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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手机壳被投射了情感、承载了个性时，其整个的价值内涵便具有了特殊意义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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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两院院士大会分别审议通
过了新修订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章
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进一步明
确了院士的增选机制和退出机制。

打破“院士头衔终身制”是一场
锐意改革。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改革院士遴选
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
制度”，到2014年《中国工程院章程》
（修订案），明确在原来“撤销院士称
号”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增加“院士
劝退”制度；从2022年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
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
术性，再到此次两院进一步明确院
士的增选和退出机制，我们既看到
了打破“院士头衔终身制”的循序渐
进、锐意进取，也看到健全院士制度
的通盘谋划、科学安排。

打破“院士头衔终身制”是一种

返璞归真。在人们的认识里，院士
群体是在科学研究上最有贡献、最
具权威的一批人，受到社会的普遍
尊崇，具有很高的社会美誉度，但这
并不意味着“一朝院士终身院士”。
一些单位和个人给院士退休、请辞设
置重重障碍，甚至打着他们的旗号要
项目、报课题、评奖，其实质是对院士
身份的“绑架”。两院院士总数上千
人，难免有个别人学术不端、道德不
济，乃至违法犯罪，不打破“院士头衔
终身制”，不以开除或劝退等方式及
时把德不配位者清除出去，就很难维
护院士群体的声誉和院士队伍的纯
洁性。打破“院士头衔终身制”，明确
院士退出机制，本身就是一种对“院
士迷信”的祛魅，本身就是一种实事
求是和返璞归真。

打破“院士头衔终身制”是一次
唯实动员。在一定程度上，科学界
存在着重头衔、重职称、重帽子的情
况，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科学研
究成了“发帽子游戏”。在林林总总
的各类帽子中，“院士”处于至高位
阶，具有标志性意义。打破“院士头
衔终身制”的更深层意义还在于让
更多人看到“头衔”并非一劳永逸的

“硬通货”，踏踏实实开展科学研究，
实实在在取得创新突破，切切实实
解决国家之需，才能拥有令人敬仰
的学术地位。说到底，是要在全社
会树立一种“轻帽子重实绩”的价值
导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院士
头衔终身制”也是一次不唯论文、不
唯帽子的大动员。“头衔为虚，成果
为实。”广大青年科研人员不妨在这
次动员中，坚定求真务实的信念，提
升原始创新能力，力争产出重大原
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夯实科技自
立自强的根基。

还需明确的是，打破“院士头衔
终身制”并不是降低院士的权威性
和影响力。相反，打破“院士头衔终
身制”，让“院士”头衔回归学术，对
院士群体提出了更高要求——唯有
在科学研究上不断突破、在培养后
学上不遗余力、在品德风骨上堪为
世范的大科学家才能当选院士，才
能留在院士队伍中。那些滥竽充
数、德行不济者，很难进入院士队
伍，即便混入了也会被淘汰出局。
长此以往，院士群体的权威性和影
响力将进一步提升，而这恰恰是院
士制度改革的初衷所在。

7月17日，“手机壳正在服装
化”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据
报道，如今，手机配件市场称得
上百花齐放，低至 0.01元的手机
壳和高至500元的手机壳都有人
买单，业内人士将这样的现象称
之为“服装化”。

手机壳的出现和流行，最初
是基于保护手机的功能。不过，
近年来，手机壳逐渐呈现“服装
化”趋势。也就是说，除基础功
能之外，手机壳如今被赋予了更
多附加价值。

区别于传统的透明手机壳，
在电商平台上，手机壳或简约大
方，以纯色或极简线条勾勒；或繁
复精致，镶嵌着水钻、珍珠，甚至
是手绘图案；还有部分商家提供
个性化定制服务，将照片、网络
热词等内容印制其上。这种从

“千篇一律”到“独一无二”的转
变，正是手机壳“服装化”趋势的
精髓所在。

手机壳“服装化”，一方面是
因为当今社会经济具有不确定
性，许多人对待大额支出更加谨
慎、更加理性。再加之，如今大多
数手机使用几年仍能保持相对流
畅的使用体验，换机的频率相应
降低。基于此，相比于更换新手
机的高成本，人们则更倾向于更
换手机壳的低成本，满足他们相
应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对于
部分人来说，手机壳更像是一种
时尚配饰，可以通过更换不同风
格、颜色的手机壳，彰显他们的个

性、喜好、品味，从而形成个性化、
差异化，激发他们对生活的热情
和创造力。而且，手机壳等有趣
物件，还能满足人们的新鲜感，为
其提供社交话题，成为彼此沟通
的纽带。

在某种意义上，经常性购买、
更换手机壳，也是一种自我取悦，
其中所寄托的，是在日常工作、生
活之外的个人意趣——不必要，
但真的能激起幸福感。

然而，当频繁更换手机壳成
为一种趋势，甚至被赋予某种社
会意义时，问题也随之浮现。比
如，在追求个性化的同时，是否会
有部分消费者过度消费，花费几
百上千元购买手机壳，忽视产品
的实际价值？当身边有人购买高
端手机壳时，其余的人会不会产
生攀比心理？手机壳更新换代迅

速，是否会加剧环境污染？
本质上，手机壳是必需品，但

它又是易耗品，消费者很容易“喜
新厌旧”。这也提醒手机壳品牌，
既要将流行的元素设计得不落俗
套，又要保持原创独特的风格，让
消费者愿意消费。

当然，一些人更换手机壳，是
把其当成了许愿工具，健康、好
运、升职、加薪诸般美好的期许，
统统在那“一目了然”的手机壳文
案上溢于言表……如今，手机壳
远不止于是手机的延伸，更是手
机使用者的延伸。当手机壳被投
射了情感、承载了个性时，其整个
的价值内涵便具有了特殊意义。
如此来看，人们更换的哪里是手机
壳，分明是期盼生活美好、让自己
乐观开心的信念。
评论员 任思凝

打破“终身制”，让院士回归学术

手机壳“服装化”是对生活的个性化表达

北京青年报：
大学生为奶奶改造智能屏
打开了一道“数字助老门”

近日，广东珠海某高校男生邓炜鸿发
视频介绍，自己给奶奶做了一个专属智能
屏，追剧、视频通话、测量血压等功能都可
以实现一键操作，网友对此纷纷点赞。（7
月17日《北京青年报》）

想老人之所想，供老人之所需，邓同
学发现80多岁的奶奶使用智能屏的难点
后，利用所学知识对智能屏进行改造。邓
同学的做法不仅体现了他对奶奶的关爱，
也打开了一道“数字助老门”。智能产品
制造企业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关注、了
解、呼应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层次、不同
数字素养的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使用习
惯和需求，在适老化改造过程中学习邓
同学的理念和经验，不妨为老年人保留
些实体键盘模式，提供更多“一键直达”
的功能。帮更多老年人打开更多数字助
老的大门，需要给予老年人更多体察和
关爱，需要更多贴合老年人习惯和需求
的“爆改”。

新京报：
分不清9.11和9.9大小
暴露大模型逻辑推理短板

一道小学数学题，成功难倒超过一半
的大模型。据报道，经测试，在“9.11和9.9
两个数字哪个更大”这个基础的数学题
上，国内外12个大模型之中只有4个答对
了，剩下8个全都回答错误。在答错者中，
还包括了知名的ChatGPT-4o。

数学相关的逻辑推理能力一直是当
下大模型的短板。但一道小学生级别的
数学题，却成了各家大模型面前的绊脚
石，这在公众舆论之中引发了不小争议。
究其原因，是近期公众对于“大模型无所
不能”的传统认知与大模型当下仍处在测
试探索期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冲突。数学
运算是典型的逻辑推理能力，即根据前
提条件给出符合逻辑或潜在逻辑关系的
结论，而数学运算是用精确的语言和符
号进行纯逻辑的推演。因此，如此理解
的话，更能直观地感受到大模型的逻辑
推理能力。

羊城晚报：
转账限额降到500元
反诈当以技术避“误伤”

近日，“工资卡转账限额被降到 500
元”登上微博热搜。据报道，7月以来，多
家银行调降部分客户的非柜面渠道交易
限额，本意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等交易风
险。业内人士表示，银行实际工作中确实
有“一刀切”的情况存在。

近年来，为筑牢反诈“防火墙”，银行
机构提高了个人开卡门槛，也强化了对银
行账户的动态管理。这一次针对部分客
户调降非柜面渠道交易限额，实际是反诈
治理的一种深入。但是，随之而来出现的
给个人正常用卡带来的不便，的确是一
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果不能确保这种
限额管理的精准化，则可能带来“误伤”，
从长远看，实际也与现代化的反诈治理
要求存在出入。毕竟，银行机构反诈治
理水平的提升，最终还是得建立在风控
技术的系统升级之上，靠一味牺牲用户
正常用卡的“自由度”来谋求安全，这未
免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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