷”意识，不改变蛮
横霸道的作风，恐怕难逃“高高在
上，重重摔下”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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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近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
世元指出，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
结果表明，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
在5000万亩左右。

治污是一项系统工作，需分
清轻重缓急及工作排序。首先，一
切的治污需建立在一个比较确切
的摸底数据之上，并应向公众开
放这些环保数据。公众有治污的
知情权与参与权。目前的摸底工
作应尽快推进，并且排查工作应
更为细致，不同区域有何种污染
应被区分开来，需分类排查并建
立风险评估机制。

在有了确切数据后，应完善
相关立法，并确保立法得到切实
执行。据悉，《土壤环境保护法》

已列入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立
法规划，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
起草。坦白说，治污不仅需防范
未来，更应有合理的回溯机制，
把那些对环境的“欠账”与“透
支”补齐。否则，新污染即使被
控制住，但那些旧有的污染仍在
发挥着作用，环境本身就是一个
开 放 体 系 ，互 相 作 用 ，难 以 切
割。

治污并不在乎投入多少，关
键看效率如何，否则投入再多的
钱也枉然。在中国，治污更应根据
现实情况，更需着力的是地方，令
地方官员摆脱GDP主义及提高企
业现在过低的违规成本。(摘自

《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祝乃娟)

据统计，全国城市化率已经
超过52%，北京、上海等部分城市
达到了80%以上，而全国城市户
籍 人 口 仅 为 城 市 常 住 人 口 的
35%。城市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
之间的剪刀差，代表的是我国目
前2亿多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做候
鸟式迁徙的打工族。

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也许会
让那些一直把城镇化当成拉动当
地基建和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地方
政府失望，他们不得不改变想法，
因为中央想要的是另一种城镇
化：首要是解决人的转移和落户。
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不再是造城
和推动经济增长，而是解决已经
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
落户问题。

中国目前的财税体制，是各

地解决外来人口市民化的障碍之
一。现在，中央已经准备让渡更多
财税权利给地方，以解决外来人
口市民化问题。接下来，需要地方
政府想办法来解决户籍人口和外
来常住人口的服务均等化任务。

人的城镇化意味着，地方政
府需要与过去城镇化等于GDP的
思维告别，需要拿出真金白银为

“伪市民”提供公平的身份和待
遇。对于充满造城冲动的地方政
府而言，2005年法国爆发的城市
移民骚乱以及印度和巴西片面城
镇化所带来的平民窟等现象，堪
为警示。(摘自《经济观察报》，作
者张向东)

治污需确切数据与突破地方主义

“候鸟”落地才是真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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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骂群众源自“官念”扭曲

葛公民论坛

望“房”兴叹

申请一套公租房有多难？答案是——— 至少需办7个证等90天。日前，记者
在广东佛山、东莞等地采访时发现，繁琐耗时的行政审批流程，令大量公租
房的需求者只能望洋兴叹。(1月2日《新京报》) 漫画/勾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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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圆桌评论

“吃空饷”还能返岗，好大的面子

“吃空饷”吃的是关系

赵丽：一千余人“在编不在岗”，
这数字实在不小，能把这部分人查
出来总算是个好事。不过，《公务员
法》已有规定，“旷工或者因公外出、
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
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
三十天的，应该予以辞退。”而中央
编办在2005年就开始在全国开展清
理“吃空饷”工作。政策不可谓不清
楚，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能“白吃
白占”，为什么到现在才被查处？

蒋龙龙：这么多公职人员长期
不在岗，其单位领导不可能不知晓，
但对此持默认态度，恐怕主要原因
是不愿得罪人。

许建立：大家都有这样的印象，
能够“吃空饷”往往是“根子深关系
硬”。在一些地方，权力没有受到制
约，一些有关系、有门路的人可以利
用权钱资源大搞变通，肆意践踏规
则，因此能堂而皇之尸位素餐。

“返岗”是二次践踏规则

许建立：这部分人员拿着财政
供养的工资却不干活，等到东窗事
发，却以“返岗”了事，这恐怕还是

“法不责众”思维在作怪，牺牲原则
换取“稳定”。

赵丽:如此“手软”，实际上是对
规则的二次践踏，也是对政府公信

力的二次伤害。这不但让钻空子的
人有恃无恐，也极大地伤害了群众
的感情。

蒋龙龙：既然是“专项清理”，就
应该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来。

“返岗”必然不能服众，必须加大处
罚力度，严格追究当事人的党纪政
纪甚至是法律责任。

许建立：是啊。既然长期脱离岗
位，那这样的人对所在部门还有没
有价值？一千余人“吃空饷”，他们吃
掉的钱要不要吐出来？这些问题都
应有个说法。而且，背后有无其他人
员失职、有无利益勾连，也需要进行
彻查，给公众一个交代。

遏制乱象应严密制度

赵丽：要从根本上遏制此种乱
象，还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
政府部门要主动将编制、人事管理
等信息公布于众，创造让群众监督
的客观条件。

许建立：还要堵上公职人员人
事制度和财政制度等方面的漏洞。
只有把相关的信息报告备案制度、
联查联审制度都严密起来，才能让
钻空子的人“碰钉子”。

蒋龙龙：对“吃空饷”的处理，也
不能没有规矩，否则有些地方难免
会搞纵容和变通。只有建立起明确
的问责、追究机制，同时严加落实，
才能对想搞“小动作”的人形成有力
的震慑。

据1月2日《河南商报》报道，去年，河南省公安厅在正风肃纪专项
整治活动中，有1439名在编不在岗人员返回原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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