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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晶晶

紫 金 陈 是 当 下 影 视 业 大 红 大 紫 的 名

字，因小说《坏小孩》被改编成爆款影视剧

《隐秘的角落》，这位悬疑小说作家为大众

所知。没想到，他的一次就诊经历，无意中

也揭开了一个隐秘的角落——藏身医院的

违规操作。

5 月 29 日开始，紫金陈持续在社交媒

体发文，称自己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仁医

堂中医医院看腰肌劳损，被医生推荐花了

4500 元注射了所谓的“小分子祛炎针”，不

仅没效果，反而疼痛加剧，一度行动困难。

不仅在朋友圈与微博同时发帖，紫金

陈还登上著名消费者维权节目“1818 黄金

眼”与央视新闻。他实名出镜，迅速推动了

事件调查。

根据通报，宁波市鄞州区卫健局认定，

涉事医疗机构存在夸大宣传医疗效果、过

度收费问题。当地已对涉事医院罚款 3.5 万

元，并暂停涉事医生执业资格 3 个月。

事已至此，对患者身份的紫金陈来说，

维权经历很成功。但围观者不禁怀疑，如果

维权的不是名人，这些医疗陷阱还能否如

此轻易戳破？

更 让 人 质 疑 的 是 涉 事 医 疗 机 构 的 态

度。在该医院负责人口中，这种违规似乎很

常见，更显得无足轻重——“这是民营医

院对治疗方法的‘拔高’。他以饭店取菜

名为例，饭店里一道很简单的菜，往往也

有‘高大上’的名字，为的就是吸引眼球，销

路好。”

给菜名加滤镜，前提必须是满足食客

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挂羊头卖狗肉，涉嫌

欺诈消费者，必须受到追究。治病救人可不

是请客吃饭，医疗领域的特殊性，决定了医

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是永恒的底线。

根据当地调查，涉事医生身份存在虚

假宣传，只是普通外科医生，却把自己包装

成多个领域首席专家；治疗方案存在包装，

收费 4500 元做的只是常规项目，在其他医

院可能只要几百元，涉事医生把治疗项目

分拆，向患者使出了障眼法。

无论是民营医院，还是公立医院，医院

声誉都应取决于医术，而非包装。坚持把患

者放在心上，牢牢把控医疗质量，守护患者

健康，不辜负患者信任，不失治病救人的医

者仁心，才能谋求长远发展，打造一张响当

当的金名片。

对普通患者来说，类似的医疗陷阱还

有多少？一旦遭遇医院对治疗方法随意“拔

高”、定价畸高，甚至涉嫌欺诈，患者维权举

证有没有困难？能否像知名作家一样被“一

呼百应”，维权如此高效？

显然，不少平时的功夫还没做到，监管

还有死角。规范民营医院执业行为，需要进

一步畅通维权渠道，及时曝光过度检查、过

度治疗等“套路”患者的隐蔽手段，强化患

者至上的医疗理念。

医疗监管别留“隐秘的角落”

□ 欧阳晨雨

今年六一儿童节，新修订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正式施行。围绕新法，有人说，这部

法律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城堡”。也有人说，

这部法律是“熊孩子”的“护身符”。对此，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

表示，给有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

未成年人戴帽子，叫“熊孩子”，这本身就不

符合保护未成年人的理念，一定程度是戴

着墨镜看待“问题儿童”。

没有孩子天生就是“熊孩子”。当孩子

出了问题，不去寻找家庭和社会的病因，不

去想方设法加以教育挽救，却将他们与家

庭、社会割裂开来，作为一个单独而特殊的

群体对待，刻意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其实

是一种歧视。

其 实 ，法 律 是 所 有 未 成 年 人 的“ 护 身

符”，包括问题孩子在内，都是法律保护的

对象。这种法律保护，是“保护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

年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保障未成

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

等权利”，并不意味着无原则、无底限的狭

隘保护，更不主张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可以

既往不咎。

翻开这部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可谓亮点多多。从严格落实“入职查询”

制度、将预防性侵犯罪关口前移，到全面

确立强制报告制度、破解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发现难”问题，从单设“网络保护”

章节、明确未满 16 周岁不得当“网络主

播”，到框定民政部门监护范围、完善国

家监护兜底责任等，立法秉持了“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的原则，编织了一张细密的

法网，将未成年人置于法律的立体保护之

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新法，不是为

问 题 少 年 而 作 ， 乃 是 全 体 未 成 年 人 的 福

音。

一个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立法态度，折

射出文明的境界。回看未成年人保护法制

定与修订过程，从 1991 年出炉问世，经过

了 2006 年 的 第 一 次 修 订 、2012 年 修 正 、

2020 年第二次修订，法律条文从 72 条增加

到了 132 条，从原来的家庭、学校、社会、司

法“四大保护”发展为“六大保护”，单设“政

府保护”“网络保护”。立法千锤百炼、精益

求精，足以体现国家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的重视，也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

崭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一座加强

未成年人法制保护的里程碑。当然，立法

的进步，并不等于公众理念的齐头并进。

那些仍把“熊孩子”当口头禅，把专门立

法曲解为问题孩子“护身符”的人，已然

暴露出了法治理念的短板。有必要以新法

问世为契机，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也

包括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的解读宣

讲，让“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立法精神

深入人心。

更为重要的是，从国家、社会、学校到

家庭，包括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

的监护人等责任主体，应该在履行法律职

责的点滴实践中，引领保护未成年人的风

尚，更好地呵护“少年的你”。

立法千锤百炼 呵护“少年的你”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消费者遭遇过客服难题。智能客服不智能、线上客服较隐蔽、人工客服藏得深、客服电话难打通，不仅

影响消费体验，也成为阻碍消费需求释放的“拦路虎”。（《工人日报》6 月 1 日） 漫画：徐 简答非所问

□ 杨鑫宇

5 月下旬，影史首部 4K 全景声粤剧电

影《白蛇传·情》在国内上映，由于粤剧艺术

相对小众，影片票房并不理想。然而，出人

意料的是：尽管该片在商业上并未获得多

大成功，却在网上成功“破圈”，引发了不少

电影爱好者和年轻网友的赞许与追捧。在

豆瓣网上，《白蛇传·情》的评分高达 8.2 分，

一举在 2021 年上映的国产院线故事片中

跃居第一。

在这份榜单上，《白蛇传·情》的竞争对

手，既有《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 3》这

一级别的“票房巨兽”，也有《我的姐姐》《悬

崖之上》这样的话题之作，同时还有《吉祥

如意》《又见奈良》等一系列小众精品。《白

蛇传·情》这样一部小投资、冷题材的粤剧

电影，想在其中“杀出重围”，其困难可想而

知。从上映之前的默默无闻，到依靠口碑一

鸣惊人，该片成功证明像粤剧这样的传统

文化，完全可以走出老戏院，与最新的视听

技术、表达形式有机结合，与时俱进，吸引

年轻人成为“新粉”。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地代代相传

的传统戏剧，曾是我们的祖辈最主要的文

化生活方式。京剧能够得到“国粹”之名，充

分反映了传统戏剧的特殊地位。然而，随着

时代的进步，普通人在文化生活上的选择

空间不断扩大，在不断推陈出新的各种文

化产品面前，传统戏剧显露出了前所未有

的颓势，逐渐从“主流”退向了“边缘”。

在老一辈“忠实观众”与政府文化政

策的支持之下，粤剧等较大的传统剧种固

然暂无生存之虞，但长远来看，如果这些

剧种只是坚守在戏院里，一再重现旧有的

故事题材和表演形式，只会在“曲高和寡”

中 走 向 没 落 。面 对 当 代 主 流 观 众“ 求 新 求

变”的审美品味，传统文化只有在守住“内

核”的前提下积极创新，拓宽形式、题材与

故事的表达边界，才能不被时代进步的浪

头打翻，在进化中实现“华丽转身”。

细看 《白蛇传·情》 的表演、剧本与

制作，不难看出：主创团队既有与时俱进

的创新意识，也有对老粤剧艺术的深沉感

情。在影片中献声出镜的演员阵容，是以

广东粤剧院多名资深演员为首的“旗舰团

队”。其剧本一方面取材于传统名著 《白

蛇传》，另一方面也针对原版故事作出了

不少大胆而合理的改编。相比于演员阵容

的 “ 原 汁 原 味 ” 和 故 事 剧 本 的 “ 谨 慎 创

新”，影片最大的特色，就是以先进的影

视特效，补上了传统戏剧的固有短板，配

合演员的唱段，制造出了大量用以烘托气

氛的“视觉奇观”。

这些特效令观众耳目一新，也与故事

发展有机结合，并无喧宾夺主之感，其在

口碑上的成功，足以证明主创团队走对了

路。未来的创作者大可以循着这条道路，

作出更多有价值的探索。

其实，只要看看过去几百年来的中国

戏剧发展史，我们便会发现，任何一种“传

统戏剧”，在历史上都绝非一成不变。大多

数 中 国 传 统 戏 剧 ，本 质 上 都 是“ 市 井 的 艺

术 ”，更是“活的艺术 ”。面对传统文化，

没人希望它们被供奉在神坛上，成为高高

在上的“死物”。积极吸纳时代元素，通

过自我进化保持活力，对传统戏剧来说是

一直都在做，也应该持续做下去的事。对

其他传统文化而言，这个道理同样适用。

小众粤剧电影为何能在网上“破圈”
□ 马 青

最近，豆瓣上因为乡村生活，引起了

一个小范围的讨论。先是豆瓣用户“夏冰

雹”发表长文，讲自己辞掉世界 500 强企

业的工作，居住在浙江西部森林的村屋

里，表达了逃离城市和工作后的自由与

幸 福 。但 很 快 ，就 被 另 一 个 豆 瓣 用 户

“X316”质疑，这个作者有一年多农村工

作和生活经历，此前一直在豆瓣上写《贵

州黔东南生活记录》系列，她以自己的经

历驳斥“夏冰雹”，“回村生活和回村度假

是完全不一样的”。

看了两个人的文章，发现完全没有

可比性。“夏冰雹”住的是浙西，她的照片

里 ，村 屋 堪 比 别 墅 ，室 内 装 修 是 民 宿 风

格 。浙 江 统 计 年 鉴 说 ，2019 年 浙 江 农 村

的 单 栋 楼 房 比 例 已 经 达 到 了 89.4%，有

的村子就是奔着打造景区的目标建的，

更不用说城市生活必备的水电气网。而

“夏冰雹”也没有放弃工作，她的工作只

需要网络通畅就可以。而“X316”主要在

贵州山村，两者间的物质落差，比得上他

们间的物理距离。更何况，哪怕走同一段

路，欣赏同一片风景，住同一间屋，不同

人的感受都可能千差万别，这就叫“甲之

熊掌乙之砒霜”。私人体验之间的对比，

并不科学。

需要祛魅的可能不是作者的文本，

而是读者的想象。就像很多人喜欢看穿

越小说，想象一个平凡普通的人会因某

项现代技能而在古代“开挂”，但若真

让你回到没有手纸只能用竹片如厕、无

处烧水洗澡、没有卫生巾的古代，谁又

真的愿意呢？大约 15 年前，我去茅山

的路上借用农家厕所，气味就不必形容

了，刚蹲下，就感觉到后面湿乎乎、凉

飕飕的东西靠近，回头一看，赫然与一

头好奇的猪大眼对小眼。

虽然现在乡村生活与十几年前不可

同日而语，但习惯了 24 小时便利店、干

净的卫生间、外卖随叫随到、快递送到门

口、修理工上门服务的都市生活，真要退

守田园，还是要好好掂量的。生活不是度

假，做游客和当村民完全不同，尤其不管

在 哪 儿 ， 都 不 可 能 靠 喝 西 北 风 活 下 去 。

《生活不在别处：年轻中国人的焦虑与狂

欢》 这 本 书 里 ， 有 一 个 叫 Lydia 的 年 轻

人，辞职走天下，把两年工作的积蓄全花

光了，最后还是要重新找工作上班。从这

一 点 上 说 ， 网 友 “X316” 的 提 醒 是 没 错

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低欲望乡村生

活”的真实图景是什么，仅仅这个词就对

年轻人存在神奇的吸引力。现实生活的不

如意客观存在，无论古今中外，每个时代

的年轻人都会遭遇迷茫、困顿和疲乏，尽

管症状不同，但悲欢相通。被困住了，不

知所措，逃离就成了一条出路，成了对抗

日复一日无意义生活的“武器”。

想象是一回事，真正的经历则是另一

回事。“低欲望乡村生活”对都市青年的

吸引，正在于理想的生活总是在别处，理

想的生活总是在别人那里。想象本身就是

滤镜，它让人忽视真实的柴米油盐和鸡零

狗碎，真要娶了林妹妹，要不要关心她的

“五谷轮回”？真要嫁了王子，戴安娜和格

蕾斯·凯利也并没有幸福一生。还记得毛

姆笔下的跛足青年菲利普吗？他的人生理

想是“把无意义的人生经历设计成一个精

美繁复的图案”，所以不停寻找，从此处

到彼处，终有一天，他发现困住自己的枷

锁正在于“一直都活在未来，当下的生活

总是一次又一次从他的指缝中溜走”“自

食其力，娶妻生子直至撒手人寰，这样一

个最简单的图案同样是最完美的。”

所以，无论是别人笔下的“乡村”，还是

自我想象中的“别处”，都不是“解药”，没有

药到病除的神效。但这不妨碍人们去自由

选择、亲身经历，毕竟人生的路很长，体验

过才知道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低欲望乡村生活
可能只是想象的“别处”

□ 朱昌俊

三孩政策正式出炉。5 月 31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

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的决定》。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

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

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针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现状，人口生育

政策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的

连续调整，无疑是对于人口发展现实的直

接回应，也为“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增

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供了一个有针对性

的注脚。

三孩政策放开，社会更关注与之配套

的支持措施，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到政策的

实施效果。生育率的提升，不只与生育政策

相关，更需要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支持、保

障 体 系 。在 现 代 社 会 ，影 响 人 们 生 育 意 愿

的，生育政策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还是社

会因素，如高昂的生育养育成本重塑了年

轻人的“生育观”，而这些恰恰需要配套的

公共服务去精准化解。

因此，这次会议也特别强调，要促进生

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

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

比如，教育成本问题，像幼儿园教育未纳入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要支付的托幼成本就

比较高。再比如，女性的生育权利还未能得

到足够保障，就业歧视等现象仍客观存在。

诸如此类，都影响到社会的生育意愿和生

育政策开放释放的红利。

这次会议提出了一揽子的配套政策。如

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

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

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

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

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

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

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

性就业合法权益。这些都是直面现实所开出

的“药方”。这也说明，对于影响人们生育意愿

的因素，顶层设计层面是有着科学认知的。

不过，政策的大框架有了，仍考验具体

的执行程度。像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的

教育引导，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

风气的治理，都是需要长期坚持并且拿捏

好分寸的事情，它考验着治理的柔性。而发

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

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加强

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是一套系统工程，

需要方方面面的政策优化和配合，并且需

要建立在对真实的生育成本和负担的准确

感知与评估之上。此外，完善生育休假与生

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也

需要平衡好个人、企业、政府之间的利益分

配。可以说，相比三孩政策的放开，配套支

持系统能否与时俱进，其实更考验“增强生

育政策包容性”的诚意与能力。

要注意的是，从二孩到三孩的生育政

策调整，在根本上体现的是一种激励生育

的思维，由此，也自然需要在生育政策的执

行、生育服务的完善乃至社会观念等方面，

及时调整政策规定，形成社会大环境的自

洽与兼容。三孩时代来临，公共政策、社会

环境、文化舆论等都应该有新的调试，增强

生育政策的包容性，真正构建一个生育友

好型社会。

三孩政策放开 让想生的年轻人更敢生

□ 易 之

最近，三星堆再度“上新”，引发

了全网围观。三星堆新出土的文物，关

于三星堆的历史学解读，不断刷新着各

大新闻平台的热度榜单。可以说，三星

堆的关注度是“制霸级”的。

其实， 这 已 经 不 是 考 古 第 一 次 占

据 舆 论 关 注 的 “C 位 ” 了 。 近 年 来 ，

良 渚 入 选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 海 昏 侯 墓 发

掘 等 考 古 领 域 的 成 果 ， 都 曾 收 获 巨 大

的网络关注。

广义来看，由考古衍生而来的文物

话题，都在我们的文化生活里刷出了存

在感。故宫跑、敦煌热成为网络热词；

诸如 《我在故宫修文物》 之类的综艺开

始在年轻群体中热播；考证古装剧里的

“服化道”也成为不少年轻观众追剧的

乐趣所在。

可以说，今天的考古已经不缺热度

了。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博物馆就

大秀了一波存在感。据媒体报道，4 月

29 日 ， 故 宫 博 物 院 “ 五 一 ” 假 期 门 票

已经全部售罄，湖南省博物馆、陕西历

史 博 物 馆 门 票 预 约 也 均 显 示 “ 已 满 ”，

博物馆“一票难求”。

这当然是我们乐见的社会景观。人

总 有 追 根 溯 源 的 天 性 ，“ 发 思 古 之 幽

情”是人类一种共同的心理结构，人们

总爱从文物中感受历史的脉络。加之社

会整体文化层次的提升，大众已经具备

了相当的历史审美，考古也不再被视为

一个幽深、神秘、玄远的小众话题。相

反，它以一种更加亲民的形态嵌入了人

们生活的日常。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

事实上都能借由考古话题的反哺而得到

提升。

今天考古话题爆火，也离不开大众

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大众传播通

过技术手段，不断重新建构考古的呈现

形式。或是衍生出文创产品，或是被改

编成影视作品，一条条精致的短视频，

一张张酷炫的海报图片，考古某种程度

也变成了视觉效果堆叠出来的意象。这

个 意 象 有 趣 、 生 动 ， 充 满 着 吸 引 人 的 魅

力。

不 过 冷 静 地 说 ， 考 古 虽 然 是 “ 热 话

题”，但它摆脱“冷板凳”待遇，成为物

质 支 持 更 有 力 、 人 才 储 备 更 丰 富 的 “ 显

学”，依然任重道远。

当前，相比于悠久的历史和广袤的国

土 ， 中 国 的 考 古 人 才 数 量 却 捉 襟 见 肘 。

《中国文物报》 官方微信公众号“文博中

国 ” 在 2020 年 11 月 4 日 刊 文 称 ， 历 年

来，以能主持考古发掘的领队数量为例，

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考古领队资格”的

总 人 数 ， 包 含 退 休 的 大 体 不 足 2000 人 ，

而 常 年 在 田 野 发 掘 一 线 工 作 的 仅 有 数 百

人。考古人才缺乏，其实也是考古专业被

视为“冷板凳”的一个表征。

2020 年湖南女孩钟芳蓉以文科 676 分

的成绩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此事曾引

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它之所以成为新闻，

恰也反映了公众认知里的考古专业：条件

艰苦，收入有限，不是个值得高分考生选

择的“热门专业”。

这 些 公 众 的 认 知 ， 很 多 时 候 是 片 面

的，但得承认确实也有其判断的依据。笔

者曾跟踪过一些考古现场，艰苦、琐碎、

寂寞，才更像是考古工作的日常。多数情

况并没有三星堆那般惊艳的发现，很多时

候就是一些碎片，甚至一个完整的物件都

拼不出来。这种工作性质本身，确实构成

了对“普通人”的屏障，它确实很需要发

自内心的热忱与相应的物质支持。

现状也在逐步改变。前不久七部门联

合 印 发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利 用 工 程 实 施 方

案》， 其 中 包 含 对 考 古 发 掘 工 作 的 支 持 ，

并提到文物保护、考古项目中央最高可支

持 3000 万 元 资 金 。 这 些 有 力 的 支 持 措

施，相信也有助于公众改变对考古的刻板

印象，有助于吸引更多人放下顾虑投身这

一行业。

总之，网络上的考古热度，如何变成

现实中考古事业的支撑，还值得我们进一

步探索。对于考古事业来说，热度固然可

贵 ， 但 财 政 力 量 的 支 持 、 人 才 资 源 的 输

入、优惠政策的倾斜，才是更重要也更紧

迫的事。

三星堆再占“C位”
能否改变考古“冷”待遇

□ 谢 军

近日，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

上强调，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要

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

实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他还指出，

在人才评价上，要“破四唯”和“立新标”并

举，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

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从正负电子对撞机到银河系列巨型计

算机，从高铁技术到量子通信，从“神舟”系列

飞船到“天问”火星着陆，从水稻基因物理全

图到克隆遗传病致病基因取得进展⋯⋯新

中国成立以来科研领域的一项项重大突破

证明：只有革除不适应科技创新的冗余，破

除制约科技创新的制度藩篱，才能为科研创

新创造“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活泼氛围。

科技是撑起国家强盛的四梁八柱，实现

科研成果的转化，需要科学合理的机制保

障。然而，“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

现象不同程度地制约着科研工作者的发展，

不合理的评审评价带偏了学术研究的方向。

有的科研工作者对某些学术热点趋之若鹜，

实际上只为了学术考核的 KPI达标，忽视了

国家发展“刚需”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

其实，科研创新与机制安排的关系，犹

如“器”与“道”的关系。没有高效、健康、合

理的机制安排，就难以孕育具有突破性的

科研成果。

长期以来，以论文为唯一导向的科研

评价机制为社会所诟病。无论是高校还是

专门科研机构，研究成果往往以论文形式

展现出来，而研究成果的质量优劣就体现

在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力上。有影响力的

期刊就那么几本，需要发表论文的，不只是

高校教师、专业科研工作者，还有很多等待

毕业的博士研究生。相较于少数权威专家，

众多高校年轻教师、科研机构工作者感慨

发表论文“太难了”。如果科研工作者一味

以发表论文、评上职称、拿到奖项为中心，

就会忽视科研创新“诗与远方”的追寻。

转变人才评价导向，要着眼于未来，引

导科研工作者甘于坐科研的“冷板凳”。一

些 冷 门 课 题 ，往 往 是 国 家 发 展 需 要 的“ 刚

需”科技、“硬核”科技。对此，需要构建科

学、立体、公平的科研考评体系，以激发科

研工作者活力为目标。

科技创新之火燃烧更旺，离不开科研工

作者“众人拾柴”。现实中，这样或者那样的报

表审批、来回流程，以及经费对账，也让科研

工作者耗费不必要的精力，影响了科研工作

的热情与积极性。为此，科研创新改革需要

重心下沉，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让科研工作者不为事务性工作困惑，安心从

事科研工作。相应地，也要细化“揭榜挂帅”

“赛马”制度，为有真才实学者提供舞台、机

会，构建创新生态氛围，允许积累、允许试错，

让真才实学者敢于站出来，敢于挑战权威，

敢于打破常规，另觅新路径。

总之，“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是深

化科技创新的有益尝试，而落实下来，需要

营造“敢为天下先”的竞争氛围，并在实践

探索中总结经验，为机制改革提供相应的

养分，从而让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站出来。

不要让KPI
带偏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