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少一些，“工匠”多一些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提出不将论文等作为评价应用型人
才的限制性条件。这个《意见》一旦
得到落实，将让很多一线的技术和
专业人才如释重负，把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用于本职工作，在实践中成
为高精尖人才。

据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年产论
文最多的国家，但是同时也是论文
造假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仅每年
在高校中爆出的研究生论文抄袭丑
闻，就已经让人有见怪不怪的感觉。
与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相比，很多行

业的职称论文更是造假成灾。这个
问题早就被媒体和舆论关注过，却
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用人单位的人才评价机制太
僵化，不注重人才的能力、实绩和贡
献，只看学历和论文。

面对僵化的人才评价机制，在
一线从事生产的技术和专业人才通
常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自绝于外，忍
受被边缘化的痛苦，要么顺应要求，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写论文、
评职称。河南大学一位老师从教三
十余年，讲课激情澎湃且有极高水
准，一些讲课内容被人做成语录在
网络上流传，但这位教师直至退休
也只是一个讲师，因为不出书、不写
论文，就不可能参与评职称。虽然这
位教师最终被河南大学破格返聘为
副教授，回校继续为本科生授课，但
是绝大多数技术和专业人才恐怕都

忍受不了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
清苦的生活。他们为了自己的薪酬
待遇和升职空间必须去拼论文、拼
职称。

搞学术和科研的都知道“板凳
要坐十年冷”，没有巨大的精力投入
是很难出学术成果的，对于长期在
一线从事生产的技术和专业人才来
说，要写出像样的论文更是难上加
难。在写不出又不得不写的情况下，
难免会有人干论文造假的勾当。论
文造假虽然让一些应用型人才在职
称薪酬方面得到了实惠，但也让他
们背负了道德污点。一些服务论文
造假的期刊杂志，在获取灰色利益
的同时也腐蚀了学术氛围和社会风
气。这些年以论文评价应用型人才
的种种弊端，越来越清晰地凸现出
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必
然不能绕过这个难点。不以论文论

英雄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让那些
在一线从事生产的工人，甚至是医
生、教师，都安心地做一名“工匠”，
成为行业内的“一把好手”。

这几年，中国制造面临不小的困
境，国人在海外抢购马桶电饭煲让国
内制造业尴尬不已。在分析这个现象
时，很多人都提到了“工匠精神”的缺
失，做不到精益求精，中国制造的转
型升级都将成为空谈。今年两会，“工
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让人耳目一新。实际上，不仅制造业
需要“工匠精神”，在教育、医疗等各
行业都急需“工匠精神”。只有让更多
的一线人才专心于本职工作，求精求
实，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才能顺
利完成。让一线的应用型人才少写几
篇论文看似无足轻重，实则是人才评
价导向的重大变化，论文少了，“工
匠”就会多起来。

不以论文论英雄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让那些在一线从事生产的工人，甚至是医生、教师，都安心地做一

名“工匠”。只有让更多的一线人才专心于本职工作，求精求实，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才能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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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量不看质，越“补”越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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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病历治“天书”，问问医生怎么看葛一家之言

□谭浩俊

一起经销商自杀事件，让
“新能源补贴”备受关注。工业
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近日表
示，新能源汽车骗补不是大规
模事件，但“不管有多少辆，发
现一起，绝对处置一起”。他强
调，国家财政补贴并未全部到
位，对于骗补企业，没补贴的
钱不会下发，已补贴的钱一定
要扣回。要依法进行处置，直
至取消这些企业的资质。

众所周知，新能源汽车推
广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如果出
现严重的骗补现象，显然是不
利于产业发展的。那些潜心技
术创新的企业，尤其会受到冲
击。事实也是如此，从这些年
来财政资金对新兴产业的补贴
来看，确实存在骗补、乱补、瞎
补、盲补现象。特别是前几年
的光伏行业补贴，不仅造成了
财政资金的大量浪费，还造成
了行业投入的盲目跟风，引发
恶性竞争，这样的后果至今没
有得到有效修复。

那么，为什么常常出现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呢？除了财政
补贴资金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
漏洞和缺陷之外，是否还有其
他 方 面 的 问 题 呢 ？我 们 注 意
到，无论是光伏还是新能源汽
车，都是以产量来衡量补贴的
标准、水平、金额。也就是说，
完成的量越大，获得的财政补

贴资金就越多。自然，企业不
可避免地会在量上做文章，以
期获得更多的补贴资金。

以光伏补贴为例，最早的
办法是发一度电给一份补贴。
这 也 意 味 着 ，企 业 发 的 电 越
多，补贴的资金也越多。至于
这些电发出来以后能不能上网
使用，一概不管。结果，发的电
越多，发出的补贴越多，浪费
的资源就越多。现在，新能源
汽车补贴同样存在这样的问
题，只看销售的数量，而不看
这些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含量、
安全性能，不看这些新能源汽
车与国际同类产品的竞争力，
特 别是核 心 竞 争 力 。而 按 照

《中国制造 2025 》的要求，最急
需解决的恰恰是技术创新、安
全保障和竞争力提升。

财政对新兴产业的政策扶
持、资金支持，需要考虑当前的
利益，考虑占领市场，考虑稳定
经济增长，但更需要着眼长远，
把新能源汽车做成像高铁、特高
压、核电一样可以在国际上竞争
的行业。那么，财政对新能源汽
车行业的补贴，就不能走老路，
而是必须创新。如果不改进补贴
方法，纵然能够暂时扼制住骗补
行为，也不会对行业发展产生多
大的效用。只有补贴方法的改
进，把财政资金更多地补贴到技
术创新、性能提升、功能改善、效
率提高、安全保障等方面，补贴
的效率才会最大化。

□李康宁

3 月 22 日，恒大地产“无理由
退房一周年活动发布会”在全国
172 个城市同步举行。会上宣布，一
年来恒大集团退房率仅为 0 . 91% 。
恒大集团副总裁何妙玲表示，将继
续落实“无理由退房”。

作为国内房地产行业的龙头企
业，恒大在去年 4 月推出的“无理由
退房”，可谓开风气之先。这种更人性
化、更周到的服务，不仅让购房者少
了后顾之忧，也让恒大地产的品牌形
象，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房产对于人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它不仅仅是一个栖身之所，很大
程度上还承担着户口安置、子女教
育等多重职能。对于大多数老百姓
而言，房子始终是关乎人生幸福的
头号大事。在一些大中城市，举全家

几代人之力购房的现象，亦不鲜见。
从本质属性上来说，房产是一

种商品，既然是商品，就应当遵从商
品交易的通行规则，消费者不满意
即可“包退换”，本应常态化。然而长
期以来，由于供需关系的不平衡，购
房者在房企面前，常常处于弱势地
位。个别房企经常以格式合同、霸王
条款捆住购房者，有了争议却拒不
退房的比比皆是。在高昂的维权成
本面前，很多购房者也只能忍气吞
声了事。

而恒大提出的“无理由退房”举
措，给房地产行业的此类积弊，下了
一剂猛药。于购房者而言，“无理由退
房”等于一粒定心丸，买房这样的大
事，不必再如以前那般瞻前顾后左右
为难，更有了底气。而同时，恒大地产
也展现了对产品品质的绝对自信，企
业美誉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对于双

方而言，可谓互利共赢之举。
这种更开放、更包容的经营理

念，带来的实惠也显而易见。数据显
示，自去年实施无理由退房一周年
以来，恒大全年销售业绩增速提升，
高于行业水平。2015 年，恒大销售
额增速相比 6 家千亿房企 12% 的平
均增长率高出 41%。而退房率，还不
到 1%。

“无理由退房”，却迎来了销售
高峰。其中的含义非常丰富，一方面
说明，产品的高品质，才是决定企业
业绩的根本所在。只要房子质量有
保障，即便再有“无理由退房”的承
诺，消费者也不会无端生事，去“找
理由退房”。“企业自信”，迅速地转
为“品牌公信”。从另一个角度看，在
服务环节多为购房者考虑一点，只
会赢来更多的信任支持。消费者选
择“用脚投票”，进而推高恒大地产

的销售业绩，从本质上是提升服务
质量带来的红利。而产品与服务的
共同提升，才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根本要素。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进入深
度调整期。以往那种野蛮生长、粗放
管理的生存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的
步点。正当此际，恒大地产率先做出

“无理由退房”的突破性尝试，既是对
自身管理的大胆挑战，也是对行业规
则的有力冲击。而恒大地产继续落实

“无理由退房”的承诺，则更让人期
待。因为此举必然会倒逼其他房企反
躬自省，提升服务质量，并最终促进
整个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这对于购
房者而言，无疑是一种利好，也是企
业的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无理由退房”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葛行业观察

□罗志华

全国多地爆出医生书写病历
潦草随意，甚至酷似“天书”。对此，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
长刘远立认为，“改变医生‘潦草病
历’的局面，最好的做法之一是推
行电子病历。”（ 3 月 23 日中新网）

病历过于潦草，当然是手写惹
的祸，只要病历不手写，而是改为
电子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
当前用电子病历来治理医生的“天
书”，恐怕并非最佳时机。

其实，目前电子病历已十分普
遍，只不过多运用于住院病历而
已。公众抱怨字迹潦草的病历，指

的是门诊病历。分析门诊病历实行
电子化的条件是否成熟，不妨先看
看住院病历电子化后的效果。

首先，电子病历怎么携带是个
问题。用掌上电脑是一个方向，但这
涉及医疗信息无线传输技术，尤其要
保证数据安全。另外，电子病历容易
修改，不会像涂改手写病历那么直
观。正因如此，当前出现医疗纠纷后，
仍习惯封存手写病历。推出电子病历
后，反而要书写两类病历，难免加重
一线医生负担。

门诊病历电子化固然是发展
方向，但值得弄清楚的是，当前手
写病历能否完全由电子病历取代。
若条件不成熟就硬推，本已十分忙
碌的门诊医生势必更加不堪重负，

“天书病历”不一定能够解决，反而
催生出新的问题。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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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２２日提出，将重
点清理整治“大、洋、怪、重”等不规
范地名。地名是基本的社会公共信
息，切不可因长官意志或眼前经济
利益而“任性”修改。

“任性”的改名举动，暴露出一
些地方官员用权上的“霸蛮”。一些
地方秉持“图响亮傍大款”的心态，
受短期经济利益驱动，“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靠名人吃名人”，肆意修
改延续千年的地名；有些地方官员

甚至把改地名当做搞封建迷信的
手段，如某地因“骆马湖”有“落马”
的谐音而要求改为“上马湖”。在缺
乏认真分析和科学论证的情况下，
领导大笔一挥，想怎么改就怎么
改，根本不考虑地域文化的传承和
群众的意愿。

地名是承载历史和凝聚认同
感的“容器”。诚然，对于那些带有
歧视性的地名，该改还是要改。但
在改名的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法规
操作，重视民主决策的程序，尊重
民意吸纳民智，绝不能让地名遗产
被“文化强拆”。（据新华社 3 月 23

日电，作者郑昕、欧甸丘）

地名修改不可搞“文化强拆”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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