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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妇科论文现男性病例
开除编辑不是根治良方

“一票游多日”
折射旅游业向链式经济转型

把人才从“唯论文”评价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治理审核不严、错漏百出、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问题热点 话题

近日，有媒体报道多篇妇科
论文及文献中出现“男性病例”
一事，其中两篇涉及文献均发表
在《中国医药指南》期刊，如宫颈
癌、高危产妇等论文中出现多个
男性病例。对此，《中国医药指
南》杂志社在其官网发布声明，
称经调查，该学术不端问题的发
生是因为当时的审稿流程存在
漏洞。该杂志社对涉事编辑已
作出辞退处理，并制定了整改措
施。（5月6日澎湃新闻）

须知，准确性是论文可信度
的基础。一篇“不辨男女”“患者
和患儿表述混乱”的论文，如何让
人肯定它的学术价值？它又是怎
么发表在国家级学术期刊上的？

出版社发表论文，应由专业
人员进行全面审核编辑，包括数
据的合理性和结论的科学性等，
都要无一遗漏反复论证，然后才
能发表，整个过程需遵循一定的
流程和规范。作者写错了字，审
稿者又马马虎虎毫不负责，荒诞
的情节才一路开了绿灯。

事关学术界声誉，出版社方
面应严格整改，强化论文审核标
准和审查责任，避免类似现象再

次发生。作者也应反思，怎么会
把妇科病例的性别写错？一时
笔误尚可修改，要是涉及学术不
端，那就不是小事了。

一次次荒诞事件背后，暴露
出学术风气的浮躁——重发表
不重论文、重数量不重质量。在
一些人眼中，论文只是考核、评
职称的工具，只在乎有没有论文
发表、发表的期刊是否权威，而
根本不看论文写了什么、写得怎
么样。所以，才有了粗制滥造的
论文，甚至催生出中介“代写代
发”的歪门邪道。

破除“唯论文”评价乱象，一

方面，需重申论文创作的初衷，
在于推进学术学科发展，而非将
期刊发表视为唯一标准；另一方
面，需将论文发表与考核、评职
称解绑，把人才从“唯论文”评价
中解放出来，也从根本上治理审
核不严、错漏百出、弄虚作假等
学术不端问题。

学术期刊的权威性，不仅在
于学术研究的严谨创新，其发表
流程也应该纯粹而严肃。严肃
处理是应有之义，但开除编辑
不是根治良方。莫让劣文逐良
文式的论文发表模式，再为害学
术了。评论员 韩静

五一假期，游客发现很多景区
有了新变化。现在国内许多景点都
开始实行“一票游多日”的制度，即
购买一张门票后，可以在规定的时
间内多次到景区内游玩，打破了传
统门票“仅当日有效”的惯例，满足
了人们深度游玩的需求。这表明，
一些景区正探索从传统的“门票经
济”向多元化的“链式经济”转型。

在过去，国内景区景点普遍实
行的是门票当日有效制度。如此设
计主要是因为景区发展依赖门票收
入，游客要想深度体验，第二天还得
再次购票进入。但如今风向变了，
许多景区用“一票游多日”取代传统
的“仅当日有效”，这种门票制度改
革，不仅降低旅游成本，满足了游客
深度游需求，也意味着景区经营模
式发生改变。

如今很多综合性景区规模庞
大、景点众多，对很多游客来说，要
想在“仅当日有效”提供的几个小时
内游完，只能是走马观花式的浅旅

游，旅游体验效果自然打了折扣。
此外，越来越多的游客已经不满足
浅旅游，而是希望每到一个景区景
点都能深度体验。在此背景下，景
区实行“一票游多日”是明智之举。

旅游本身具有放松身心的作
用，然而“仅当日有效”容易让游客
处于快节奏的紧张状态，身心很难
得到充分放松。景区实行“一票游
多日”，可以让更多游客放慢脚步，
细心享受旅游带来的美好体验，这
让旅游服务更显人性化。这不仅满
足了游客深度游、慢旅游的需求，也
让旅游变成更有意义的出行。

对景区而言，表面上看门票收
入会受到影响，但如果算“大账”“长
远账”，其实这样做反而会带来更多
回报。其一，“一票游多日”具有显
著的引流作用，能吸引更多游客前
来旅游消费。其二，此举可激活“链
式经济”，即游客深度体验时，可在
景区有更多旅游消费，比如品尝更
多美食、体验更多项目。

比如某景区实施“一票三日使
用制”后，有游客反映，一张成人门
票是88元，他们一家四口玩两天，就
能节约200 多元的门票钱。这对游
客而言，就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同
时，游客在景区的平均停留时间从4
小时延长至10小时，也带动当地食
宿消费增长20%。由此可见，“一票

游多日”创造了景区与游客的双赢
局面。

景区用“一票游多日”激活“链
式经济”是适应经济发展趋势的必
然之举。事实证明“门票经济”是相
对落后的经营模式，不仅不利于景
区进一步发展，而且影响旅游市场
蛋糕做大做强。而替代“门票经济”
的最佳模式之一就是“一票游多
日”，给游客创造更好体验，为景区
拓宽增收渠道。“一票游多日”未来
有望成为更多景区的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景区实行“一票
游多日”还要解决好两个关键问题：
一方面，防止一张门票被倒卖给他
人，这背离了“一票游多日”的设计
初衷；另一方面，景区要有满足游
客深度体验的游览项目。比如有
的景区规模不大、体验项目少，“一
票游多日”对游客意义不大。也就
是说，在有深度体验项目之后，再配
合门票改革，才能让景区经营更上
一层楼。

当前，越来越多的游客对深旅
游有需求，越来越多景区也开始围
绕深旅游发力。当深旅游成为趋
势，景区“门票经济”改革势在必行，
激活旅游“链式经济”也是必然。希
望更多景区运营者看到新趋势，及
时调整“门票经济”思维，通过门票
让利来换取更大的旅游红利。

南方都市报：
少3斤罚5万
警示意义大于处罚本身

5 月 1 日，有网友反映“在三亚一
流动摊贩处购买的水果从9斤变成6斤”
的问题。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
行政执法局已找到该流动摊贩，经调查
该网友反映的情况属实，已依法立案，并
根据规定拟给予5万元的行政处罚。

旅游景区的摊贩没有品牌、没有店
面，谈不上商誉。再加上景区的游客来
自天南海北，都是流动的，说不定第二天
就要走了，不会去找摊贩算账。所以，这
种交易场景，必然会导致摊贩的短期行
为。如果严格按行为后果和处罚来计较
的话，5万元的罚款已经远超出短斤少两
的后果。所以，这事已经与监管力度无
关了。作为一个旅游城市，三亚在这方
面的处罚力度，已经很大了。处罚的意
义之一就在于警示，所以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不但要处罚，而且也要和其他部门
协同宣传出去，才能形成警示效果。

新京报：
奶茶杯现不雅生僻字
文化营销别踩错底线

“嬲”（niǎo）是何意？据报道，日前，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称，其在天津“汝
呓如意”奶茶店购买的饮品封口膜上印
有醒目汉字“嬲”。包装特别标注该字

“多数用作脏词”，令她观感极为不适。
此事引发网络热议。

在采用“嬲”字进行包装设计时，对
该字在当地方言语境中可能引发的风
险，没有作出任何提示与规避措施，这不
仅凸显了商家在文化认知上的浅薄，更
是对地域文化缺乏最基本的敬畏之心。
从法律角度来看，奶茶店使用此类不雅
文字作为包装，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相关规定。一旦查实，最高将面临百万
元的罚款。“奶茶不雅字”事件，无疑告诉
大家，文化营销犹如一把双刃剑，运用得
当，能够为品牌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实
现品牌价值的快速提升。一旦用错，也
会对品牌形象造成损害。在商业创新的
漫漫长路上，尊重文化、坚守底线，才是
企业得以行稳致远的根本所在。

北京晚报：
局长“腾家”救急
也是宠客之道

据报道，5月 2日，湖北宜昌王女士
一家驱车抵达宣恩县城，因订不到酒店
向当地文旅局求助，后被安排住到县文
旅局局长的家里。当晚，在文旅局动员
下，不少干部职工和居民都腾出空房，解
决了30多名游客的入住难题。

想方设法解游客燃眉之急，宣恩文
旅做法赢得一片赞声。把游客当家人，映
出小城大爱。但也有网友质疑，当地要是
提前做好接待预案，哪还需要住进局长
家？游客住在市民家，怎么保证安全？对
这座小城来说，这些质疑多少有些求全责
备。近年来，宣恩受到游客青睐，但宾馆
等旅游设施不可能一步到位。发现游客
人数仍超出应急接待能力，文旅部门自掏

“家底”为游客解决问题，更是难能可贵。
5月3日，宣恩又在体育馆内设置了100个
应急床位。反应迅速、处置妥当，宣恩对
临时住宿能力不足的解法值得肯定。真
诚永远是最闪耀的文旅招牌，温暖的人
心比美丽的风景更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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