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大学生辅导员吐槽称，被学生的“幼儿
园问题”搞得哭笑不得，比如“饭卡掉厕所里了怎
么办”“室友不讲卫生怎么办”“在医院怎么找到医
生”……解决这些问题是基本的生活能力，无奈在
一部分大学生那里，却成了拦路虎。

其实，本该断奶却没断奶的问题，不仅大学里
面有，在不少年轻家庭中也常见。比如，不少“80
后”“90后”明明结了婚，却依赖父母打扫卫生、洗
衣做饭、收拾家务；小两口一吵架，第一个念头不

是夫妻沟通、化解问题，而是打电话“各找各妈、各
求外援”。

母乳虽好，但久不断奶，也会导致营养不良。
所以，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长远。孩子终有离开
父母的一天，你终究要目送他闯荡世界的背影，你
是希望他被照顾得像温室花朵却不知如何应对外
面风霜，还是希望他有生活能力傍身，不管遇到任
何问题，都能从容应对？所以，该断奶时当断奶。(6
月15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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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
达到2 . 3亿，占到总人口的16%多。目前，我国空巢和
独居老年人已经接近1亿人，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亟
待社会养老补位。”这是《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白皮
书》中披露的一组数据。(6月14日《工人日报》

不可否认，家庭是法定养老主体和老年人养
老的基本保障。然而，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进，
经济社会的转型，城乡群众生活方式的转变，全社
会正面临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问题。

如此语境下，北京市政协委员王静建议，“进
一步推进社区养老照料中心的发展，把社区变成
老人温暖的大家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理应得到政府部门的积极响应。除了要加大公
益性养老机构的建设外，还应鼓励和发展民间和
社区养老场所，既解决养老机构亲情淡泊的问题，
又解决传统家庭养老服务不足的难题。总之，老人
空巢化，倒逼养老服务多元化。一方面，政府应加
大财政扶持力度，完善社区养老设施配套建设，强
化社区公共医疗服务，落实老年人相关补贴制度，
解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问题。另一方面，发展
和支持居家养老、互助养老等模式，尽可能实现政
府购买社工上门服务，护大政府性服务的覆盖面，
并与无偿服务的志愿者实行良性互动。

老人空巢化

倒逼养老多元化
□ 张西流

■ 漫 画

对国内900多万考生中的绝大多数来说，该报
清华还是该报北大的烦恼太过遥远。然而，却有一
部分成绩顶尖的“别人家的孩子”，他们有着“别人
家的烦恼”。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国内某中学里，

“高考志愿填报密码不在学生手里”，而在老师手
里，填报什么学校，填报什么专业，往往由老师决
定。(6月14日《中国青年报》)

看完报道，不禁想到：学校与学校的差距
是，有的学校只是追求能有多少学生考取大学，
有的学校则在追求有多少学生能考取名校，还有
的学校在追求有多少学生能够考取清华、北大。
而学生与学生的距离可能是，当大多数学生对清
华北大望眼欲穿而不得时，有些学生却对清华北
大不屑一顾，可是最终却迫于各种压力而选择了
清华北大某个不感兴趣的专业。

在学生填报志愿时，老师提供参考意见是可
以的，但在这所中学里，老师却代替学生做主。
这么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清华北大崇拜
症”。对于学校和老师来说，多考一个清华北
大，既有“面子”也有“里子”。想想现实中一
些怪现象：“考上一个清华北大奖励50万元”写
入工作报告；学生考上“清北”，老师又得奖金

又晋级……不能不让人心情沉重，老师为了自己
的利益，就可以置学生前途与兴趣不顾吗？看起
来这是一种“清华北大崇拜症”，其实是“利益
崇拜症”。

当然，学校与老师这么做，并没有强制强
迫，更多是“诱劝学生改志愿”。 但这种情况
下，“诱劝”有时也是一种强制，尤其在老师手
里，当加上师生感情的砝码时，或许不是强制胜
似强制。

面对“高考志愿填报密码不在我手里”，也
有学生表示出了反抗。可是学校和老师，无一例
外地打出了感情牌。脸面是中国人重要的日常呈
现，中国文化有时表现为圈子文化、人情文化。
在各种人情中，师生之情、母校之情，可谓是最
重要之一。当学校和老师打出感情牌时，对于许

多学生来说，其实已经是一种强制。
一所中学可以掌握学生填报志愿系统的密

码，以确保高分考生按照校方的意愿去报考清华
北大，其实质就是利用学生对学校对老师的感
情，从而达到自己之目的。在人们心中，有一些
场所、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功利化的。比如在
学校，比如师生之情，就应该与功利保持一点距
离。有什么样的考评，就有什么样的导向；有什
么样的导向，就有什么样的现实。值得思考的
是，到底如何才能呵护正常的师生感情？为什么
会有赤裸裸的“名校置金”政策？

现在，“教师的绩效，学校的声誉，牵系在
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人数里”。我们相对容易做
到的，可能就是减少这种“牵系”，给学校和老
师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

近日，江苏南通一幼儿园女教师被确诊为肺
结核，随后，筛查发现，该老师所在班级的35名孩子
中，有12名孩子被查出携带结核病菌，其中6人呈强
阳性、6人呈弱阳性。(6月14日中国青年网)

肺结核具有潜伏期，这位老师发病不久，受她
感染的孩子仍处于潜伏期内，目前排除这些孩子
患病还为时尚早。当然，前期干预可将发病风险降
到最低甚至不发病，孩子家长应该有所宽心。

这起事件最值得思考的，是如何避免传染病
在幼儿园和学校流行。入职体检和年度体检，通常
是预防传染病的最前置和最普遍的手段。对于幼
儿园的孩子而言，查验预防接种本也带有预防传
染病传播的目的。这些硬性规定若能够全部照章
实施，是可以发挥较大作用的。

然而，光靠硬性规定无法完全阻断传染病传
播。譬如，体检通常一年一次，体检过后，在长达近
一年的时间里，若老师和孩子患上易于传播的传
染病，则极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疾病传染给
他人。本次传染情况就是如此。因此，在执行硬规
定的同时，还要配套实施软举措。比如，校医对老
师和孩子们的皮肤进行日常检查，发现皮疹及时
就诊，在传染病流行季节和特殊时期，还要逐个测
量体温。传染病报告制度、防疫部门例行检查制
度、季节性消杀灭工作、防蚊防蝇防鼠措施等，这
些举措若都能得到一一落实，将会对硬规定形成
有力补充，共同筑牢传染病的防控网。

“幼师染病孩子带菌”

提醒体检严格化
□ 罗志华填报志愿，学校不能代学生作主

□ 毛建国

6月14日下午科技部将举行新闻通气会，
通报“107篇中国论文被撤稿”事件调查结
果，通报中称：针对此次撤稿事件中参与造假
的第三方中介机构，科技部、教育部、卫生计
生委、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协等部门会同
中央网信办、工商部门，启动网上网下清理工
作，打击论文造假的灰色产业链。 (6月14日
《人民日报》客户端)

“107篇中国论文被撤稿”事件，让众人
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论文造假一事上。与很多
人预期的一样，“论文造假的灰色产业链”引
起了科技部门的高度重视。应当说，打击灰色
产业链，这切中了论文造假的“七寸”。

诚然，发表论文是一些科研人员的“刚
需”，是现行科研评价机制、人才选拔使用机
制等诱导的结果，但无论是科研评价机制，还
是人才选拔使用机制所诱导下的科研论文都当
是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的杰作。高质量的科研
论文是对工作和事业的精华总结，有道是“真
金不怕火炼”“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论
文有其独到价值，够得上发表的标准，相信即
便不通过“第三方”力推，也会登上一些学术
刊物“大雅之堂”的。但论文造假显然是走了
歪门邪道，是想用不合格不真实的论文换取功
名利禄，这是为社会公平正义所唾弃的，是上

不了台面的小人行为。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论文造假之风之所以

愈演愈烈，一些“第三方”中介在这其中扮演
着幕后推手的角色。上网搜索可以看到，与发
表论文有关的“第三方”中介比比皆是，有的
自称与核心期刊、权威刊物关系良好，论文包
发，有的则声称提供论文代写、刊发“一条
龙”服务，俨然这在论文造假上已经形成了一
条完整的灰色利益链接，只要买方肯出钱，就
没有发不出的论文。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也的
确有些人成为灰色利益链上的受益者，在“第
三方”中介的助推之下，蒙混过关，依靠其发
表的所谓论文，在科研评审甚至职称评聘中出
尽了风头，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学术造
假、论文造假之风。

求实、求是应是学术研究应有的品质与作
风。显然，论文造假与这样的品质与作风是背
道而驰的，其毁坏的不仅是学术空气，更是学
术生态、科研生态，而打击论文造假正是为了
还原科学研究求实、求真的本来面目的举措。
就此来讲，是时候斩断和清除论文造假中的灰
色利益链接了。真诚地希望，相关方面能以
“107篇中国论文被撤稿”事件的后续处理为
契机，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斩断论文造假中
的灰色利益链接。

打击灰色产业链

切中论文造假“七寸”
□ 桑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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