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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爆出干部年龄“整容”事件
据新华社报道，年龄时而加几

岁、时而减几岁，像弹簧一样伸缩自
如……近期有的地方曝出干部给年
龄“整容”事件，如山西河津住建局
局长数次年龄造假、山西临县女干
部招工年龄造假等，引发公众质疑。

“在当前干部任前档案审核
制度中，主要存在‘三龄两历一身
份’问题，即‘三龄’是指年龄、工
龄、党龄；‘两历’指学历、工作经
历；‘一身份’指干部身份。”接受
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尽管我国
现行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是完善
的，但基层在执行时有时存在随
意性，而少数人为谋取私利，便打
着“工作需要”的幌子，不惜铤而
走险造假。

“刻假章救妻男”
不是英雄

最近一段时间，“刻假章救妻男”廖丹火了、红
了，俨然成了“名人”“英雄”，每天不仅面对媒体的

“长枪短炮”，偶尔还能接受领导亲切的接见和慰
问，尤其是，近期他们家先后接受社会捐助40多万
元，不仅全部退赔被骗医院的17.2万元透析费，而
且还能解决其妻杜金领10年的透析费之忧。

廖丹之所以备受社会追捧，甚至被塑造成“英
雄”，缘由就是他“只为让妻子能先不死”而犯罪，
结果被成千上万的网友热捧为“真爷们儿”“有情
有义”。

为延续妻子生命铤而走险，刻假章骗取巨额
透析费，对其妻算是“真爷们儿”“有情有义”；但对
医院、社会秩序和法律尊严呢？却是医院无端受
损，社会良好秩序被打乱，法律尊严被践踏……为

“小爱”而损社会公平和法律权威，应该受到法律
惩治。

或许有人说，“刻假章救妻”，错不仅仅在于廖
丹，假如医院管理无漏洞，廖丹何以能一骗4年、数
额高达17.2万余元？假如没有城乡二元化机构，
没有异地就医结算难题，假如医疗保障制度健全，

“人人都能看得起病”……这种被网友称为“最凄
美的爱情故事”就不会上演；廖丹也就没有必要铤
而走险去犯罪。

这样的说辞有一定的道理，却不足以宽恕廖
丹，甚至将其塑造成为一位“英雄”。这恰如被骗
医院方所声明的，任何人“不能因为个人原因不遵
守法律”。这就如同一个人，不能因为贫穷而偷
窃，或因为无钱而抢劫。一个社会，只有对法律保
持一份敬畏，才能保证社会有条不紊的运转。人
们所以信仰法律，根本在于法律的一视同仁，只要
违反了公共约定的法条，就应受到同等的惩罚。
法律是非常严肃的，不能将法律处罚与道德同情
混为一谈。

民间、媒体与官方滥用同情心，热捧“刻假章
救妻男”，其实是很有害的，一方面，会淡化廖丹的
犯罪负疚感；另一方面，可能会误导社会舆论，影
响公众价值判断，滋生特殊情况下违法犯罪“光
荣”的错误观念。一个刻假章救妻男犯罪，不仅能
广博社会同情，且能招来几十万的社会捐助，这样
的“好事”容易“教唆”更多的病患者在贫穷绝望之
际，通过五花八门的违法犯罪形式“效仿”廖丹，危
害社会。

我并非毫无同情心，社会有爱心，纷纷慷慨解
囊捐助廖丹夫妇，我认为这是好事，值得提倡；说
明社会有更多的人有爱心，标示着社会风气正。
但是，作为官方、媒体和公众在关注此事件时，要
保持理性，关注讲求技巧，切忌盲目跟风、热捧，事
与愿违地将一名犯罪疑犯塑造成“名人”和“英
雄”。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只有依靠“惩
恶扬善”的双重机制，人类社会才能建立起稳定
的、高水平的合作秩序。所以，作为司法机关，在
审判“刻假章救妻案”时，也谨防被强大的社会舆
论所裹挟，既要彰显“道德宽容的大度”，更要体现

“罪刑法定的审慎”，公正审判廖丹，以彰显法律的
权威，也帮助公众养成“规则意识”。

惠铭生

7月16日，私刻医院收费章、为妻子骗取
透析治疗400余次的廖丹向北京东城法院退
赔了13.7万元，该款项来自广东一名企业家捐
赠。至此，廖丹骗取医院的17.2万元透析费已
全部退赔。(《新京报》7月17日)

尚学改变命运
励志成就人生

这是一则青年尚学的新闻，也是
一个青春励志的故事。

大庆市东风中学“保安哥”訾立，
虽辍学打工养家，却不辍其求学之志，
半工半读以持，终遂所愿，被天津大学
录取。此前，亦有看守北大校门的保
安考进北大的新闻。这样的故事，读
来总是令人感慨复欣慰。

知识改变命运，理想成就未来。
从很多人的现实情况看，他尚学的那
一刻开始，命运就改变了。有了这一
种尚学之精神，他就会时时处处留心
学习，最终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和视野，
命运也随之而变。

訾立通过读书这一尚学的最直接
体现形式走入改变命运的路径。但对
于很多人而言，尚学还有多种形式，未
必是读书，未必是考入大学，却同样可
以获得学问，改变自己。訾立尚学的
意义正在于此。

在訾立的故事里，尚学本身竟有
着神奇的魔力。他进入东风中学后，
保卫科长和他聊天，知道了他的故事，
结果东风中学留下了訾立，但没让他
去做保安，而是将他插入高三最好的
一个班，让他安心准备高考，并提出全
校师生捐款来资助他完成学业。訾立
接受了免费吃饭的帮助，却拒绝了捐
款，后来向保卫科提“要求”做保安半
工半读。

这感人的一幕表明，尚学本身即
能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敬。这一种精
神，不仅是助推一个人向上的力，也是
点燃一个社会向善的光。

有尚学，必有励志。尚学，乃是达
志的一个捷径。人有了志向，有了追
求，生活立马就变得不一样。訾立尚
学的背后，则是其磨砺志向终不移的
恒心。对于很多人而言，那些崇高的
理想、远大的抱负，离自己太遥远。但

使他们人生变得不一样，甚至让他们
人生有所成就的，正是这种励志。

訾立终偿所愿，是其励志小成的
体现。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个保安，
其命运，其人生，大势已定，无从改
变，亦无所成就。但是，一颗励志心，
往往能激发释放自己最大的潜能，向
着自己人生的高处，拼一拼，搏一
搏。对很多人来说，励志未必能让自
己的人生充满辉煌、喝彩与传奇，但
是，始终抱守一颗励志心，就可以让自
己的现在比过去更好，让自己的未来
比现在更好。

保安哥訾立上大学，就是一个小
小的传奇。对于那些不满足于现状
的人来说，无论贫富，保安哥訾立的
故事，也许远比那些精英、大款、大腕
们的成功要来得精彩，因为訾立为他
们树起了一个平凡人也能成功的路
标。 吴 乔

论文作假撤销学位
莫选择性执法

论文抄袭层出不穷，学术丑闻“络绎不绝”，
以致有人断言，时下“学术共同体”正蜕变成为

“学术腐败共同体”。泛滥的论文作假，背后是规
模庞大的作假产业链：核心期刊掏钱就可发论
文，并美其名曰“版面费”；山寨期刊大有市场，迎
合各种论文需求。论文“枪手”也应运而生，湖北
武汉有一家专门从事学术论文代写的公司，业务
忙到相关部门去抽查时都没时间接待，他们从北
京、广东、湖北、湖南等十几个省份招募80多名专
业能手，“夜以继日地假造各类论文，提供代写代
发‘一条龙’服务”，服务费也是明码标价，大学毕
业论文每篇约人民币1000元，硕士论文约3500元
到5000元。

学位论文作假，事关一个民族的道德诚信底
线，试想：一个连学术论文都可以作假的人，在工
作岗位上又如何能取信于人？因而，教育部专门
出台惩处论文作假的规定，对论文作假的学位申
请者，不但取消其申请资格，同时规定3年内禁授
学位，相较以前无据可依的处罚而言，既很适时，
也很必要。

表面看，3年禁授学位，处罚相当重，但和国
外相比，已是手下留情。比如说，德国波鸿大学
一名历史系女生的学士论文被发现是从互联网
下载的，结果不仅没有获得毕业证，而且还被禁
止进入德国其他高校学习历史；一名社会学系的
女生因为剽窃被撤销了学位，并处以高达1万欧
元的罚款，因为德国法律对高校有规定，对剽窃
事件最高可以收取5万欧元的罚款。

不过倘若这一处罚规定真能走向现实，中国
大学会否出现大部分人领不到学位证的尴尬？
说此话并非言过其实，眼下大学学位论文作假泛
滥成灾，曾有业界人士断言，“现在的大学本科学
生论文，全是糊弄”。这是否意味着这个意见稿
即便最终出台，也必将面临执行难的困惑。

话又说回来，意见稿的亮点还是有的，不但
对论文作假的学位申请者明确了处罚规定，还强
调指导教师的连带责任，严重者学校可解除聘任
合同。这种倒逼机制能否从源头上堵住论文作
假之风，不妨拭目以待。

更值得关注的是，意见稿还将追责的板子延
伸到了已经通过答辩的学位论文，一旦发现有作
假情形，论文评阅人重新评阅，学位论文答辩委
员会重新审查，送交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
员会重新审议。这必然带来另一个疑问：那些被
公众质疑的官员、教授论文作假，有没有必要重
新审议，直至取消其学位？“最年轻市长”周森锋
曾被质疑论文作假，最后却不了了之；某省国土
资源厅厅长被清华大学称为“论文博士”，这种不
亲自到校上课的博士学位里有多少水分可查？
既然意见稿说要追溯问责，就不必高抬贵手，而
应同在校生的论文作假一视同仁，让那些官员为
论文作假付出代价，不但撤销学位，还要让其丢
官辞职。 李 龙

权威部门对眼保健操
有害论莫失语

做眼保健操堪称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迄今青少
年仍被组织做眼保健操。现在突然传出“眼保健操
残害中国青少年49年了”的声音，不免让人错愕。
其实早在2007年，科普作家方舟子就表示，“世界
上只有中国在推行眼保健操，而中国学生的近视率
却排世界第二，小学生为28%、初中生为60%、高中
生为85%。在不做眼保健操的美国，近视率却只有
25%。”从5年前方舟子提出质疑，到如今眼保健操
被围攻、成为众矢之的，此时权威部门不应该继续
失语。

首先，应该用翔实的数据告诉公众，眼保健操
有没有作用、有多大作用？若有害的话，体现在哪
里？有些专业人士认为，如果要证明眼保健操有效
果，必须进行至少上千人的调查，一部分人做眼保
健操，另一部分人不做，等到 5~10 年后观察近视
率。不知道卫生部门、教育部门有没有搜集过这方
面的数据，或者进行过相关方面的调查。如果没
有，是不是现在就应该着手进行？

其次，国人的高近视率与眼保健操到底有何关
系？权威统计显示，我国近视人数已近4亿，居世
界第一。“小眼镜”越来越常见，近视眼越来越多，究
竟是什么原因，眼保健操是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把近视眼归咎为眼保健操合不合理？

现行的眼保健操是存续、调整还是废除，权
威部门要有个说法，应该用确凿的事实进行论
证，然后告知公众一个完整的真相。如何对眼睛
保健，如何减少近视眼，如何让心灵的窗户保持
明净，固然需要每个公民爱护自己的眼睛，也考
验着职能部门的应对能力，甚至需要全社会一起
来关注，光靠卫生或教育部门是无法有效降低国
人近视率的。

王石川

拍卖下午茶
展示生活中的经济学

对于这个“首次”，84 岁高龄的茅于轼解释
说，目的是通过拍卖筹集资金，此次下午茶拍卖所
得的善款，将全部用于学术研究。

中国经济学家拍卖下午茶与股神巴菲特拍卖
共进午餐类似。自2000年以来，股神巴菲特通过
拍卖午餐费的形式，为旧金山慈善机构葛莱德基
金会筹集善款。如果将“下午茶”与“午餐”作一比
较，会发现不少有趣的东西。二者的共同点是：由
于两人的拍卖都不是自利行为，而具有公共性目
的，因此，这种拍卖行为尽管目的性很强，但容易
为人理解和接受。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巴菲特午
餐”尽管饭菜价格不到100美元，但吃饭机会却被
炒到了300多万美元，与巴菲特共进一顿午餐，不
仅是慈善机会，也成了身价抬升的机会。最近几
年，中国竞拍者对“巴菲特午餐”表现积极，客观
讲，并非全是冲着慈善去的。从这一点说，初试牛
刀的茅于轼下午茶，更纯粹一些。

经济学家也好，股神也罢，能不能拍卖吃饭喝
茶的机会？理论上讲，只要符合市场自愿交换的
原则，就没有什么障碍。拍卖机会本身的存在，其
实验证了经济学既有价值，也可以有价格。这是
对市场法则最直接的演示。

作为显学，经济学在转型期的中国占有极其
显眼的地位，中国经济学家这一群体的社会瞩目
度也一直较高。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在中国是
一种公众人物式的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
的市场判断往往引发社会争议，茅于轼作为重要
经济学家也不例外。更有一些经济学家，因为具
有公司身份而遭受学术公正性的质疑。这些现象
的存在，实际上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提出
了更高要求。

从这个角度说，经济学家的拍卖没有障碍，但
需要有一些禁忌。经济学家通过拍卖，可以更近
距离地向受众宣传普及其经济理念，但不能利用
拍卖机会寻求不当得利。比如，巴菲特在拍卖午
餐中绝不推荐股票。此外，无论拍卖多么独特，本
质上属于一种交易行为，需要遵守有关交易规
范。 徐立凡

配建“100平方米公租房”也能中标？
据 报 道 ，7

月16日，北京市
国土局根据“限
地价、竞公租房”
的出让方式，对
大兴庞各庄地块
进行拍卖，结果
只有一家公司给
出了最高限价。
在竞公租房环
节，由于只有一
家有资格，该公
司只给出了配建
100平方米公租
房的报标。而北
京市规定的竞公
租房规定是：面
积从100平方米
起始，50平方米
为一个阶梯，配
建面积最多者成
为地块竞得者。

对于土地出让部门来说，
目的自然达到了，土地以最高
的限制价格拍卖出去，收获了
最大的利益，还不至于引起推
高房价的指责，而且拍买者多
少还承诺了建设公租房。只是
相对于土地地价4.8亿元，仅仅
承诺配建100平方米的公租房，
结果让人难以置信。当然，这
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原因
不在于土地竞买者，而是在于
有关部门在制度的设计上不尽
如人意。

“限地价、竞公租房”，对于
社会大众来说，至少要达到两
个目的才算成功。第一就是土
地价格不能节节升高，不然就
会推动整个土地市场的高涨和
商品房市场价格的火爆。第二
就是由于目前房价收入比、租
售比远超正常水平，广大的中
低收入家庭即使借重银行信贷
也买不起，很多人连首付都困

难，因此土地拍卖就要体现“公
租房优先”的策略。这也是《关
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
导意见》的要求。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次
大兴庞各庄地块的拍卖，第一
个条件表面上勉强达到标准，
而第二个条件则远没有达到。
目前一些地方在土地拍卖中，
虽然也提出了最高限价等要
求，但也存在土地拍卖与公租房
优先没有“同时达标”的问题。
因此，各地都应当在土地拍卖
中，尽力做到控制地价和兴建公
租房两个目的同时满足。

满足这两个要求，只需要
制订出“双限”措施就行了——
限制土地最高出让价格，限制
最低公租房配建面积比率。这
两个条件中，第二个条件与民
生联系得更紧密一些，所以应
当是首要标准。那么在拍卖
中，土地出让者可以按照容积

率和土地出让面积，规定最低
的公租房面积比率，参与竞拍
者，则视为默认这个要求，在出
价中价高者得；如果有多个竞
买者达到最高限价，那就再竞
标公租房面积，最终以谁的公
租房面积最大为最终得标者。

假设来说，这次北京大兴
庞各庄地块拍卖，如果土地出
让者规定，该地块公租房最低
要求是配建总面积的5%(具体
比率，可以根据地块位置和价
格等来确定)，土地价款谁出得
高就谁得，那这次土地出让价
格可能根本就达不到最高限
价。如果这样设计制度，那么
首先是公租房面积得到保证，
民生得到优先，其次是土地价
格被有效地控制，房地产市场
的调控更有力、有效。当然，这
样做，土地财政和相关部门的
利益需要让位于民生利益。

陈东海

教育部起草的《关于对学位论文作假行为
的暂行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16日起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学位申请者的学位
论文出现购买、他人代写或者抄袭、剽窃等作
假情形的，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已经获得学
位的，依法撤销其学位。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
者撤销学位的，从处理决定之日起3年内，各
学位授予单位不得再接受其学位申请。

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在成都亲自导演了
一幕“生活中的经济学”——拍卖下午茶。最
终6位从国内各地赶赴成都的竞拍者以25.9
万元的价格，获得与茅于轼夫妇面对面“品茶
论道”的机会。这是国内首次竞拍与经济学
家喝茶的机会。

“眼保健操不仅没用，反而会导致红眼
病？”7月16日，一条质疑眼保健操无用的微博
引爆网络，有网友感慨地说：“真是坑爹啊，白
花那么多工夫了。”也有网友认为，眼保健操肯
定有它的作用。眼保健操到底有没有效果？
专家们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专家表示，尽管
这条微博有点“偏激”，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
理。

官员年龄作假，不仅仅是诚信
问题。遏制年龄作假，并非缺少制
度规范。规定执行不严格，违法成
本低、收益高，这应该是官员造假
的主因。如果将规定严格执行，一
经查实“一票否决”，终生不得踏入
公职半步，又有多少官员敢去铤而
走险？ 漫画/朱慧卿

点评/张玉珂

天价烟本质上是关系烟
作为烟草中的“贵族”，天

价烟除了选用精制的烟叶，运
用精湛的工艺，加之以闪亮、大
气的包装烟盒之外，烟草公司
经常还会附送价值不菲的赠
品。林林总总的天价烟想必是
物有所值的，除了令周久耕等少
数时运不济的人倍感纠结之外，
这种烟总令人爱不释手，且能燃
烧出某种人生激情和快意的。

天价烟又是商品市场的一
大怪胎，从头到脚都被种种关
系紧紧缠绕。几乎可以武断地
说，一条天价烟，就是当下社会
扭曲关系学的重要物证。

天价烟卖的是荣耀。在我
国烟草专供体制之下，销售烟
草不仅需要专门的资质证明，
如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而且

由各地烟草专卖局统一供货管
理，对货品品种和数量都有严
格限定。由此一来，烟草经销
商又被人为划分为不同等级，

“销售越多，级别越高，能拿到
烟的数量和种类也越多”。只
有达到一定的级别，才够资格
染指传说中的天价烟。

经销商的级别够了，还得
看本事够不够，关系铁不铁。
够级别的经销商必须各显神
通，“里面要有人，或者直接从
厂家调货，一般人做不了”。
可见，这种商品经营的最大秘
诀不过是，拥有了过硬的关系，
于是就顺便拥有了巨额的利润
留成。

天价烟抽的是风光。一个
地球人都知道的中国“天价烟
定律”是：买的不抽，抽的不

买。然则如此天价，买者又何
以能够像壮士断腕一样勇敢出
手呢？业内人士称，天价烟就
像收藏品一样，除了本身的价
值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体面，价
格好估算，可以快速变现。换
言之，天价烟“就是变相的现
金、支票”。显而易见，买者就
是为了更方便送礼，更好地拉
拢关系而已。

天价烟作为特殊的商品，
除了市场走位颇为奇谲飘逸之
外，俨然还存在着一个鲜为人
知的内部官商交易通道，一些
品牌的天价烟，甚至压根就不
需要市场兜圈，而大多是从厂
家直接走后门内部消化或者供
给烟草专卖局了。那些掩人耳
目无品牌标示的白盒烟大抵就
属此类。 采桑子

天价烟一
直是一个争议
不断，足以惹
人羡慕嫉妒恨
的特殊商品。
在当下这个历
史阶段，天价
烟更是披上了
某种神秘的面
纱。近日，相
关记者深入市
场采访，掀开
了神秘的“天
价烟”之冰山
一角。(7月17
日《中国经济
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