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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酒秒变品牌酒倒逼监管从严
□ 杨玉龙

非常道

专家：出生人口降200万！
人口危机迫在眉睫！

有专家分析称，出生人口在 2018 年减少

200万的基础上，在2019年及以后的年份中将

继续快速萎缩。即使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

育带来的三孩和四孩，也将远不足以弥补二孩

人数的回落。专家认为，生育意愿如此低迷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养育成本太高，父母还面临越

来越严重的看护困难。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家

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也可

以直接补贴育儿家庭。 @新浪财经

偏僻的村

落、连成一片的

平房，白天看起

来一切正常，但

一到夜间，屋外

的空气就弥漫

着酒味，凌晨三

四点还有面包

车进进出出。在这一片小平房里，成

本仅 1 元左右的散装酒，经过简单过

滤后就灌进从废品收购站收来的酒

瓶，然后压盖、贴标。大约20秒，一瓶

假冒低端品牌白酒就“出厂”了。（1月

23日《北京青年报》）

让散装酒秒变品牌酒绝迹市场，

最为根本的就是强化市场监管。一则

健全监管网络，监管部门在完善日常

巡查、联合检查等传统监管手段的基

础上，更应该创新举措。比如，实行

网格化监管，依托农村食品安全协管

员队伍，并借助互联网等畅通监督举

报渠道，从而及时将潜伏在老百姓身

边的这些小作坊揪出来，使制假窝点

无处容身。

二则应实行联合管理机制。比

如，这些造假人员多选择偏远农村自

建出租大院作为生产、加工、存储“假

酒”窝点，而且有的房东恰恰是提供了

便利；还如，“订单式”生产逃避侦查，

其中物流快递等也起着重要作用；再

如，假酒标识生产销售，也为制售假酒

充当帮凶。所以，打击制售假酒不能

仅凭一个部门的力量，还须多部门形

成合力，持续强化监管执法。

三则须加强对相关案件打击。

伴随着春节的临近各地均开展了相应

的集中整治活动，但是这样“严打”态

势，更需要常态化进行。相关职能部

门须对制售假酒行为做到“露头就

打，有案必查”，积极主动与酒企衔接

合作，实施“产、供、销”全链条打击，

以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应

加强相关案件警示，促使各类经营主

体依法经营。

最后，消费者应增强防范意识。

有酒类厂家负责人表示，假酒严重伤

害人体的肝脏等器官，长时间饮用假

酒可以导致人体相关器官不可逆的创

伤。所以，买酒不要贪图便宜，应该

选择品质有保障的购买，也应增强消

费维权意识。还有就是，当发现周边

有非法窝点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

提下，应向有关部门举报，以使其得

到精准打击。

岂能让作妖的“凤爪女”继续任性
□ 史洪举

时事乱炖

1月20日晚上，一女子乘地铁13

号线时在车厢里吃东西，食物残渣掉了

一地，还把袋子扔到了地上，引来了网

友的纷纷谴责。有网友指出，这名女子

与几年前在上海地铁中吃凤爪的女子

高度相似。（1月22日《北京晚报》）

根据有关规定，在公共场所大声

喧哗，与他人发生言语争执，食用刺

激性食物且乱扔垃圾之类行为的严重

性和危害性尚未上升到需要治安管理

处罚法加以处罚的程度。也即，在当

前语境下，此类行为不过是有失公

德，执法机关不宜对其作出行政处

罚。此外，针对地铁内饮食现象，一

些地方并未加以禁止。有的地方以轨

道交通管理条例的形式加以禁止，但

多数地铁工作人员并无执法权，对类

似行为仅能加以劝阻，或者请求执法

人员处理。还有地方以乘客守则方式

进行软约束，乘客恶意违反的话，并

无有效处理办法。恐怕这也是“凤爪

女”敢于到处作妖的原因吧。

“凤爪女”不知羞耻地到处作妖，

凸显出这样的尴尬，即无论从法律惩

戒层面还是道德约束层面，此类不文

明行为的成本极其低廉。这显然是构

建现代社会，规范陌生人之间权利边

界和关系所面临的窘迫与无奈。

现代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日

益增多，他人没有像熟人那样容忍

“小恶”的义务，那么，就必须改变从

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过渡期间，对

“小恶”道德约束乏力和法律制约不

足的尴尬。对于“凤爪女现象”，不妨

施行信用惩戒，即将其列入黑名单，

让其在出行、经商、工作等方面受到

负面影响，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应有之

义。进一步而言，有必要完善法律法

规，将这种屡教不改或者经劝阻后拒

不改正的现象施加法律惩戒，视情节

给予罚款或者拘留。同时辅之于“不

和稀泥”的执法态势，有效打掉“凤爪

女”们的任性而为，形成勿以恶小而

为之的公民意识。

评职称不再
“唯论文”势在必行

热点冷评

□ 钱夙伟

5.2亿元“转让费”！这是山东理工大学毕

玉遂教授团队创造的成果转化额“中国纪

录”。毕玉遂心无旁骛搞研发，一门心思促转

化，按照之前政策，他的博导身份要被拿掉，但

该校设立“学术特区”，特事特办，解决了其博

导问题；又比如该成果核心发明人之一的毕戈

华在国外留学时中途退学搞起了研发。按照

之前的评聘政策，他的学历不达标，可能一辈

子提升无望。但“学术特区”将其引入教职，解

决了身份问题。（1月23日《科技日报》）

职称评定“唯论文”其实早该摒弃。论文

绝不是能力和水平的唯一依据，也并不等于成

果。以论文论英雄的评价体系之下，做得越多

越吃亏，医疗系统曾有一种说法，“评职称时，

做一千台手术不如发一篇 SCI 论文”（SCI，美

国《科学引文索引》简称 ）。实际上，许多一线

业务骨干，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下，根本没有精

力写论文，然而因为没论文，“人家成主任医

师，你还是‘千年主治’”，这于他们显然是不公

平的。

“唯论文”助长了弄假作假的学术风气，催

生了“东抄抄，西抄抄，买版面”。“唯论文”指

挥棒下，论文只是为了职称，只要作为职称或

者获奖和晋升垫脚石的目的一达到，“成果”有

无实际价值，已无关紧要。这样的论文当然没

有含金量，做的是无用功。也因此，“论文泡

沫”就不可避免。尤其于基层职称评审，看淡

论文的数量，重视实践以及业务操作能力，显

然有利于调动专技人才的积极性，使他们的才

华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摒弃“唯论文论”需要完善的政策体系引

导和加大监督力度，实际上，除了山东理工大

学这样的大学，于许多地区也早已不是“未来

时”，而是“进行时”。比如广东省科技人才的

职称评定，2015年就已经从“重论文、重科研项

目”向“重科技成果转化”转变。只要研究开发

高新技术并成功实现转化，即使没有论文，也

有很大机会申报正高职称。显然，职称评定告

别“唯论文”，已经是大势所趋也势在必行，期

待更多的地区能够加快推行。

微声音

熬夜党多吃鱼和豆，拯救眼睛和皮肤
熬夜过后，皮肤黯沉干燥、眼睛异常干

涩。多吃些鱼类和豆类吧。鱼中的维生素A，

对眼睛不适、皮肤干燥有一定缓解作用；豆类

富含维生素B2，有助改善视觉疲劳症状以及暗

适应能力。燕麦鱼米汤、杂豆粥都是不错的选

择。电脑、手机前的你，也要多吃点。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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