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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录

微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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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唯论文”是一种及时的纠偏 对APP“刷榜”
要好好刷一刷

上户口先交钱
如此村规民约于法无据

对花式抢注网红商标说“不”

规定3℃以下才能开空调为何被吐槽

社会

商家浑身解数求“好评”，消费者对网购商品评价的信任度逐渐降低

让网购评价权真正回归消费者
马岭关明长城佛造像石刻

失窃案嫌疑人落网

66 岁的郑建业是一名
退休司机，从2014 年开始接
触轮滑运动，他便成为了一
名全民健身运动的参与者，
同时也是以身示范鼓励周
围人参与轮滑运动的带动
者。在随后的6年中，他带动
了多名中老年朋友一起参
与轮滑运动，为辛集市轮滑
运动的宣传推广起到了良
好的示范作用。

2014年，退休后的郑建
业偶然看到老年轮滑的视
频，便对这项运动心生向往，
他决定开启自己的轮滑之

旅。轮滑教练王盼磊说：“郑
建业刚开始慢慢扶着滑，没
想到老人身体灵活、状态好，
没几天就可以自己滑了。”轮
滑运动存在风险，郑建业克
服了很多困难，凭借对这项
运动的热爱和执着，始终关
注和参与着轮滑运动。

2020 年 6 月，郑建业加
入辛集市冰雪运动协会，
依靠自己多年来的轮滑基
础，组建起一支老年轮滑
队。谈起今后的运动规划，
郑建业说：“现在我身边有
许多年轻人开始到冰场去
滑真冰，我想以后辛集的
冰场建好了，我肯定也是
常客。”

“大众冰雪之星”人物宣传展示

六旬退休司机
开启新的“轮上生活”

□张 博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
的若干意见》，提出 10 个“不得”的底线要
求，并要求各地各高校组织“唯论文”问题
专项整治，重点自查自纠是否存在评价指
标单一、评价使用功利、高额奖励论文、抄
袭代写论文、非法买卖论文、学风建设虚
化、学术权力异化等突出问题。（据新华社
12月15日报道）

“一篇SCI，难倒多少英雄汉”“写到昏
天黑地，改到头发掉光”“两个博士后相
亲，最关心的是：您发了几篇”……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评价中“唯论文”
现象严重。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在职
称评定、项目评审、科技奖励等诸多方面

均已成为核心指标。这就使得许多高校
师生学术研究急功近利，甚至影响正常的
教学活动。比如，在评价教师业绩时，“教
得好不如写得好”。一些认真备课、授课
的教师，只因缺少论文而与评奖评优无
缘，最后只能减少在教书育人上投入的时
间精力。再比如，在发表论文数量的考核
压力之下，一些师生不惜注水、抄袭、造
假，甚至由此催生了一条由代写论文的

“枪手”、代发论文的中介和收费的学术期
刊等共同形成的灰色产业链。

论文是科研成果交流和展示不可替
代的载体，这是学术研究的历史和现实所
决定的。论文当然很重要，也必须重视，
但凡事过犹不及。对论文的重视一旦发
展到“唯”的程度，则意味着发表论文以外
的其他工作变得可有可无，相应的人才评

价方式也会丧失公平、公正。因为这个
“唯”，许多考核和评审，只问结果、不问过
程，只看数量、不问价值，考评的手段异化
成了目的。同样是在这个“唯”字头的“指
挥棒”之下，许多学者与其说是重视论文，
不如说是重视“发论文”，背离了学术研究
的初心。

一个科学严谨的评价体系，对于学术
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不管是从科研导
向还是人才考评来讲，破除“唯论文”都是
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纠偏。2018 年以
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连续
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
评估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
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等多
个文件，体现了国家层面对改革学术评价
制度的决心。如今，教育部提出 10 个“不

得”，再次剑指“唯论文”及其流弊，一定能
够推动“破五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
凭、唯论文、唯帽子）进一步落实，为广大
科研工作者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

当然，破除“唯论文”并不是最终目
的，在“破”的过程中还要有“立”。就像有
人所说，改革“论文至上”的极端评价体系
就是要扭转单一化、机械化的评价方式，
朝着多元化、多样化、灵活性的方向发展。
接下来，构建更加合理、更加高效的评价
体系，鼓励科研工作者创造更高水平、更
高质量的学
术 成 果 ，应
当是所有高
校和科研单
位共同努力
的方向。

□张西流

不久前，四川绵阳邓先生喜得贵子，但在给孩子上户
口时，他却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按照当地村规民约，
再婚人员给孩子上户口，必须缴纳1万元公益金。因不愿
多交钱，孩子出生4个多月了，户口一直没上成。（据《四川
日报》12月16日报道）

当地为何要出台这样的规定？一位社区干部称：“当
年大家想通过收取公益金来控制户籍人口的增加。”控制
户籍人口的增加，也许是当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解
决问题要依法依规，不能违法胡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禁止
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切实维护每
个公民依法登记户口的合法权益。上述村规民约中“缴
纳1万元公益金”的规定显然与此相悖。更何况，统计数
据显示，此办法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还在一定程度上引
发、激化了不少矛盾。

村规民约作为法律法规的补充与延伸，有其存在的
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村规民约必须依法制定，不能自行其
是、为所欲为。这样，村规民约才能在规范群众行为、化
解矛盾纠葛、推动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贾梦宇

浙江温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2 月
12 日发通知称，针对目前省、市能源“双
控”和“减煤”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和绿
色发展要求，从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市
级各有关单位办公区域在气温达到 3℃
以下（含 3℃）时方可开启空调等取暖设
备，且设置温度不得超过 16℃。（据澎湃
新闻网12月15日报道）

进入冬季，面对持续低温天气，温
州市用电负荷急剧攀升。面对能源保
障压力，温州市在全力保障企业居民用
电的前提下，要求各机关单位从控制空
调等取暖设备开启和室温设置做起，遏
制空调“想开就开”“想开多少度就开多
少度”现象的发生，不仅是建设节约型
机关的内在要求，还能起到示范带头作
用，引领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值得
肯定。

然而，为空调制暖模式设定上限可
以理解，可是规定只有气温降至3℃及其
以下才能开启空调，却似乎有些不近人
情，明显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对于普
遍缺少集中供暖的南方城市而言，室内

气温 10℃以下已经算得上较为寒冷。
3℃到底有多冷？不妨类比一下冰箱冷
藏室的温度（一般为 3℃-10℃）。可以
说，在南方，空调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
冬季取暖刚需。特别是对于在“冷藏室”
里进行长时间办公的人群来说，如果缺
少空调等必要的取暖设备，很可能会造
成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工作效率。

此外，“气温达到 3℃以下才能开空
调”这一规定不仅不近人情，而且也具有
许多不可行性。比如，该规定缺少实质
性监督管控办法，也没有明确的处罚措
施，遵守规定与否全凭自觉……如此情
况下，“3℃以下方可开空调”的规定，很
容易沦为一纸空文，难以取得应有的
效果。

节能降耗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
场持久战。无论是否面临考核压力，“双
控”和“减煤”都要讲究方式方法，按照实
际情况来计算，合理地进行分配，让节能
意识真正深入人心。为了完成硬性指
标，在年底突击出台“抗冻节能”等“拍脑
袋”决策，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天气越来越寒冷，一些规定别让人
感到更“冷”。

□许君强

如今手机 APP 数量多如牛毛，让消费者选择困难。
为方便他们下载，不少移动应用商店开通了排行榜功
能。为了使自己的产品能进入排行榜前列，某些APP开
发商不是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而是动起了“刷榜”的歪
脑筋。APP“刷榜”，是 APP开发商为了提升该款软件在
手机应用市场中的排名，通过“刷榜”公司的操作使其软
件下载量在短时间内激增，从而迅速提升排名的一种竞
争方式。（据《中国青年报》12月15日报道）

“刷榜”是一种作弊行为，会对用户形成误导，更会破
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影响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对此种歪风邪气决不能听之任之。有关部门在事后
严厉惩治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技术力量，通过数据挖掘
和智能分析等手段进行精准识别，及时下架作弊的
APP。APP 应用下载市场要不断优化排行榜的算法，完
善排名的规则机制，最大限度压缩“刷榜”的操作空间。
应用研发者也要认识到，品质才是硬道理。只有适销对
路、质量过硬、体验上乘，产品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赖，靠

“刷榜”上位，也许能暂时获取不低的下载率，得一时之
利，但最终难逃被卸载的命运。

李佳琦带货一火就把其口头禅“oh my god，买它买它！”申请商标注册、丁
真一红就抢注“丁真”商标……近期，抢注商标事件频出。据媒体报道，11月14日以
来，多家公司提交了“丁真”商标注册申请，类别涉及日化用品、教育娱乐、网站服务
等。（据《法治日报》12月15日报道）

商标抢注并非难治之疾，关键是在防范与打击上全方位发力。通过提高处罚标
准，探索失信惩戒，倒逼其从源头对恶意抢注商标说“不”。

“躲过了促销，却躲不过商家花式
讨要好评。”近日，石家庄一位热衷古装
造型的90后萌妹子阿月，约了一家中国
风古装摄影店，挑选好衣服，做好妆容，
拍完第一套衣服后，跟妆助理询问阿
月，能否在大众点评给个好评，说着将
早已准备好的好评文字和图片转给了
阿月。

“我的摄影师是个女老师动作都
会教，不会尴尬……”看着助理发的不
真实“评价”，阿月借口没有下载大众
点评推掉，但助理隔了一会儿又说：

“摄影师人特别好，一会儿你加她微
信，肯定给你优惠……”

听到优惠，阿月有些心动，而且才
拍第一套衣服，下边还有三套衣服要
拍，不想总被追着要好评，也怕后边服
务效果不好，无奈之下按照助理的要求
给了“好评”。

用优惠利诱消费者，为商家背书，
或者用业绩压力博取同情……由于花

钱刷单买“好评”的漏洞逐渐堵住，一些
商家将心思转到消费者身上，采取各种
方式跪求好评。

然而，这样的好评，值得消费者信
赖吗？

阿月回家后，果断删除了评价，“四
套衣服下来，风格不同，有武侠、有现
代，但摄影动作一样，低头 45 度，抬头
左上角60度……”

“生活中，讨要好评的方式还有很
多。像朋友圈点赞、投票，大家碍于面
子投票，但被投的人行为、品质等怎么
样，是否优秀，评价人并不了解。”河北
省委党校首席专家孟庆云说。

好评的虚假繁荣，不仅破坏了消费
者对商品的监督权，也在一定程度上破
坏了整个电商的信用体系建设。孟庆
云认为，商家求好评，无可厚非，但通过
狂轰滥炸、死乞白赖跪求的方式求来的
好评，会像花钱刷单得来的好评一样，
最终失掉消费者的信任。

□河北日报记者 崔丛丛

网购时代，买前看评价成为大部分消费者购物的标配操

作。然而，由于评价直接影响着网店的销售和排名情况，一些

商家使出浑身解数追求“好评”，千方百计消除“差评”，导致代

表商家信誉的商品评价失去应有的参考价值。如何修补网购

商品评价体系，还原网购评价中的“真实民声”，重新赢得消费

者的信赖？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
莉 通讯员胡玉生）从邢台市
公安局获悉，日前，邢台市公安
局信都分局在襄都区成功抓获
盗窃文物犯罪嫌疑人张某旺，
破获马岭关明长城佛造像石刻
失窃案。

2012 年 8 月，邢台市公安
局信都分局宋家庄派出所民警
在工作中发现一村民家中有一
些石刻残片，民警立即对该村
民进行询问，得知他和同村村
民被人雇佣，用油钻、撬杠等工
具，将马岭关长城遗址上的三
个佛造像石刻砸成碎片搬下
山，后因未要到工钱，将石刻碎
片藏匿家中，其中大多数碎片
被雇主偷走。涉案村民均不知
道雇主的名字和住址，案件一
度陷入僵局。随后 8 年间，办案
民警先后六上马岭关勘验现
场，寻找线索，固定证据。经过

缜密侦查，民警锁定了犯罪嫌
疑人张某旺。2020 年 11 月 18
日，信都分局宋家庄派出所联
合刑警十中队在襄都区某小区
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旺抓获。

经审讯，张某旺对盗掘马
岭关明长城上佛造像石刻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原来，张某旺
曾因盗窃凌霄山汉白玉盘龙柱
案在2000年被邢台市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 5 年，刑满释放
后，他在 2012 年偶然发现马岭
关明长城上有佛造像石刻，便
雇佣当地村民将石刻砸碎后运
下山，后又因工钱问题与雇工
发生纠纷，雇工没将石刻碎片
给他，他就从雇工家的院子里
偷走了一大部分，通过几次联
系买家，最后将盗走的石刻碎
片卖出。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
办中。

网购兴起后，差评权成为消费者行
使监督权的一种渠道，但近年来消费者
不给好评难，给差评更难。

近日，石家庄一市民在本地某早餐
店外卖平台上点了差评，“和想象差太
多了，鸡肉卷肉夹馍，哪有肉？”没想到

被商家直接回怼：“您点我们家东西花
了几块钱，100多？200多？说餐里没有
肉，真搞笑，花个 10 块 8 块就想吃整只
鸡，还想给你吃大块肉？”

采访中，记者发现，给差评顾客收
到商家豪横回复的，不是个例。一个顾

消费者消费后，正常评价行为受到
干涉，不仅网购体验魅力大打折扣，而
且消费者对网络评价的信任度也逐渐
降低。

如何将评价权真正交还消费者？
恢复消费者对网络评价的信任度？

“正当的好评、差评是人的主观感
受，只要消费者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
给出的评价，没有明显的恶意或者企
图，不管是好评还是差评，都是消费者
的权利和自由。对此，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有明确的规定。”北京市盈科（石
家庄）律师事务所股权高级合伙人高
和平律师建议，要进一步加快推进电
子商务方面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建设，
保障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
督的权利。

据了解，在电子商务法的基础上，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在线旅游经营服
务管理暂行规定》对如何保护消费者的
评价权进行了细化。该规定第十三条
明确，在线旅游经营者应当保障旅游者
的正当评价权，不得擅自屏蔽、删除旅
游者对其产品和服务的评价，不得误
导、引诱、替代或者强制旅游者作出评

价，对旅游者作出的评价应当保存并向
社会公开。在线旅游经营者删除法律、
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评价信息的，
应当在后台记录和保存。

“这样就意味着红包返利等讨要好
评等的行为，也被明令禁止。”高和平
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我国相应的
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同时相关部
门要严格执法，真正整治和遏制在线平
台妨碍消费者正当评价权的行为。

电商经营者和电商平台经营者也
要不断强化行业自律。孟庆云建议，健
全电子商务行业规范，推动诚信建设，
监督、引导本行业经营者正确对待消费
者的评价权。

去年，大众点评启动“清风行动”，
处理违规评价超过2000万条，违规商户
逾 3 万家。据了解，除了大众点评，淘
宝、拼多多等平台也加大了对刷单、妨
碍消费者正当评价权等行为的打击
力度。

“呵护消费者正当评价的权利，才
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提升自身品牌的
质量和服务满意度，才能真正赢得消费
者的五星好评。”孟庆云说。

商家花式求好评

消费者不敢轻易给差评

客给出差评：“鸭蛋长毛了还卖？”商家
则回复：“餐品出现问题我没有第一时
间给你解决吗，蛋类不打开怎么知道好
坏，都给你退钱了为什么还要差评！无
语！！！”

在网购过程中出现问题，即使商家
给出了解决办法，消费者依然有权利通
过平台表达自己的体验，让其他消费者
看到，并且谨慎选择。孟庆云认为，出
现问题时商家不应该在评价端跟消费
者骂战，这样只会让渐渐聚拢的客源
流失。

对待消费者的正常差评，一些商家
态度消极，不认真改正，有的甚至对消
费者打击报复。

日前，一名女大学生在花店买花
时，发现收到的花束与预订的样子严
重不符。后与花店老板协商不成，就

在大众点评上给了差评，结果遭到对
方辱骂、殴打。事后，该花店老板还找
人查到女大学生的个人信息，进入校
园骚扰这名女生并要求其必须删掉
差评。

事实上，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的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未为消费者提
供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
务进行评价的途径，或者擅自删除消费
者的评价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可以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这以法律的刚性，倒逼经营者将
竞争的重心放到提升商品品质和服务
质量上。”孟庆云表示，商家与其想方设
法堵消费者的嘴，不如用好的产品和优
质服务抓住消费者的心。

堵住网购商品评价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