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伦敦毒雾”重现临汾引发社会关注，山
西临汾市环保局9日对外回应，当地二氧化硫
总排量的70%以上，来自于当地居民采暖燃用
散煤。

根据临汾官方的回应，临汾二氧化硫爆表
的祸首，居然是民众取暖，真是让人大跌眼
镜。环保部的督查情况显示，临汾市有焦化企
业25家，其中有6家未按时完成达标治理，这

些未达标排放的企业也没停产。环保部督查还
查出，临汾部分钢铁、焦化企业无组织排放严
重，“跑冒滴漏”问题突出。可见，临汾当地
环保部门在监管中存在严重失职。不过，对于
环保部指出的问题，临汾环保局的回应只字未
提。不得不说，当地的回应令人失望。对于污
染，如果避重就轻，故意逃避责任，岂能治好
污染？(1月10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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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燃放不燃放烟花爆竹再度成为人
们热议的话题。近期，不少地方也相继下发通知，
明令禁止或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对此，一些人表
示：没了烟花爆竹，还有什么年味儿？

烟花爆竹浓缩了中国人太多的情感。但是我
们也要看到，当前我们所赖以呼吸的空气的确到
了非改善不可的地步了。或许，燃放烟花爆竹在造
成空气污染的诸多元凶中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不
积跬步又怎能至千里？当一次次雾霾困扰人们时，
应该坚定割舍的决心。其实不放烟花爆竹，年还是
那年，就看你自己怎么看。

燃放烟花爆竹只是人们表达喜悦心情的一种
方式。除了燃放烟花爆竹外，人们表达喜悦心情的
方式还有很多，比如举办个晚会庆祝一下，外出旅
游放松一下身心等，都可以达到放松心情、表达喜
悦的目的。既然有那么多娱乐方式可选，为什么非
要通过燃放烟花爆竹来表达喜悦之情呢？

燃放烟花爆竹除了污染空气以外，还伴有各
种安全隐患。无论生产者，还是燃放者，都可能被
烟花爆竹“误伤”。综合考虑，在燃放烟花爆竹的去
留上作出一个决断未尝不可。由传统文明走向现
代文明，每向前一步都要忍着疼痛。原因就在于，
我们迫不得已要割舍一些传统的东西。然而，割舍
掉了一些传统的东西，并不代表着我们斩断了文
化的源流，而是在护住文化“根脉”基础上的割舍。
正所谓，有“舍”才有“得”。“舍”了烟花爆竹，有利于
呵护生态文明，这样的“舍”又有什么不舍呢？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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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将大学教授职称评审权力下放高校，山
东师范大学第一次评出了带有“山东师范大学”标签
的教授，为青年教师打通晋升渠道，31岁的李海涛由
讲师一跃成为教授。虽然评审权下放，但在有限的岗
位面前，各个高校都在探索制定自身的评审条件。（1
月6日《齐鲁晚报》）

职称评审权下放前，各高校职称评审数额都由
省教育厅下达指标限定，高校本身也无权规定教授
晋升条件。职称评审权下放后，评选出的教授由各高
校自己颁发聘书，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评审条件。

应该看到，高校职称评审权下放是大势所趋。市
场经济条件下，人才自然流动成为必然，按实际需要
招揽人才和管理评价人才，都成为高校必须直面的
现实。二是职称评审长期以来一刀切，不符合高校用
人实际。举个例子，不同专业发表论文的难度不一
样，如果按原来的做法，以同样的标准要求教师，对
一些弱势专业的教师不公平。此外，因高校职称评定
引起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丑闻也屡见媒体。比
如，湖南某高校在职称评审工作中，就出现一名体育
专业评委教授在宾馆开房收钱的丑闻。

现在评审权下放了，老问题减少了，随之而来的
新问题就会出现。很多人听到评审权下放的消息，一
边拍手叫好，一边眉头一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
况？就是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一来，高校自主权加大
了，但随意性便来了。学校和学校之间评审标准参差
不齐怎么办？公正公平的评审机制能否建立起来？

高校职称评审权下放是大势所趋，但监管不能
缺位。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谁享有评审权力，谁就
应担负相应的管理责任。解除教师们的后顾之忧，必
须保证职称评审公平公正，各高校的评审门槛设置
要合理，过程要有监督，结果要可申诉，申诉要有回
复。学校按照自身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对本单位
的教师进行评价，固然有熟悉环境和熟悉个人的优
势，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容易造成打人情分、看人情
牌的现象。尤其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优质科研资
源与行政资源高度统一的现象，会不会影响到教授
职称评审工作，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为此，是否可
以考虑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来监督整个评审过程即
引入外在监督力量，形成学校、教师、评价机构三方
关系，构成稳定的执行、监督关系。在具体操作过程
中，赋予第三方机构可以适当地参与、调查和监督，
必要时可以向高校最高决策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递

交调查报告。
此外，职称评审权哪些专业可下放，哪些不可下

放，要看这个专业是否具备评审条件。比如，有的高
校一些学科师资力量薄弱，没有这些专业的教授，或
者这些专业的教授数量太少以致于凑不齐学科评审
组，那么这些专业教授职称评审权就不能下放给这
所高校。因此，高校职称评审放权，应先向具备评审
条件的学科放权。

必须看到，一些人担心评审权力下放滋生腐败，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若将铲除学术腐败和寻租的希
望全部寄托于评审权力下放之上，也是不现实的。事
实上，在一些已经实行教师职称自主评审的高校仍
然有着腐败的事情出现。当然，职称评审权下放的大
方向是正确的，在实施的过程中不能因为细节的问
题而否定全部，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一边拔除

“杂草”，一边呵护高校职称改革这棵幼苗成长。

前几天，河南郑州市二七区的环卫工人发福
利了！可当鞋子拿到手，大家却傻了眼！男女员工
一视同仁——— 都发了一双高跟鞋。赵师傅一个大
老爷们拿着鞋子在脚上比划半天……环卫工人们
说起这件事都是一肚子委屈：当时大家都认为是
发棉鞋，还报了各自的鞋码。（1月9日《河南卫视》）

年终发“福利”本是一件暖心的好事，体现的
是单位领导对属下员工的关怀与厚爱。但大冷天
给环卫工发高跟鞋，尤其是给男职工发高跟鞋，就
有点让人发懵了。

单位发福利讲求的是接地气、惠员工、实用，
这就需要首先考虑收受者的职业特性、性别特点
和群体感受。正如环卫工们所说的，如果发鞋，至
少也应是御寒的棉鞋，更何况每人还报了各自的
鞋码。从这件事来看，环卫工所在公司并没有发自
内心的尊重，而是内心充满歧视，做的是表面文
章，只是把这件事情应付下来而已。

避免出现环卫工发高跟鞋之类的奇葩“福利”
现象，必须从心底树立尊重职工的意识，摒弃高高
在上的观念，设身处地地为职工着想，少些花架
子，多换位思考，真正让“福利”接地气、暖人心。

每到春运，火车票就成为归乡伙伴最揪心的
牵挂。今年的手机抢票软件，多了“加价”功能，不
加价的抢票中奖率还没有12306官方网站高。“说
好的免费真爱呢，还能不能一起愉快抢票了！”

抢票软件是随着铁路12306售票网站应运而
生的。当初急乘客之所急“为人民服务”，不收分
文帮人免费抢票，可惜鸡年一来，抢票软件也成
了“铁公鸡”——— 一毛不拔、不再免费，想用交钱。
20元的VIP抢票通道，30元的VIP极速抢票通道、
66元的至尊光速抢票通道……还有更精准的，智
行火车票APP，每多付1元钱就可以提高0.1到1个
百分点不等的命中率，“小费”200元封顶。

面对加价抢票，公众不免生疑：这跟“倒票”
有啥区别，不就是披着高科技马甲的“黄牛党”
吗？2006年，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国家发改委和
铁道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查处代售代办铁路客
票非法加价和倒卖铁路客票违法犯罪活动的通
知》，规定火车票销售、代售服务费5元封顶，除此
以外，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在客
票预订、销售环节加收任何费用，地方有关部门
也不得批准收取各种费用。一言以蔽之，代售车
票过程中，加价或变相收费属于价格违法。

限制加价收费的初衷，为的是广大乘客能够
买到“平价票”。但现在的抢票软件，已经成为一
种新的技术掮客。代理销售火车票得有资质，抢
票软件没有；服务费不得超过5元，抢票软件收费
最高的都上百元了。根据《通知》，不具备代办铁
路客票资格的单位和个人，为他人代办铁路客票

并非法加价牟利的；个人以营利为目的，变相加
价、从中渔利的，属于倒卖铁路客票的违法犯罪
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二百二十
七条也规定，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抢票软件收费愈演愈烈，却没听说哪家被处
罚，更不要说被刑罚了。那么，抢票软件是否构成
一种代售？收费到底合不合法？不合法怎么没人
管？这些都需要相关部门澄清说明、答疑解惑。

有人说，现在都是市场经济了，抢票收费是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也管不着吧？听起来有理
却不正确。票价不轻易上浮的现实逻辑是：春运
回家是情感上的刚需，火车票售卖要照顾分配效
率，更要侧重分配公平。换句话说，如果火车票可
以随便加价，12306完全可以自己选择竞价。但如
果真是选择了“拍卖”，让价高者得之，不会有抢
票软件的空间，却也偏离了分配的正义。

不得不说，抢票软件的出现本身是一种无奈
的结果。它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春节期间总需
求量太大，火车票供不应求，乘客只能“病急乱投
医”。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抢票软件趁火打劫，并
借此扰乱秩序、影响公平甚至哄抬价格的理由。
代人购票收费与代人挂号收费到底有没有区别？
真人版“票贩子”被严打，为什么软件版的“票贩
子”可以存在？说到底，一种新现象的出现，离不
开现实的需求，离不开市场的配置，轻易打死不
是办法，但必须与时俱进地管理和规范。

广告

职称评审权下放，监管不能缺位
□ 李子路

高跟鞋“福利”

让环卫工情何以堪
□ 张玉胜

抢票神器
有技术就不叫“黄牛”？

□ 陆娅楠

不放烟花爆竹

年还是那年
□ 桑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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