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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追回已拨项目资金”，不应是最终目的

□金新

今年初，两篇刊发于中文核
心期刊《冰川冻土》的论文引发
关注。作者在论述生态经济学的
过程中，列举了导师程国栋夫妇
的事例，进而阐述“导师的崇高
感和师娘的优美感”，并且论文
标注属获资两百万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成果。

这篇论文在众多严谨科学
的学术论文中显得格外另类，堪
称奇文。无论“望之可让人顿生
一种崇高感”，还是“近处让人能
感到春草的芬芳，优美感四
溢”……这类表述不像学术语
言，不合学术规范。此事被曝光
之后，中国科学院等部门随即进
行了调查。

而就在前不久，处理结果出
来了。有关部门决定，追回已拨
资金，取消徐中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资格2年，给予徐

中民通报批评；给予中国科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原中
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
研究所）通报批评；中科院公布
发文不当处理结果：停刊，主编
免职。

这样的处理不可谓不重，许
多网民甚至视其为“反学术腐败
的最大胜利”。其实，“追回已拨
项目资金”充其量是底线而已，
而通报批评、停刊与免职也绝非
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冰川冻
土》杂志所暴露出来的学术腐败
问题只是“冰山一角”，这样的处
理并没有触及学术界腐败的“筋
骨”。一旦风头过去，此类现象很
有可能“死灰复燃”。

可以说，在程国栋与其弟子
徐中民周围，形成了一个“学术
圈子”。对于这个圈子中的人来
说，“私利”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学
术研究。有鉴于此，具有中国科
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等多重

身份的施一公教授曾发出过善
意的警告：“不要花时间去拉关
系，尽全力做研究，以实力取胜。
其实，一个人的尊严、学术地位、
以及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永远
不可能靠拉关系获得，只能来源
于自己真正的学术修养和贡献。
那些天天热衷于拉关系的浮躁
科学家，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学
术成果，即使表面风光，事实上
也会被同行从心里看不起。在学
术界，这永远是真理！”

问题是，善意的警告对于利
欲熏心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作
用。记得在2006年6月19日，《北
京晨报》就刊登了《科技部重拳
根治学术腐败》的消息。称“汉
芯”造假事件发生后，科技部曾
深入分析问题的根源，制定了许
多措施，像“科研立项全程公开”

“通过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计划
管理服务信息平台”等，防止出
现重复立项、多头“要钱”现象。

但令人遗憾的是，从《冰川冻土》
这起事件来看，这些措施并没有
达到预期的作用。一些学术腐败
分子，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
厉。像吹捧导师师娘的文章，竟然
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核心期刊上，
这种行为不仅让人感到汗颜，更
是对学术尊严的一种侮辱。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徐中民
等人虽然已经受到了处罚，但此
事还远未到了结的时候。在对此
事进行处理之外，有关部门更应
该看到《冰川冻土》事件发生的
必然性，并以此事为契机，追查
学术圈子中的腐败现象，制定出
有效的措施，从根源上杜绝此类
事件再次发生。如可以实施科研
人员学术道德信息公开制、学术
腐败终身一票否决制、追缴立项
资金几何级翻倍制、弄虚作假玷
污科学入刑制等制度。唯有多管
齐下，学术界的腐败才能彻底被
遏制。

□张西流

据统计，我国越来越多90后，
尤其是 95后年轻人告别传统的

“毕业就工作”模式，成为“慢就业
族”。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一边是
数量屡创新高的高校毕业生，一
边是受疫情影响调整招聘计划的
用人单位，压力之下，2020年应届
毕业生“慢就业”现象更加凸显。
时下，有一小部分大学毕业生既
不着急就业，也没有继续深造，而
是选择去游学、支教或者创业考
察等，慢慢考虑人生道路。这种做
法被称为“慢就业”。调查显示，
8%的毕业生选择“慢就业”，表明
“慢就业”正在年轻人中成为一种
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一方
面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人均收
入的不断提高，部分家庭的父母
选择不给孩子施加就业压力，另
一方面，社会上“毕业马上就业”
的观念也在逐渐改变。

“慢就业”表达了现在年轻人
更加理性选择职业、渴望全面了
解社会的意愿。然而，不容忽视的
是，选择了“慢就业”的毕业生，在
给家庭带来一定经济负担的同时，
也容易和身边都在工作的同学失
去共同话题，实际上承担着不小的
社会舆论和心理压力。同时，“慢就
业”学生在重新进入就业市场时，
工作经历的“断层”，会导致他们
在社会招聘中遇到更多困难。特别
是，不少报道显示，“慢就业”之后，
很多学生因为求职心切，社会经验
缺乏，加上失去了学校对企业的筛
选把关，“病急乱投医”，有可能掉
入传销等招聘陷阱。

可见，“慢就业”是把双刃剑，
需理性对待和包容。首先，大学生
在这道人生“多选题”中，能够“慢
下来”，择业时保持理性的头脑。
同时，高校把就业服务工作做在
前头，辅导员、专业老师和就业指
导老师可以联合起来，加强对学
生的职业规划教育和就业技能指
导。此外，有关部门要把就业服务
工作做在前面，出台政策支撑，在
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提前
支持校园招聘活动等方面不断加
大力度，以提升高校毕业生初次
就业率。

对待“慢就业”

需包容更需疏导

葛大家谈

□胡建兵

近期，人社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水平评价类技能人
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有关工作
的通知》。其中，人社部和有关
部门组织实施的 14项职业资格
(涉及29个职业)拟于9月30日前
第一批退出；其他部门(单位)组
织实施的 6 6 项职业资格 (涉及
156个职业 )拟于 12月 31日前第
二批退出；与公共安全、人生健
康、生命财产安全等密切相关
的职业 (工种 )拟依法调整为准
入类职业资格。

之前，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
职业资格证，甚至做保姆、看大门

的也要有个证，以致让一些由于
各种原因没有拿到证的人，很难
找到工作。过多过滥的职业资格
认定，严重影响了一些人就业。为
了减轻人们的就业“负担”，2013
年至2019年底，我国先后分七批
取消了434项职业资格，占国务院
部门设置职业资格总数的70%以
上。本次又有80项职业资格退出，
此举将有利于拓宽就业渠道，提
高就业率。

职业资格认定本来是为了
规范就业，提高从业者就业素
质的一个重要手段。但近年来，
一些部门行业利用国家的政
策，为自己的小集团牟取不当
利益。不管办理这种资格证书

有没有价值，都想办法出台考
证制度，从而坐收渔利。用人单
位要证书，劳动部门搞培训，双
方利益分成，已经成了一些地
方的潜规则。像计算机应用技
能的认证，就有教育部、人社
部、工信部及协会、商业机构等
组织的十多类数十种认证，考
试培训费用从数百元至数千元
不等。认证种类繁多，认证交叉
重复，证书的权威性难以判断。

资格认证考试应该公平、
规范、严肃、严密。但当前的职
业资格认证很不规范，一些资
格认证纯粹是搞形式主义，考
生只要交钱参加了培训，就可
以通过考试，至于有没有实际

水平就不管了。一些机构为收
取更多的报名费、资料费和培
训费，随意降低报考条件。还有
一些机构所设置的认证考试与
现实应用脱节。许多认证培训
机构用各种方法提高考生的

“通过率”，甚至打出“包拿证”
的广告，种种“走过场”的认证
考试演变成“花钱买证”。

此外，有些部门混淆就业限
制类职业和普通职业的界限，把
一些不必要实行就业限制的职
业作为就业限制类职业进行管
理，一概要求持证上岗，从而削
弱了职业资格管理的严肃性。
我国有些职业资格考核，还存
在重公共科目考核、轻专业知

识和能力考核的倾向，这种做
法使职业资格在业内认可度不
高。尽管很多“考证族”花费了大
量的时间和金钱，有了证书仍然
难以找到心仪的工作。

这几年，我国分多批次取消
500多项职业资格，这是促进就业
的一项重要举措。当然，职业考试
不能一律取消。一些高危行业、技
术性强的行业还是需要严格的资
格认证的。因此，必须建立严格的
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但这种职业
资格认证，不能由某个部门、协
会、机构随意认定，应该由国家有
关部门集中管理，从而消除因滥
设职业资格认证产生的“九龙治
水”问题。

□史洪举

公众关注的明星谭松韵母
亲被撞致死的交通肇事案有了
一审结果。9月19日，四川省叙
永县法院宣判，被告人马明弘
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年；赔偿谭家920048 . 88元，同时
赔偿其他受害者相应损失。

应该说，这原本是一起比较
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但由于被
害人之一系明星谭松韵的母亲，
进而让该案备受关注，从案发到
如今，每个程序和环节的进展，都
聚拢了众多目光和评论。对此，相
关司法部门凭借着严谨扎实的工
作，不偏不倚的裁判，让更多人体
验到了司法公开的价值，感受到
了公平正义。

根据我国刑法有关规定，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
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
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
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
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本案中，被告人马明弘在
2018年12月31日晚上喝了两场

酒之后，醉酒驾车撞人后逃逸，
致一死两伤，其中死者为明星谭
松韵的母亲。并存在弃车、拒不
赔偿、悔罪态度差、有犯罪前科
等情节。因而，其虽然有自首情
节，但依然被从重判处了六年有
期徒刑。可以说，无论从法律角
度还是从公众的朴素认知角度
出发，该案的判决都是妥当的，
是司法机关综合考量多种因素
后作出的慎重裁判。

值得注意的是，叙永县法院
还对公众尤其是谭松韵粉丝所
关注的问题进行了释明，着重解
释了为何没有认定马明弘因逃
逸致人死亡，从而适用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量刑的原因。因逃逸行
为致人死亡，是指发生事故后逃
逸，导致被害人没有得到及时救
治，错失抢救时机而导致受害人
死亡的情形。马明弘逃逸后，现
场有人随即拨打120，被害人黄
某被及时送医，在医治20余天后
因伤情严重死亡。因此，马明弘
的逃逸行为和黄某的死亡后果
之间不具备因果关系。

此外，随着一审结果的公
布，之前一些人的合理怀疑得以
澄清，一些不合理的猜疑和谣言
不攻自破。一些在庭审期间故意

带节凑，混淆是非，歪曲事实的
自媒体，更是被“打脸”。如有人
造谣审判长讽刺谭松韵说“你反
正除了长得好看，也没什么其他
作用”。有人根据被告人在法庭
上不端正坐姿的截屏，就脑补出

“整个法庭，已经被我爹操纵”，
用被告人父亲是县文联原副主
席的身份大做文章。这些毫无根
据，捕风捉影的猜想甚至是造
谣，全部在司法公开的效应下烟
消云散。

可以说，此案件虽小，却在
明星自带流量的聚光效应下，演
变成一堂生动的普法课。一方
面，司法机关向公众普及了交通
肇事罪的相应量刑情节和量刑
档次，普及了自首、毒驾等知识。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既没有轻纵
被告人，又没有因为被害人亲属
的特殊身份而突破法律，重判被
告人，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在舆
论聚焦、公众关切之下坚守罪行
法定，注重程序，公平对待每一
个当事人的定力与担当。实际
上，这正是司法机关日常工作的
缩影，即无论案件大小，无论当
事人身份，均平等对待，用证据
说话，用法律说法，进而让公众
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公平正义。

葛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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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取消职业资格，有助于扩大就业

必须建立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但这种职业资格认证，不能由某个部门、协会、机构随意
认定，应该由国家有关部门集中管理，从而消除因滥设职业资格认证产生的“九龙治水”问题。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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