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星期三

星报时评信箱xbxy2010@126.com

编辑吴承江 | 组版李 静 | 校对夏 君

2018
1·3

微 声音

换新手机号
一定检查是否曾被使用

选择新号码时，务必查看有

没有人用此号码绑定了支付宝、

微信，在网上搜索引擎中搜索要

换的新手机号，看是否被商家用

作联系电话，如果是，一定别买此

手机号，否则很可能频繁接到电

话骚扰。 @央视新闻

拿到体检报告
这些你应该注意

①体检结果没异常，不代表身体没

问题，大部分体检指标设定是根据疾病

标准而非健康标准；②指标数值与参考

值略有偏差，不必太紧张，短期内注意及

时复查；③关注体检报告中的“临界值”，

虽没到致病程度，但已处于健康边缘；④

重视报告中的体检建议。 @人民日报

非 常道

李书福：
马化腾肯定天天在看我们的微信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日前表示，现

在的人几乎没有任何隐私和信息安全。“我心

里就想，马化腾肯定天天在看我们的微信，因

为他都可以看。”李书福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大，

因为很多商业秘密都被暴露在人眼前了。而

微信官方表示：纯属误解！我们没有权限、也

没有理由去“看你的微信”。 @中国经营报

莫让“男性陪产假”爱在心头口难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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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男性陪产

假是一个讨论较多的话

题。尽管一些地方在地

方立法中都明确了男性

陪产假这一假期，但一直

面临“落地难”的问题。

前不久，有消息称江苏省拟立法明确男性

共同育儿假，在男性陪产假的基础上增加

假期。这一消息再次将男性依法请假照

顾妻子、孩子这件事情推到舆论前台。（1
月2日《法制日报》）

“男性陪产假”或者称“共同育儿假”

有一定现实必要性。15天左右的假期虽

然不算太长，但是在妻子刚刚生产完比较

虚弱的那几天里，丈夫能时时陪在她身

边，既可以体现对妇女的尊重，也可以让

夫妻间增加交流，使夫妻关系更加融洽，

家庭更加和睦，体现社会的进步。

但目前陪产假“落地”仍面临不少困

难。对于许多企业管理者而言，员工的假期

多，企业承担的成本就多。老板想要省钱，

员工想要多放假，这就是矛盾根源。再说，

无论是在国企还是私企，很多职位都是专岗

专职，女员工休产假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男

性再休陪产假，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人去顶

替。另外，“男性陪产假”还没有真正上升到

法律层面，因而很多企业不当一回事，员工

对“陪产假”只能爱在心头口难开。

“男性陪产假”政策本来就牵涉到经

济社会各个方面，计生委应该协调相关部

门，出台“陪产假”的实施细则。通过全社

会的支持共同降低生育成本。当然，最重

要的是，要将“男性陪产假”或者“共同育

儿假”上升至法律层面。目前，很多企业

管理者其实没有十分高的思想觉悟，他们

不会主动给员工放陪产假。如果法律有

明文规定，管理者就只能遵从。有了明确

的法律规定，员工也就明正言顺地去请假

了。另外，要使陪产假真正落到实处，必

须有惩罚性条款予以配套保障措施。试

想，如果有严格的执行保障制度，有严格

的实施细则，有严格的奖惩措施，企业还

会有不批假的借口吗？只有让陪产假成

为硬性规定，成为真福利，才能让“男性陪

产假”真正成为一件利民的实事好事。

“专著挂名”盛行，更盼职称改革
▋李 云

给钱就卖 王恒/漫画

记者近日暗访发

现，在久被诟病的“论

文经济”视野之外，部

分高校教师为评职称

争相买图书专著“挂

名”的风气逐渐兴盛。

围绕着图书专著的“挂

名”，从内容代写、主编

挂名，到代购代销，形

成一条灰色利益链。（1
月2日《北京青年报》）

评职称，不仅是

高校教师的宿命，也

是很多事业单位从业

人员的“追求”。笔者

虽不是高校教师，但

是身在事业单位，“评职称”仍然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必须做的

事。买一个“主编席位”？也许，这个念头会在很多人心里产生。涉

及到个人的品德与职业道德等问题，但更关键的在于，如果不“挂

名”，那么在评职称时就很容易“挂科”，年复一年，也会磨平你的锐

气，让你不自觉地走“投机取巧”之路。

追根溯源，“学术GDP”推高“学术腐败CPI”。长期以来，高校职

称评审追求“学术GDP”，能力考核变名额竞争。职称评审的弊端折

射出“学术GDP”的诟病，而“学术GDP”变本加厉，为学术腐败“添油

加醋”，并且形成恶性循环。

职称改革按下“快进键”。2017 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职称评价应

摒弃从前“一刀切”的方式，提出不唯资历、不唯学历、不唯论文。教

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7年11月13日发布《高校教师职

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规定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要“切实把师德评价放在首位”。

与其“专著挂名”，不如专注改革；买卖“主编席位”现象，鞭策职

称改革的扎实推进。职称改革贵在重塑“称职学术”，重在摆脱“学

术GDP”的绑架。当下，学术、学术评价、学术载体、利益挂钩……形

成一条“生态链”，且处于恶性循环状态。在职称改革顶层设计的框

架之下，重构学术载体的价值，或是一个切入口。对学术载体的价

值“挤水分”，让其回归承载功能，剥离开“附加值”，只有让学术GDP

“皮之不存”，职称评审自然“毛将焉附”。

“发热内衣”真的能够自动发热？
▋苑广阔

北境凛冬已至，眼下单衣单裤已无法抵御瑟瑟

寒风，而里三层外三层裹成熊又不符合当下都市人

的审美追求。于是“发热内衣”横空出世，击中了很

多人的“要害”，也被商家封为“过冬神器”。然而，

在受到追捧的同时，追问和质疑之声也随之而来。

发热内衣究竟能不能发热？它的保暖效果真的有

商家说的那么神奇？（1月2日《科技日报》）
气温一降再降，保暖成了多数人的头等大事。

于是，“发热内衣”横空出世，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

欢迎。问题是，“发热内衣”真的能发热？按照业内

专家们的说法，市场上绝大多数宣称会自己发热的

内衣，都不符合科学常识，基本上是在忽悠。

热是一种能量，穿在身上的衣服要想发热，必

须要有持续的能量来源。作为内衣，其能量来源只

能有两个渠道，一是外部的太阳、光源等等；二是人

身体所产生的热量。而内衣就是贴身穿的，这意味

着市场上的“发热内衣”基本上都是利用人体释放

的热量，再返还给人体，最终达到保暖的效果。

商家宣传的内衣发热功能实际上是里面的一

些添加物，因为织物本身必须得是一般的纺织品纤

维面料，纤维很细，加进去过多的功能材料很容易

断，所以加进去的量很少，其发热的效果自然也就

差强人意。而要想真正达到发热的效果，需要很多

特定的条件，而衣服的性质、制作方式等等，决定了

其不可能满足这些特定的条件。

看完这些，很多人可能已经明白，市场上的所

谓“发热内衣”不过是商家玩的一个噱头，一种营销

手段。而商家惯用的招数，就是大量使用一些拗

口、生僻的科学术语，让消费者误以为其是高科技

产物，真的能够达到冬季保暖的目的。然而在专家

们看来，与其花高于普通数倍的价格购买“发热内

衣”，还不如多穿一件普通内衣。

科技神话的背后，也可能是科技谎话，对此，消

费者应该具备基本的消费理性，对商家的宣传不要

偏听偏信。而国家有关部门，对商家一些无中生

有、夸大其词的宣传，也要给予关注，避免其虚假宣

传误导了消费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破坏了

正常的市场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