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房收钱”评职称只因权力无忌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综合近期各地新闻可
见，高校职称评审竞争异常
激烈。先是武汉大学法学院
的一名副教授因为“没能评
上教授职称”对该院一名担
任评委的教授大打出手，继
而又有湖南警察学院的刘一
兵教授被人举报，在宾馆开
了套间，以便于申报职称的
教师向自己行贿。

如果说，武汉大学教授
动武的事有辱斯文，那么湖
南教授“开房收钱”的事已经
不止于师德沦丧，举报内容
一旦被查实，仅凭教育主管
部门的处分是不能为此事画
上句号的，还必须有司法部
门的介入，以追究其刑事责
任，因为这已经涉嫌公务中
的权钱交易问题。

按照常理，警察学院的
教授不会不明白在工作中

“收人钱财，替人办事”意味
着什么，之所以如此高调地

“开房收钱”无非是利令智

昏。试想一下，权限之内举手
之劳便可得到数千元红包，
有多少人能耐得住这种诱
惑？而据报道，送钱评职称
的事情在当地也并非近年
才有，“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
开始了”。或许，收的和送的
都 已 经 接 受 了 这 种“ 潜 规
则”。有门路、善交际、肯送
礼的在评审中占尽好处，而
那些原本符合条件却评不
上的也只能感叹自己“诗外
功夫”不足。

这样的职称评审已经严
重扭曲学术评价体系。“送钱

多者胜”的评审标准必然迫
使很多教师放弃尊严，去讨
好或收买那些手握“生杀大
权”的评委，而专业水准则被
抛之脑后。“劣胜优汰”的遴
选不需要持续太长时间，就
足以摧毁正常的学术环境，
届时名利之徒有名有利，而
恪守本分的教师注定要怀才
不遇。

职称原本是对专业水准
的一种认可，也是金钱和权
力之外的另一种人生评价标
准。所以，大学教师尤其看
重职称评审，评上教授乃至

一级教授，自己在学术上的
探索无论多么辛苦都堪以告
慰。同时，不能回避的现实
是，职称又不仅仅是一种荣
誉，还附加着各种看得到的
福利和待遇。在大学中，职
称有时还与课题项目和资
金联系在一起。因此，即便
是淡泊名利的教师也很难
完全从职称评审中超脱出
来。

要想真正杜绝职称评审
中的种种问题，仅仅依靠教
育主管部门的“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是不够的。主管部门

的“零容忍”并不足以保证权
钱交易的“零发生”。如果能
从制度上建立动态的学术评
价体系，尽可能让职称评审
中的指标量化和透明，使每
个参评者做到心中有数，得
之不喜，失之不忧。主观评价
的弹性空间一旦被压缩，即
便有评委想“开房收钱”，也
未必有人肯送。这不但能够
防止职称评审中滥用权力
的现象，也有助于净化大学
中的学术空气，让那些有德
行有水平的教师活得更有尊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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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

5月6日起床后，上网在
多网首页上都发现来源于
齐鲁晚报的一则消息：济南
城管人员在执法时与摆摊
的抱孩女贩互跪。其所含问
题极其深刻——— 两难呀！城
管人员难在按规定，这里或
这时不许摆摊，必须完成任
务；而摆摊者难在不在此时
此地摆，家里生活不下去。

这难题已在中国普遍
存在多年了，我也采访得多
体会得多了。一次在济南文
化路采访，规定晚8点前不

许摆摊，从六七点开始，小
贩们多守着货包坐在路边，
专候城管人员撤走；那边城
管人员无奈地在路显眼处
亮着相，不停地看着手表，
盼8点尽快到来。双方就这
样对峙着……城管队长对
我说：“都不容易！”

走过许多城市，注意到
一个普遍现象，在城市街巷
摆摊存在极大争议，反对者
嫌其脏、乱、堵，以有车一
族、紧挨摊居住受其骚扰者
为主。而支持者除摆摊者，
还包括打工者、流动人员、
低收入群体，还有喜欢偶尔
吃点摊售特产、与摊相距不
远不近买时方便居住又不
受扰市民等。利益群体不

同，看问题角度不同。
我曾在一城中村边宿

舍楼居住十多年，这村是容
纳打工者、自谋或流动职业
者、无业大学生最多的城中
村，当它被拆迁时，我们是
作为一“发展”主题报道的，
但本村中与我相识的居住
者说，考虑到房子租金，他
们要搬到一城郊村去，再回
来捡破烂、摆摊就更辛苦
了，要多花几小时走路。

是的，凡摆摊者相中的
皆是城市较繁华、行人较多
地段，因那里花小钱买小吃
难，他们补了缺，能挣出钱；
而恰恰这些地方因繁华，有
的甚至是城市外观形象标
志，被规定不许摆摊。这就

是“两难”，就是我们目前广
泛意义上说的“差距。”

去年，我去美国公干，
在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看
到一奇异景观：各路交叉口
人行道处，皆设有多个小
摊，包括小吃、生活用品、水
果等。我当即拍了多幅照
片。我想这会给我们这个发
展中国家多么有益的启发！

这几年，城管执法遇到
了空前难度，难在何处？难，
还不在于摊主越来越不服
管，而在于越来越多旁观者
及舆论的“众怒”骤然多了，
以为城管“活在福中不知
贫”。也许部分执法者没意
识到，这种“众怒”实际上是
对着当下社会贫富差距和

贪腐来的，他们只是充当了
无辜的替罪羊而已。当然，
众怒者许多也并不知执法
之苦，他们若不这样，自己
也没了饭碗呀。

这么说，问题就出在协
调双方的规则制订上。

今年两会，温总理明确
提出缩小收入差距是当前
紧迫的工作重点。如何缩小？
这无疑是改革中最难突破的
具体关隘。但就这一小点：对
城市街巷摊点设置实行符合
中国当下国情的宽容政策，在
此基础上规范管理，无疑是具
体举措之一，不然，对于生
活在城市中庞大的自谋职
业群体中的只会摆摊者，如
何提升他们的收入？

我是恢复高考后最早一
批的大学生，当时我们被说
成“十二年熬一锅汤，上面的
油水全撇开了”。那时的大学
生没有任何高考激励机制，
没有利益驱动和各种诱惑，
爱好学习且自学能力强，由
于毕业后是分配工作，更不
需要为出路或好的出路发
愁，一腔热情全在学习上。

———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
授冯玮说。

古人说，“大学之道，在
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
的幸福”。大学应承载三重价
值，即学人的精神家园、学业
和职业的基础、成人和幸福
的基石。

———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美元现在已经不能发挥
世界唯一稳定储备货币作用
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
用正在相对衰减。

——— 美国经济学家、哥
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
克斯说。

在目前这个阶段，互相
不信任，由猜疑上升为抱怨
和恨，患者和医生的关系就
会走上恶性循环。而如果双
方多一些了解和理解，以信
任为基础，更要加大力度推
行医疗改革，一切会好起来，
走向良性循环。

———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白岩松说。

城管和商贩“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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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不是好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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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小汽车驾驶员将考文明
驾驶常识。这一考来得正是
时候。现在有车一族是越来
越多，道路拥堵时有发生，最
让人气愤的是不文明驾驶行

为随处可见。一些司机虽然
很有行车经验，但是在路上
根本不懂礼让，有些运营车
辆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抽烟，
完全不考虑顾客感受。这些
不文明的行为都是长期养成
的，有些人甚至在学车时都
没有接受过相应的教育。而
在汽车社会，不懂文明驾驶
的司机绝对不算是合格的司
机。我希望这样的考试能够

让所有的新司机在开始上车
时都想到文明。

读者：王丽

派驻警察也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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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要
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协调公

安机关向重点医疗机构派驻
警务室。我知道这也是应对
医患纠纷不断升级的无奈
之举，但是警察进驻医院就
一定能保证医护人员的安
全吗？我看未必。一些行刺
医生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其
实并非不知道此后的法律
后果，他们之所以要知法犯
法，往往是因为医患矛盾无
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如果

派驻警察仍然不能保证医护
人员的安全，是不是还要设
立更多的警戒线呢？如果患
者在医院里感受到的是一
种如临大敌的气氛，会不会
对医护人员产生更多的不
信任？

读者：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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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上建立动态的学术评价体系，尽可能让职称评审中的指标量化和透明，使每个参评者做到心中有数，得之不喜，，失之不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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