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快评

25 日，《河南省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 （草案 ）》提请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 《草
案》提到 ，通过人行横道使用手机
等便携式电子设备的 ， 将由相关
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 ， 处警告
或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
（11 月 26 日新民网）

如今 ， 手机已成为人们生活
的标配 。 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 ，
2019 年 5 月， 全国移动电话用户
数量达 15.89 亿 ， 很多人拥有不
止一部手机 。 在手机服务人们工
作 、学习 、娱乐的同时 ，人们也越
来越依赖手机 。 时刻低头看手机
的 “低头族 ”几乎随处可见 ，甚至
一些人过马路时也不忘刷一刷手
机 。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72.2％的
受访者有步行过马路玩手机的经
历 ， 步行过马路时从不玩手机的
受访者仅占 27.8％。

过马路玩手机 ， 导致马路上
“低头族 ”横行 ，对交通安全埋下
了隐患 ，这样的例子很多 ，只要网
上搜索 “玩手机过马路 ”关键词 ，
便会出来一大串相关短视频 ，可
谓触目惊心，教训惨痛。

有研究显示 ， 行人走路盯着
手机时 ， 平均视野只有正常走路
时的 5%，平均速度会减慢 16%到
33%。 如此一来，发生交通事故的
概率会大大增加。

尽管对于过马路 “低头玩手
机”这一顽疾 ，大多数人对其深恶
痛绝 ， 但是真正将其定为违规违
法行为并予以实施处罚的地方并
不多 ，之前只有济南 、温州 、嘉兴
等地 ， 这些地方的罚款数额并不
大，一般 10 元，有的最高 50 元。

此 次 河 南 通 过 省 级 层 面 立
法，涉及范围更大影响面更广。 或
许 200 元以下的处罚在某些人眼
中并不算高 ， 但对于过马路玩手
机的行为进行处罚 ， 其意义在于
向人们输送一种价值取向 ， 也即
过马路时低头玩手机是一种违规
违法行为，需予纠正。

当然 ， 治理过马路低头玩手
机现象 ，除了罚款之外 ，还可以借
鉴国外先进经验 ， 拿来我用 。 比
如 ， 韩国政府投资开发了一款名
为 “手机僵尸 ”的 APP，如果机主
在走路时使用手机， 该 APP 就会
自动锁住屏幕 ， 只有使用者完全
停下时，手机才能解锁使用。

处罚过马路玩手机
彰显法治关爱

□曲征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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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之世相评弹今日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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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报 ,××学校新增 5 个

ESI 前 1%学 科 ” “××学 校 ESI
综合排名已实现持续 12 个月
稳步攀升 ”……近年来 ，每隔两
个月，ESI 排名的公布都会牵动
众多高校的神经 。 在很多高校
官网的显著位置 ， 每每能看到
类似“喜报 ”。 “新华视点 ”记者
调查发现 ，为争夺 ESI 排名 ，一
些高校不惜鼓励校内学者 ，互
引刷数据 ， 还引发了学术论文
追热点、“傍大腕”等现象。

ESI 原本是一项揭示学科
趋势与热点的指标 ， 如今被广
泛应用于高校学科排名 ， 在世
界范围内都具有被公认的评价
效力。 从这个意义上看，部分高
校 对 ESI 排 名 很 重 视 实 属 正
常 。 但是 ，凡事过犹不及 ，将整
个学校和学科的发展都 “押宝 ”
在 ESI 排 名 上 ， 甚 至 不 惜 以
“刷 ”数据的方式来实现排名的
上升 ，这不仅显得过于功利 ，有
违学术发展规律 ，也将给高校 、
学术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

比如 ，ESI 设置的 22 个学
科中绝大多数为理工学科 ，属
于文科的只有两类 。 如果高校
过于重视 ESI 排名 ， 也就难免
伤及文科学科的发展。 另外，一
些高校专门制定 ESI 学科论文
引用奖励办法 ， 一篇高被引的
ESI 论文，能拿到几万甚至十几
万元的奖励 ， 其他科研资源方
面的倾斜也随之而来。 要知道，
一间高校的科研资源 、 学科奖
励都是有限的 ， 将之无条件地
向 ESI 倾斜 ， 就难免会挤压其
他方面的资源 。 更为重要的一
点是，ESI 原本是揭示学科趋势
与热点的指标 ，但在重奖之下 ，
一些科研人员自然会把所有精
力都放在追逐 ESI 热点之上 ，
如此排名的确有可能上升 ，但
是 任 何 一 个 领 域 的 突 破 性 研
究 ， 都不可能是在亦步亦趋中
实现的 ， 这种为了排名而研究
的科研动机 ， 长此以往将抑制
真正的科研创造力。

说到底 ， 重视 ESI 排名没
错 ， 这也是学术与国际接轨的

一部分 ， 但是必须得有度的把
握。 不择手段式地全力投入，显
然陷入了 “唯排名 ” 的误区之
中。 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当前
学术研究浮躁化 、 功利化的一
种具体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各
高校都应该重新审视学术 、科
研资源的分配与激励机制 ，理
性对待 ESI 排名。

但必须承认的是 ， 高校对
ESI 排名的过度追逐 ，也难免受
到上级学科乃至学校评价体系
与标准的影响 。 如当前不少学
校都在推进 “双一流 ”建设 ，能
够在 ESI 排名上取得优势 ，就
是很大的加分项。 客观地说，将
ESI 等领域的排名状况作为双
一流高校和学科评定的指标之
一 ，并无问题 。 但关键是 ，实际
的考核 、 评估中 ， 要避免一刀
切 ，对高校产生过大的 “激励 ”。
比如 ，ESI 排名主要针对的是理
工学科 ， 而一些高校却是以文
科见长 ，对此就应该有 “量身定
制”的考核、评价体系。

此前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
解读双一流高校和学科建设的
第三方评价标准时就指出 ，要
坚持综合性 、多维度 ，利用各类
评价 ，从各个侧面 、多个维度对
高校实际情况进行评价 ， 不与
单纯的人才指标 、 论文指标挂
钩 ； 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
相结合，发挥综合效用。 这些评
价原则如果能够得到严格的贯
彻 ， 将有利于缓解高校对 ESI
排名的过度重视。 与此同时，根
据现实反馈 ， 任何评价标准和
体系的制定 ， 都应该对可能出
现的 “不良 ”反应 ，留有适当的
“冗余 ”设计 ，从源头上减少过
度激励。

因此 ， 面对部分高校出奇
招“刷”ESI 排名的现象 ，除了呼
吁 高 校 更 加 尊 重 学 术 发 展 规
律 ，遏制对排名的短视化 、功利
化追捧 ， 我们的整个学术评价
体系的优化和改革也应该从中
汲取更多的动力。 只有大的“指
挥棒 ”摆正了 ，才能对 “唯排名 ”
式的科研虚火釜底抽薪。

11 月 27 日凌晨， 网曝演员高以翔
在录制综艺节目《追我吧》过程中晕倒，
现场经过十几分钟的抢救后，被救护车
拉走。 11 月 27 日 12 时许，高以翔经纪
公司确认了他的死讯，称经过三小时的
抢救，高以翔不幸离开了我们，并表示
悲痛万分，至今无法接受。 （11 月 27 日
澎湃新闻）

没有什么比生命的骤然凋零，更让
人叹息。 一名年轻的演员，正处于事业
蓬勃向上的黄金岁月，却不料倒在了录
制综艺节目的现场。 极具悲剧化的命
运，加上明星本身的流量，让事件本身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高以翔猝死，不只
是演艺圈的事，更不只是一档综艺节目
的强度问题，它给所有过度透支自己生
命的人敲响了一记警钟：那些你曾因工
作太忙碌，用力压下的健康问题，或将
给你致命一击。

审视《追我吧》这档综艺节目，它的
强度和难度的确超过一般的节目。 有例
为证，奥运冠军李小鹏、拳王邹市明等
专业运动员也曾在这档节目中直呼“我
不行了”，作为普通明星，无疑更难承受
这一切。 但在职场中，类似这种超负荷
的职业运作，《追我吧》并不是孤例。 互
联网行业， 闻名遐迩的 996 工作机制；
部分基层干部面临的白 + 黑、5+2 工作
要求……透支生命的职业文化悄无声
息地渗透进所有人的身边。

哲学家说：“我们的灵魂跑得太快，
要停下来，等一等，让身体追上来。 ”而
我要说，“我们的身体跑得太快，要停一
停，等健康追上来。 ”竞争日趋激烈的社
会，即使是演艺明星，这些看似自带光
环的职业，亦无不保持着高强度的比拼
冲刺状态。 但从效率而言，工作的质量
应该排在数量的前面。 对明星来说，放
弃一个高强度的综艺节目，不意味着自
己的碌碌无为。 相反，沉下精力去打磨
自己的作品， 反而更能收获一片精彩。
对其他行业的人来说，抓住工作的牛鼻
子，才意味着抓住工作的一切。 有位时
评家曾提倡，“快时代，慢思考”。 用心打
磨的工作质量，或许胜过无数个乏味的
劳动成果。

高以翔的离世应该要引起全社会
关于职业文化的沉重反思。 这几天，媒
体行业就有两位老记者猝然离世，当中
最重要的因素即是透支健康、 透支生
命。 无论是高以翔，还是普通的劳动者，
一旦进入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很难给自
己调休做到劳逸结合。 这就需要我们的
社会文化去移风易俗，为所有的行业注
入一种内核———每个人既是职场中人，
也是一个普通人，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至
上，告别所谓的“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
干 ” 的落后职场文
化，真正减少悲剧的
发生。

高校出奇招“刷”ESI 排名
学术评价指挥棒要摆正

□朱昌俊 非法倾倒废液 6 人获刑让谁警醒
□阅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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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转运眉”的说法在一些地方悄然兴起 ，相关
人员宣称通过文眉“可以改变命运”，价格高得离谱 ，一些
人为此动辄花费几万甚至几十万元。 天价 “转运眉 ”幕后
到底是怎样运作的？ 记者通过在一家从事 “转运眉 ”的医
美机构卧底调查发现，“转运眉”就是普通文眉，推销员和
文眉师看人下菜 ，忽悠洗脑 ，进而达到敛财目的 。（11 月
27 日新华社）

“面相 ”“风水 ”“命运 ”，这类虚无飘渺的东西,在我
国一直很有市场。何以有市场？这与当权者数千年来不停
忽悠有莫大的关联。翻开二十四史，帝王将相都有富贵之
相，乃天命所授；穷人百姓命运如此要甘于安贫乐道 。 对
此，还发展出相应的系统理论作为辅证，什么《麻衣相法 》
《柳庄相法》《易经》等等估计大家都早有耳闻。

“转运眉”无疑是秉承一贯以来忽悠大法的精髓而弄
出的骗钱新招。 广州有句俗话：“桥不怕旧，最紧要受。 ”大
意是办法手段不怕老套，有人受落就好。 花点钱能改变命
运，此等好事，不少人一听就急于自投罗网了。

其实细细想想，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发达 ，基本上你想
要什么样子都可以按样订做 ， 那岂不是人人皆可有大富
大贵之相？

幸福只有奋斗出来，高价文“转运眉”交的是“智商税”！

报载，曾引发较大关注的广州
市冠昌润滑油有限公司非法偷排
废液事件有了处理结果。 涉事 6 名
被告被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
刑， 其中罪刑最重者获刑 3 年半。
冠昌公司被判赔 1500 万元。 同时，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黄埔区还对 29
名干部进行了问责，其中包括该区
连续三任环保局局长。

这是一起极为恶劣的偷排污
事件 。 去年 3 月 8 日 ， 广州猎德
等两家污水处理厂相继发现进水
异 常 ， 污 水 中 刺 激 气 味 非 常 强
烈 ， 以致工人不得不戴上防毒面
具工作 。 后经警方查明 ， 事件是

由于广州冠昌公司将冲洗油类储
存罐的废液交给不具备废液处置
资 质 的 人 员 处 理 ， 这 些 人 则 将
100 吨未经处理的化学废液分三
车直接偷排到下水管道 。 为处置
这些污染物 ，相关方面耗资 1500
多万元。

这或是广州市近年对环境污
染追责最严厉的一起事件 。 仅仅
因为三车偷排至下水管道的化学
废液 ， 就将 6 名直接当事人追究
刑责 ，还让职能部门的 29 名干部
受到问责 ，处罚之重 、追责面之广
均为广州地区所罕见。

环境保护早已被列为我国的
基本国策 ， 近年各地治理环境污
染始终保持着高压态势 。 2015 年
国家更出台了号称 “史上最严 ”的

环境保护法 ， 造成重大环境污染
者直接追究刑责。 在此形势下，仍
然有人铤而走险 。 广州冠昌公司
作为润滑油的生产厂家 ， 不可能
不知道其化学废液必须经具备专
业资质的企业和人员处理 ， 却无
视法律和行规 ， 随意交由无资质
人员处置 ， 结果造成严重的环境
污染 ，涉案当事人被判刑 ，企业还
要支付 1500 万元的赔偿 ，可谓咎
由自取 ，罪有应得。

以往 ， 有些人对污染环境罪
没有真切的认识 ， 总以为污染环
境只是过错而已 ， 罚些款就完事
了 。 而这起污染事件有 6 名当事
人被判处污染环境罪 ， 无疑是对
其他人的有力警示。 不仅如此，同
一起污染事件追责了 29 名干部 ，

亦是铁腕治污的强力宣示 ， 对玩
忽职守 、 懒政卸责者的处罚不留
情面，绝不搞“下不为例”。

在环保督察持续升级的大背
景下 ， 一些地方的环保工作却渐
显疲态 ，有的流于形式 ，说一套做
一套 ， 这也滋生了一些人的侥幸
心理 ， 以为只要做得隐蔽些就不
会被发现 ； 有的与监查人员内外
勾结 ，钻监管的漏洞 ，变着花样偷
排污染等。 凡此种种，都对环境监
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不仅要用
好法律武器 ，强化监管不松懈 ，同
时 ，亦要加强环保队伍自身建设 ，
对不担当 、不作为者敢于问责 ，敢
于碰硬 ，从而堵塞监管漏洞 ，防微
杜渐。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