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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
单双号限行能不能成

为公共政策
话题：北京机动车“单双号”政策是否

会在奥运会后长期执行？北京市公安局公
安交通管理局副局长王立表示，“它和老百
姓的生活太密切了，不妨在一定程度展开
大讨论，让市民更多地发表意见，也可以为
政府今后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观点：以“首堵”闻名的北京交通，在
奥运期间的表现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其中，“单双号”限行政策功不可没。

但是，对于“单双号”限行政策，公
众通过讨论发表的意见，不能仅仅成为
政府决策的参考意见，而应该成为对“单
双号”限行政策具有决定权的“话语”。从

“单双号”限行政策的性质上看，限行意味
着公共利益的提升，但限行本身除了需要
更多的公共配套政策的出台外，还涉及到
对“有车族”出行权益的限制，这些都应该
被纳入公共政策的范畴。

新京报
取消工商管理费更是

救工商的命
话题：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工

商总局近日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从2008
年9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
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

观点：据国办机关第44期党校进修
学员组成的调研组了解，工商管理部门的
经费保障或多或少与其“两费”收入挂钩。

其实，取消“工商管理费”，对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也是大好事。湖北工商
局人事处负责人感慨，湖北省基层工商
局工作人员的精力大概有60%到70%都
放在了收费上。正因为此，才有地方工
商局局长的表示：“取消‘两费’，既是革
工商的命，更是救工商的命！”

热点话题

海南省近日出台《中小学、中职教师教育教学论文代表作鉴定实施办法》，论文发表不再
作为教师评职称的硬性条件。教师为了评职称花钱买论文，或者花钱买版面出版论文等“论
文造假”现象，在中国教育界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种上下心
知肚明的学术造假，实乃教师职称评审机制孕育出的一大怪胎。

愿奥运协作精神生根开花
□新华社记者 邓卫华

“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国际
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如是表达他对北京奥运会的
赞赏。

正是数以万计运动员、裁判员、媒体工作者、
赛会组织者、志愿者艰苦训练、倾情参与和精密协
作，才促成了北京奥运会的“无与伦比”。

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亚洲新兴国家在举
办奥运会后不仅赢得了世界的关注，而且实现了
经济发展。1964年，日本举办了东京奥运会，此
后20多年，日本创造了延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
长；1988年，韩国举办了汉城奥运会，此后崛起的

“汉江经济奇迹”令世人惊叹。
这一次，机会来到了中国。正因为如此，面对

“后奥运时代”的来临，国人有理由期待，尽快将这
种精诚团结、参与奉献、勇于拼搏的协作精神转化
为激活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今年以来，面对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全球主
要经济体增速放缓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
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势头。
与此同时，如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
过快上涨仍然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

面对挑战，早在奥运会前夕，政府高层密集调
研、果断决策，煤炭限价、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加强节油节电等一系列举措相继出台；奥运会期
间，高层调研仍在继续，更多新举措正在酝酿筹划
之中。要把好的决策落实下去，没有精诚协作精

神是难以想像的。
成功的北京奥运会是协作精神的胜利，经济

建设中更要求每个方面和个人在经济生活中找到
自己的角色定位，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与其他方面
和个人保持良好协作。

协作不是取消不同地域、不同方面和个人的
之间的竞争，而是指在合作和竞争中共同遵守规
则，讲求诚信，相互促进。这就要求我们尽快与经
济生活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部门利益至上倾
向作斗争，与不讲诚信的积习作斗争，与窝里斗的
老毛病作斗争。

愿奥运协作精神，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生根
开花，结出更多的硕果！

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确可以体现一
个教师的学术成果和综合素质，借助这个“硬
杠子”来评定职称当然没错。

然而，现实中这些好事常常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走形、变味——一些真正有水平的论文被
束之高阁无法发表，一些七拼八凑内容空洞无
任何学术价值的文章，却能堂而皇之地刊发；
一些能力素质兼备的教师，他们把毕生的心血
用在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中，可就因为没有拿到
刊有自己论文的期刊，从而不能晋级、晋升，甚

至抱憾终身。
前一种情况是制度漏洞下的腐败，后一种

情况则是体制僵化的恶果。
一个好的教育体制，应该能创造一个使具

有真才实学者脱颖而出的环境，应该建立一个
“能者上，庸者下”的顺畅通道。上海交通大学
教师晏才宏，教学水平和师风师德有口皆碑，
但限于没有所谓的论文，至死也未评上副教授
的“悲剧”，足以让我们反思和检讨现行教师职
称评审体制的弊端。 寸草心

不发表论文不等于水平低
职称对教师来言，既是工资待遇，也是水平

的代表，于是，有人不惜一切，将职称评定当作人
生三喜之外的又一喜，更是比买一栋楼房都重要。

职称评审过程中一些“硬杠子”也很多，但
发表论文却是最硬的硬件。现在论文发表也不
再看文章水平，而看你的钞票厚薄。写论文找
枪手，发论文找代发论文中心，发了论文，职称
自然就到手。而那些没有门路，找错门的教师
就只能坐失良机。

其实，不发表论文不等于教师没水平，或者
水平不高。评职称时将论文作为一个参考，主
要以教学实绩说话，以教学水平说话，这样公平
得多。 白峰

笔者当过多年教师，对教师发表论文深有感
触。不少地方教育部门规定，评定中教一级职称，
必须在地市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一篇专业论文；
评定高级教师，必须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上发表
两篇专业论文。为此，很多中小学教师为了发表
论文，不得不请客送礼，不得不托人找关系。早有
媒体报道，两年前，一篇4000字左右的论文，学报
所收的“版面费”一般是320元至700元，核心期刊

则是800元至1200元，不论论文质量如何，明码标
价，只要见钱就“卖版”。

在这种情况之下，取消“职称论文”不失为一
件好事，至少为数众多的教师是拍手称快的。

但是，取消了“职称论文”之后，如何公平公正
地评定中小学教师职称，还是教育部门必须面对
的一个问题。取消“职称论文”，仅仅是改革和完
善教育考核评价体系的一个开始。 艾才琴

这不禁令人想起两个月前爆出的一则丑闻：
海南教育期刊社旗下杂志《新教育》2008年第2期
被“克隆”；“克隆”期刊上的论文被认定为发表无
效，1400多名受骗教师可能与职称评审无缘。据

悉，“克隆”期刊每篇论文收取几百到一千多元不
等……涉案金额达100多万元。

时至今日，看到海南省出台新规“论文发表不
再作为中小学教师评职称的硬性条件”，令人感到
禁不住的欢欣鼓舞。另外，笔者还有两点建议：

其一，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在评审之业绩条件
中降低论文的所占权重，变“主要材料”为“参考依
据”。毕竟，中小学教师论文写得多好，都不及书
教得好、人育得好。

其二，海南省弃绝“形式主义”的务实之举，希
望能得到其他省借鉴，在全国普遍推行。 于立生

上海交大老师晏才宏的“悲剧”，但愿不再上演

弃绝形式主义之举，值得推而广之

这只是教育考核评价体系改革的开始

夏普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