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人在雾凇中漫步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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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股寒潮级别的冷空气强势
冲进广东，让前一天还在度暑的人们速
冻“入冬”。这股寒流，不仅带来了刺骨
冷意，还为岭南大地换上了冬装。

受寒潮影响，韶关多地迎来了今
年入冬以来的首场雾凇景观。尽管
天气寒冷，但美不胜收的冬日景色，
吸引了不少来自大湾区的游客，趁着
周末，他们走进韶关的大山大岭中，
观赏广东首场雾凇，看难得一见的广
东冬日美景。

要说广东冬景哪里美，北大门韶关
必定绕不开，大湾区的朋友们不需要跑
到北方去看冰雪景观，只需要一个小时
的路程，在韶关就能看到“北国风光”，
随便一拍即刻成大片。

在韶关市新丰县的岭南红叶世界
景区，色彩斑斓的落羽杉、红似火焰的

枫叶、迎寒绽放的樱花，还有绿意盎然
的茶丛，这一刻都披上冰雪外套。

再凛冽的寒风，也挡不住人们对自
然美景的热爱，纷纷走出家门，呼朋唤
友一起走进冰雪世界打卡，享受这属于
岭南的冬日浪漫。

作为最北的县级市，乐昌多个高寒
地区出现雾凇美景，美丽的雾凇像盛开
的梨花，千姿百态，装饰着乐昌的冬天，
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惊艳了时光，迷
醉了游人。

12月 17 日，在韶关乐昌市云岩镇
青莲山森林公园，不少游人专程前来赏
景游玩。

据悉，青莲山森林公园海拔900多
米，山上的气温已低至0℃以下。在低
温作用下，漫山遍野的植被披上银装，
一簇簇晶莹剔透、形态各异的美丽雾凇

“盛开”山野间，宛如一幅幅艺术作品镶
嵌在大自然中，美不胜收。

此外，乐昌市庆云镇高海拔山区出
现大面积雨凇和雾凇景观。早上7时，
庆云镇原祖山206微波站山顶（海拔约
750 米）、狮子山（海拔约 700 米）、五里

冲村、广田村凑云仙（海拔 970 米）等高
寒山区出现大面积冰挂雾凇景观。

乐昌市气象局预计未来几天庆云
镇持续低温伴小雨，部分高海拔山区道
路结冰、雾大，庆云镇政府提醒，前往观
看雪花雾凇，须注意行车安全。

2023年12月18日/星期一/理论评论部主编/责编 傅铭途 / 美编 潘刚 / 校对 马曼婷

E-mail:wbsp@ycwb.com
A3时评

今日论衡之世相评弹 □伍里川

“一名在公安局户籍信息中
显 示 已 经 去 世 3 年 的 居 民 ，他
的健康档案为何依旧在社区公
共卫生服务中心定期更新？”近
日 ，黑 龙 江 省 大 庆 市 龙 凤 区 纪
委监委工作人员在开展日常监
督 时 发 现 ，龙 凤 镇 卫 生 院 管 理
的 居 民 健 康 档 案 存 在 异 常 情
况 。 经 查 ，该 区 居 民 亡 故 后 仍
在 建 档 、更 新 的 问 题 档 案 共 有
500 多 份 ，涉 及 镇 卫 生 院 、社 区
公 共 卫 生 服 务中心 10 家，相关
医生和工作人员 100 余人，可谓
让人触目惊心。

人去世了，但档案仍在“运
行 ”，这 样 的 档 案 可 谓“ 幽 灵 档
案 ”。 对 于 健 康 档 案 的 规 范 管
理 ，从 国 家 到 地 方 均 有 明 文 规
定。根据《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服
务规范》，居民健康档案的终止
缘 由 包 括 死 亡 、迁 出 、失 访 等 ，
均须记录日期。也就是说，一旦
居民死亡，就应该依规终止健康
档案。但实际情形显示，该区乡
镇的相关管理人员责任心堪忧。

决定了“幽灵档案”大量存
在的，是马虎的工作作风和需要
让人警觉的私心在作祟。进一
步核查发现，该区各街道公共卫
生服务中心和镇卫生院都存在
违规更新健康档案问题，其中大
部分情况是由于相关工作人员
责任意识淡薄、未核实居民实际
情况。而相关人员每更新一份
健康档案，便可按更新质量获得
最 高 4.5 元 的 维 护 管 理 成 本 补
偿，而这，正是为“幽灵档案”卖
力者的动力所在。落实维护管
理成本，本是在基层大力推动建
档工作的一大保证，例如 2009 年
12 月推出的《卫生部关于规范城
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的指导意
见》便强调，健康档案的保管保
存、日常运行维护、人员培训以
及信息系统建设等费用应当纳
入 财 政 预 算 ，保 障 相 关 经 费 投
入。但令人愤懑的是，国家层面
的良苦用心，竟然被如此辜负。
相关管理者的利欲熏心，可见一
斑。尽管维护一份档案所获“甜

头 ”看 似 微 不 足 道 ，但“ 集 腋 成
裘”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健康档案是以居民个人健
康为核心、贯穿整个生命过程、
涵盖各种健康相关因素的系统
化文件记录，不仅是居民享有均
等化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体现，
也是各级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
制定卫生政策的参考依据，具有
不可替代性。一旦这样的档案
成了可以人为“把控”的对象，既
会 导 致 财 政 投 入 受 损 、成 本 流
失、贪欲满足，更会造成信息失
真，严重影响到医疗卫生机构为
居民所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质
量，因而丝毫大意不得。值得一
提的是，当地龙凤镇卫生院及下
辖的各村卫生所已经发放了补
偿款，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此事件已敲响了警钟。以
更 加 严 格 规 范 的 管 理 ，堵 塞 漏
洞，消除隐患，成为迫切要务。

此事件中，纪委监委对问题
的彻查、对相关人员的严肃处理
令人欣慰。但需要指出的是，杜
绝“幽灵档案”，不能总是寄望于
执纪力量。严肃执纪所展现的
决心和效果确实可观，但如果有
关部门早就把工作做好，防微杜
渐，何至于此？根据前述指导意
见，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建立居民
健康档案工作的检查评估，及时
向同级政府及上级卫生行政部
门反映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调整
相关政策措施。问题是，当地相
关部门做到了吗？具体经办人
员负有责任自不待言，而相关部
门的失察日久，也是明晰可见的
事实。

检讨相关程序之失，唯有进
一步加强包括检查评估在内的
监 管 工 作 ，建 立 起 一 支 认 真 负
责、作风过硬的管护队伍，并大
力增强“罚则”的威慑力，才能减
少和杜绝“幽灵档案”的存在。

此外，“幽灵档案”是否只存
在于该区一地，其他地方是否还
有类似情况，也是值得追问的。

（作者是知名媒体评论员）

去世3年健康档案仍更新
监管乏力后果严重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世界第一
还需让科研人员全力投入科研创新

我 国 研 发 人 员 全 时 当 量 由
2012 年 的 324.7 万 人 年 提 高 到
2022 年的 635.4 万人年，稳居世界
首位。这是记者 15 日从科技部
在京发布的《中国科技人才发展
报告（2022）》中了解到的信息。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是国际通
用的用于比较科技人力投入的
指标，指研发人员按实际从事研
发活动的时间所计算出的工作
量，单位为“人年”。

研 发 人 员 全 时 当 量 世 界 第
一 ，表 明 我 国 已 经 成 为 科 技 大
国、人才大国，要在此基础上建
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必须进
一步让科研人员把精力用到真
正的科研创新活动中，减轻科研
人员的非学术活动负担，破除科
研评价的唯论文论、唯奖项论。

我国科研人员当前面临两大
负担：一是参与各种非学术事务

的负担，包括应酬、接待、接受检
查、完成形式主义任务等，这分
散了科研人员的科研精力。二
是“快发论文”“快出成果”的负
担，高校、科研机构对科研人员
实行严格的考核，尤其是发表论
文的考核，这把科研人员的科研
精力导向追求发表论文。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
布的《2023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
告》显示，2022 年，中国在各学科
最具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数 为 16349 篇 ，占 世 界 总 量 的
30.3%，首次超过美国排名世界第
一。然而，从论文质量看，占相
当比例的论文是为了完成项目、
应对考核、评审职称等的“功利
论文”，科研人员开展的基础研
究，还缺乏世界影响力的成果，
取得的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率还
不高。

针 对 科 研 人 员 的 非 学 术 负
担，今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
的若干措施》，提出减少青年科技
人才个人科研业务之外的事务性
工作，杜绝不必要的应酬活动，保
证科研岗位青年科技人才参与非
学 术 事 务 性 活 动 每 周 不 超 过 1
天、每周 80%以上的工作时间用
于科研学术活动。今年 9 月，中
国科学院网站发布了新版《中国
科学院院士行为规范（试行）》，其
中明确规定，院士不得参加各类
应景性、应酬性活动。

针 对 科 研 人 员 的“ 发 表 论
文”考核负担、压力，2021 年 8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科
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
要求坚决破解科技成果评价中
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

奖项”问题。全面纠正科技成果
评价中单纯重数量指标、轻质量
贡献等不良倾向，鼓励广大科技
工 作 者 把 论 文 写 在 祖 国 大 地
上。以破除“唯论文”和“SCI 至
上”为突破口，不把论文数量、代
表作数量、影响因子作为量化考
核评价指标。

从现实看，减轻科研人员的
这两方面负担、压力，都存在一
定的阻力。根源在于，对于科研
人员的管理与评价，还以行政部
门为主导。一方面，上级行政部
门可以利用考核权、评价权，给
科研人员布置非学术性事务，科
研人员缺乏科研自主权，有的科
研人员为获得科研项目、入选科
研计划，还“积极参与”各种应酬
活动，以发展人脉关系;另一方
面，行政领导重视学术政绩，而
论文、项目、获奖，能很好地展示

学术政绩，因此给科研人员提出
发表论文、申请项目的数量考核
指标，导致出现唯论文、唯项目、
唯奖项评价的现象。

要激发科研人员的活力，让
科研人员把精力用于真正的学
术研究，就要推进科研管理与评
价改革。其关键在于，要建立现
代 大 学 制 度 、现 代 科 研 院 所 制
度，在高校与科研院所中，要成
立学术委员会，并充分发挥其作
用，把学术委员会建设为最高学
术权力机构，推进专业评价。这
可有效避免给科研人员布置与
学术无关的事务，同时，在考核
评价科研人员时，强调科研人员
的学术能力与实际学术贡献，鼓
励科研人员自主开展科研活动，
让各学科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
脱颖而出。

（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日前，有关北京大学工学院
副教授李植进出北大校门的文
章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也再
次引发了关于大学校门开放的
讨论。

据李植介绍，北京大学现在
进出校门要刷脸，但是他没有授
权学校使用他的人脸识别信息，
刷不了脸，进出学校需要门卫查
验工作证后放行。因为查验工
作证经常需要耗时十几秒时间，
他往往直接跨过闸机栏杆就进
去了，门卫大都认识他，一般不
会拦截。但是最近一天入校时，
保安在校园里追了他半天，跑步
没追上，又骑了自行车来追。最
后，以李植向保安出示工作证结
束。而在出校时，又被门卫拦住
要求刷脸，否则不能出校，最后
他又是跨栏出校。

李植老师的这段描述，颇有
一种滑稽的喜剧效果，人们不难
脑 补 他 和 保 安 斗 智 斗 勇 的 场
景。但这幕“喜剧”依然是沉重、
严肃的，这展现着学校管理的某
种刚性——即便是本校老师，也

不能例外，同样非常狼狈。这也
让呼吁校园开放的公众更加沮
丧：紧闭的校门，是那么的“神
圣”，近乎不可挑战。

严格来说，现在很多大学校
园并不算完全封闭。今年以来，
在社会的呼吁下，很多大学相继
打开了校门。以清华、北大为
例，都开放了社会预约名额，游
客可以预约进校，这也大体是其
他学校的常规做法。

但这显然不是人们理想中
的开放。无论如何，预约依然有
名额限制，一些学校因为名额太
少甚至催生了黄牛生意；而且入
校还要经历一系列“盘查”，又
是扫码又是填表。人们想象中
的开放，是没有阻拦、抬脚就
进，校园毫无隔阂地嵌入人们生
活的空间。

这也并非什么痴心妄想，忆
往昔，这就是曾经的常态，过去
人们就是这么自如地穿梭于校
园 的 。 比 如 李 植 老 师 说 ，在
2008 年以前，北京大学就是完
全开放的。笔者也记得自己读

大学的时候，和隔壁学校同学走
动是那么随意——同学一个信
息，说“踢球缺人”，我骑个自行
车就赶去，这是多么美好的回
忆。

其实大学开放，大学本身也
是受益者。就以非常具体的讲
座、研讨、招聘会等社会活动为
例，校门重重阻隔，人们进出手
续繁杂，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大门打开了，学校和社会才能实
现充分的信息、资源流动。

但或许是因为疫情期间的
管理惯性，“严格管理”的模式
被留了下来，校园开放始终没有
回到当初的状态。哪怕校门打
开了，也总是半遮半掩、羞羞答
答。

当然，客观上要承认，大学
尤其是知名学校确实面临一些
管理难题，比如担忧教学秩序、
师生安全等。

但这些问题，也未必没有精
细化的解决方案。比如秩序问
题，哪怕大门敞开，但在教学
楼、实验室、图书馆、食堂等较

为关键的设施设置门禁，就可以
挡住游客，保障师生的教学、生
活不受影响。

再比如安全问题，这是不是
需要通过大门紧闭来实现，也值
得打个问号。社会上随意进出
的公共区域很多，商场、小区、公
园等等，难道这些地方安全就没
有保障，就比学校“凶险万分”？
显然，这个因果联系恐怕难以成
立。对于担心安全的学校来说，
把封堵校门的安保人员分散配
置到校园里面去，并加强巡视巡
逻，何尝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还有论者指出，国外很多知
名大学都是开放的，甚至连校门
都没有。笔者上个月也参观了
一所国外名校，出了地铁站就直
接进了校园。但校园也并非完
全不设防，比如笔者可以进图书
馆的展示室参观校史，但无法进
入阅览室借阅图书。这些有针
对性的管理措施，也不妨作为国
内高校的参考。

从理论上讲，以公共财政作
为支撑的公立大学，它们将自己

封闭于公共空间之外，合理性未
免有不足的。教育部于今年7月
曾发布通知，鼓励高等学校、高
科技企业、制造企业等向社会开
放参观，主动服务全民学习。学
校是一种社会资源，理当有反哺
社会的义务，校园的物理空间，
当然也有向社会开放的必要，这
本身是大学“服务社会”的题中
之义。

目前，也有一些学校实现了
完全开放，比如四川大学、哈尔
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等，都可
以自由进入、无需预约。这些学
校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也说明大
学开放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大学开放与否，其实也是大
学 精 神 的 一 个 折 射 ：大 学 的

“大”，当然是海纳百川、包容万
有的意思，这才是理想中大学的
样子。无论如何，大学都应当理
解公众的期待，也审视自身的管
理措施，哪怕无法一步到位，至
少方向也应该明确——大学校
门，应当越开越大。

(作者是知名媒体评论员）

热点快评 □易之 北大副教授跨栏进出校园，是一幕沉重的“喜剧”

□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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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国多地出现降温降雪天气，
儿童呼吸道疾病处于高发季节。全国妇
幼保健系统儿科医疗资源总体情况如
何？患儿居家护理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国家卫生健康委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回应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关切。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扩
能增效保障儿童就医

妇幼保健机构在保障儿童健康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
健康司副司长沈海屏表示，目前，全国三
级妇幼保健院中98%设置了儿科，二级
妇幼保健院中91%设置了儿科，各级妇
幼保健院儿科实有床位6.78万张。

据介绍，随着儿童呼吸道疾病进入
高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相关文件，
统筹指导和推进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扩能
增效，从以下三方面全力保障儿童就医
需求。

——扩充儿科服务资源。指导妇幼
保健机构加强人员调配，儿科医生全员上
岗接诊，从儿童保健科、内科等相关科室
抽调具备资质的人员，充实儿科门诊力
量。强调门诊“应开尽开”，在就诊高峰期
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号源、加开诊室
和诊疗区域、开设夜间门诊和周末门诊等
举措，最大限度满足儿童就医需求。

——优化空间布局和就诊流程。
指导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优化门急诊布
局，实现儿童呼吸道疾病的诊治与儿童
保健服务分区。将儿童的门急诊、采血
等区域相对集中设置，减少患儿和家长
在院内的交叉流动，减少交叉感染。

——推进“互联网＋”服务。指导各
级妇幼保健机构推进互联网医院建设，
通过网上门诊复诊、在线开具处方、线下
物流配送药品到家等方式，减轻线下就
诊压力。

儿童居家护理需注意
这些事项

针对家长们普遍关注的患儿居家
护理问题，广东省广州市妇幼保健院呼
吸科主任卢根表示，对患病儿童来说，
应根据病情变化选择居家休息或及时
就医，不要带病入园或上课。家长要避
免在没有医生指导下，自行给孩子服用
抗菌药物。

专家建议，在居家护理时，若儿童发
热，要适当少吃海鲜、鸡蛋等易引起过敏
的蛋白质，多吃西红柿、苹果、柑橘等维
生素含量丰富的蔬菜水果，避免食用煎

炸烤及辛辣刺激性食物，多饮水、充足睡
眠。同时，要教会孩子养成良好卫生习
惯，多子女家庭尽量做好患儿与其他孩
子的隔离，以免相互交叉感染。当患儿
出现剧烈咳嗽、呼吸急促、持续高热不退
等情况，要及时就医。

广西柳州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任
郭钦源表示，利用中医药方法防治儿童
呼吸道疾病，日常可用山药、莲子、百合、
银耳等熬成药膳粥服用，改善儿童睡眠
和食欲。在疾病恢复期，若咳嗽痰多，可
用陈皮、罗汉果煮水后服用，化痰止咳。

新冠病毒感染当前处
于低流行水平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瑞
表示，当前我国新冠病毒感染处于低流
行水平，且新冠病毒BA.2.86 变异株及
其亚分支占比较低，目前该变异株在我
国的公共卫生风险较低。迄今为止，我
国在呼吸道疾病病原体监测方面未发现
未知的新病毒和细菌。

正确佩戴口罩是预防呼吸道疾病传
播的重要手段。常昭瑞表示，为保暖佩
戴的棉质口罩并不能有效阻挡呼吸道飞
沫和气溶胶传播病原体，建议公众结合
自身健康状况、所处环境的感染风险科
学选择口罩。 （新华社）

多措并举保障儿童就医需求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回应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关切

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
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
17 日表示，近期，全国医疗机构门
急诊呼吸道疾病总诊疗量整体呈
下降趋势。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当天举办
的新闻发布会上，米锋说，各地积
极扩充医疗资源，持续增加相关门
急诊诊室和住院床位。二级医院、
妇幼保健院、中医医院、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有效发挥了分流作用。
据监测，基层发热门诊和诊室接诊
量约占全国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及
诊室接诊量的 44%，有效适应了患
者的就医需求。

国家卫健委：

全国医疗机构门急诊
呼吸道疾病总诊疗量

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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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
梁怿韬、实习生樊雨
晴报道：12 月 17 日 ，
广东继续受寒潮带来
的低温天气影响。气
象 部 门 预 计 ，19 日 将
有一股冷空气补充影
响 广 东 ，广 东 将 由 目
前的阴冷转为晴冷天
气。由于距离寒潮影
响过程低温日仍有一
定 时 间 ，广 东 省 气 象
部门提醒各地需继续
做好防寒防冻防大风
工作。

去韶关看“北国风光”
雾凇景观迷醉游人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欧阳志强 通讯员 范湘慧 陈志佳 罗雪梅 邱兆珍

根 据
广 东 省 气
象 部 门 观

测，广东17日
的 降 温 趋 势
有 所 趋 缓 。

在17日14时，广
东省内大部分地区

同比16日14时降温1℃-5℃；
粤东部分地方因午后出现阳

光，比16日14时升温1℃-4℃。但
从17日14时的气温看，全省大部气温仍偏

低，除粤西、珠江口、粤东出现高于10℃区域
外，全省大部气温均在10℃以下。根据广州市

气象部门观测，17日早晨广州北部山区最低气
温1℃-4℃，其余地区5℃-10℃，较16日同期下
降3℃-6℃；17日白天广州各区最高气温6℃-
11℃，较16日同期下降3℃-4℃，其中广州国家
基本气象站17日录得最高气温9.5℃。

广东省气象台17日预计，18日至19日广东
西部市县有小到中雨，高寒山区局部有冰冻（冻
雨或雨夹雪）。预计19日将有一股冷空气补充
影响广东，届时广东大部将由目前的阴冷转为
晴冷天气。展望21日至22日，广东大部分市县
晴间多云，其间早晨时段将出现寒潮影响过程
最低气温，预计粤北0℃左右（高寒山区-5℃-
1℃），中北部有霜（冰）冻。

广州市气象台17日预计，广州市区18日至

19日维持阴天有雨天气。19日冷空气补充影响
后，预计20日至24日广州市区均维持晴或晴到
多云天气。展望阴冷转晴冷至过程低温期间
（20日至22日），广州北部日最低气温介于2℃-
4℃（山 区 0℃ 左 右 ，伴 有 霜/冰 冻），中部4℃-
6℃，南部5℃-8℃。

据悉，阴冷转晴冷天气后，白天阳光照射增
加，有助提升白天最高气温，人体体感舒适度也
将有所增加。但也因云层减少降低对地面温度
的保护作用形成“晴空辐射”效应，导致夜间至
早晨时段最低气温更低。由于寒潮对广东的影
响仍在持续，截至17日傍晚清远北部局地维持
发布寒冷红色预警信号；清远北部局地、韶关西
北部局地维持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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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部门提醒，继续防寒防冻防大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