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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读者来论”互动专区
欢迎读者赐稿。

投稿邮箱：
963880825@qq.com

（本版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

本报时评 八面来风

大家@说

在 4 月 15 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前夕，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制定的《公
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实施。此举旨在维护国家安全构筑人民防线
和社会堤坝，意在激励每位公民当好守护国家安全的“朝阳群众”。 新华社发

无论是技术扶贫、产业扶贫还是教育扶贫，其最重要的一点即是
增强“造血”功能，提升脱贫增收的内生动力，这对于贫困户乃至周
边区域的长远发展尤为重要

扶贫重在增强“造血”功能
□ 三亚日报 张雪锋

环保管控
要防止“逆向淘汰”

人民防线

“试药数据造假”可判极刑罪有应得
背景：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并原则通过司法解释，首次将临床数据造假骗取药品批

文纳入刑事处罚，最高可判处死刑。

“10岁当公安”是典型的链条式腐败
□ 朱昌俊

莫让“打赏”打了脸

华商报发表晏扬的观点：靠造假骗取
批文生产出来的药品，甚至比假药的危害
性更大。因为，那些有正规批文、披着合
法外衣的“真的假药”，具有更大的迷惑性
和欺骗性。此前，药物临床数据造假处罚
力度严重偏软，以往依据《药品管理法》及
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处罚措施包括警
告、责令改正、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拉入
黑名单等，均限于行政处罚，且处罚对象

以机构为主，对个人的处罚力度更加有
限。此次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的
司法解释，“对于药品注册申请人弄虚作
假，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
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的，可以按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
而根据《刑法》，生产、销售假药罪最高可
判处死刑。药物临床数据造假不仅应与
卖假药同罪，而且在量刑时还可视情节从

重处罚，以此震慑犯罪，让任何机构或个
人都不敢铤而走险。

人民网蒋萌随想：新药临床数据“不
靠谱”的泛滥可从下述数字窥见——据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数据，截至
2016 年 1 月 21 日 ，因 临 床 试 验 数 据 不 真
实、不完整等问题，国家食药监总局不予
批准的、药企自查申请撤回的药品注册申

请高达 1184 个。事实上，此类数据造假已
形成“产业链”，药厂、中介、医院联手“虚
拟”数据，一旦图谋得逞，它们都能从中获
利（甚至是暴利），坑害的是患者，蚕食的
是救命钱与医保资金。试药环节连环造
假，可能导致“谋财害命”，甚至危害公共
安全。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临床
数据造假骗取药品批文，可按生产、销售
假药罪定罪处罚。人命关天，在试药数据
上欺诈，必须零容忍。置药品疗效与副作
用、人体健康于不顾的无耻败类，被处以
重刑乃至极刑，罪有应得。

一个没摸过
电脑、不了解电
商的贫困户，用
不 到 2 个 月 时
间，不仅做起了

电商精准扶贫运营中心的客服，还开了自
己的微店，收入稳定的同时，还帮助其他
贫困户卖农产品增收。

2 月底，王仁锦正式到白沙电商精准扶
贫运营中心报到。运营中心培训用心，王
仁锦学习也努力，为了尽快上手工作，他常
常加班加点，用不到 2 个月时间，便成了熟

练的客服专员。在主动服务顾客之余，他
还经营起了自己的农产品微店，并教授其
他贫困户运营微店。白沙电商精准扶贫运
营中心主要通过一对一教授贫困户建设微
店，或通过微店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最
终形成产业规模，实现农民增收。目前，像
王仁锦一样做微店的贫困户在白沙已有 60
多户。（4 月 15 日《海南日报》）

从“电脑盲”到电商客服，不仅增加了
自己的收入，还能帮助其他贫困户，这样
的场景是人们所乐见的。如果人们推测
这一场景的后续状况，脱贫显然是不成问

题的。但是，脱贫之后的巩固提升同样非
常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相对于脱贫
而言，巩固提升不仅防止贫困户脱贫后又
返贫，而且能解决更长远的问题。分析这
一事例，可以看到电商这一途径，这位原
本没摸过电脑的贫困户学到了电脑技能、
找到了就业岗位、开起了微店。在这一过
程中，其不仅增加的是经济上的收入，而
且掌握了一定的市场需要的知识技能，并
有可能在农产品销售方面发展产业。简
言之，这样的路径不仅提高了当前的收
入，更能解决长远的生计问题。

无论是技术扶贫、产业扶贫还是教育
扶贫，其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增强“造血”功
能，提升脱贫增收的内生动力。这对于贫
困户乃至周边区域的长远发展尤为重要，
因为从媒体报道中已看到了这位贫困户
还帮助其他贫困户卖农产品增收，且在很
短的时间内积极影响已开始显现。在扶
贫过程中，这样的事例具有较好的借鉴意
义。结合贫困户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近
期和远期目标，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让贫
困户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和技能，使其在
更长的时期内在生产生活中具备更强的
抗风险能力，能在就业或产业竞争中有更
强的竞争力。在此基础上，通过成功个例
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从而使一项或几项扶
贫措施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如此有助于一
定的区域能实现整体增收，加快一个村或
一个片区的致富步伐，并使适合当地的产
业更有机会发展壮大。

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既是
政治任务、民心工程，也是促进企业
转型升级、实现清洁生产的助推器。
某省级工业主管部门日前调研发现，
一些地方执行环保管控措施，不论企
业 是 否 环 保 达 标 ，一 律 实 行 错 峰 停
产 ，有 的 达 标 企 业 因 此 被 关 停 4 个
月。

针对这种现象，业内专家认为，
环保管控要精准施策，营造良好的管
控导向。

以产业划线、以区域设界，实行
环保管控“一刀切”，是最简单、最省
事的办法，对于缓解突发雾霾天气也
很见效；但对于推进环保与经济协同
发展来说，对于开展一场治理大气污
染的持久战和攻坚战而言，其措施还
需要进一步完善。

好的环保管控措施，是企业转型
升级的风向标。要通过严格执行国
家环保标准，引导推动企业淘汰落后
工艺和产能，实现清洁生产、达标排
放 。 对 环 保 达 标 企 业 ，给 予 大 力 支
持，促其健康发展，抢占市场先机；对
环保不达标企业，要坚决予以整治，
促其改造升级，否则予以关停。如果
不加区别地执行同等管控措施，则难
以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

不少地方提出“一年确保一半以
上优良天气的奋斗目标”，自然是件
好事。但是，不改变高能耗、高污染
的企业生产方式，没有区域的协同治
理，没有严厉的督查问责，要实现大
气质量的根本好转，恐怕也是一种奢
望。

治理大气污染人人有责，公众要
参与，企业要担当，政府管理部门的
责任更加重大，不仅要有中期目标和
短期目标，而且要有奖优罚劣的具体
措施，防止出现“失责者宽，尽责者
严”的逆向淘汰。

（新华社 顾立林）

4 月 12 日，河南省公安厅在河南公
安信息网上发布《河南省公安厅关于邱
海山等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情况通
报》称，该省鹿邑县公安局原党委委员、
政治处主任邱海山伙同民警刘萍、鹿邑
县人社局公务员管理股原股长张季梅等
人，在办理毕业生分配、干部调动、公务
员登记和入警申报过程中徇私舞弊、滥
用职权、贪污、受贿。其中，邱海山为女
儿篡改档案年龄，最终实现其“7 岁上警
校、10 岁当公安、长期领工资”的目的。

萝卜招聘、吃空饷的新闻，过去并不
鲜见。这则通报中，作为公安局领导的
邱海山为女儿篡改档案年龄，最终实现
其“7 岁上警校、10 岁当公安、长期领工
资”，创下了最低年龄纪录。不过，这一
新闻标签元素，远非这起违纪违法问题
通报中最严重的地方。

根据通报，相关人员的违纪违法表
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档案造假；篡
改户口；相互行贿；相互勾结。而“10 岁
当公安”，不过是突显档案造假严重性的
一个案例而已。比如，还有人凭借一整
套假档案、假手续，从一名正在读书的中
学生变身为一名国家干部。

通报还称，邱海山等人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的案件中，有关档案造假人员几
乎全部涉及违规篡改户口问题。可见，
在这些人手上，本该极其严肃的档案和
户 口 信 息 ，成 了 可 以 随 意 玩 弄 的 橡 皮
泥。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系统性的造假，
是建立在一整套相互勾结的共同利益体
之上的。比如，该局 130 多名民警长期
不上班、吃空饷，个别民警在企业任职、
领取报酬。邱海山等人造假的过程，不
仅包含公安机关系统内部的入警申报、
审批环节，而且还涉及人事 、组织、财
政、编办等部门的干部调动、学生分配、
公务员登记备案、人员入编、财政工资
审批发放等诸多环节，形成了多部门、
多系统、链条式的造假行为。牵涉面之
广，利益勾连之深，令人咋舌。

面对这种违法违纪行为，最该反思
的是：为何如此多的部门屏障与本应该
有的内部制衡，都能一一被突破，令违
法违纪犹如进入“无人之境”，一路畅通
无阻？

按照常理，公务员招聘早就实现了
逢进必考，为何在鹿邑县公安局通过造

假就可以把中学生变成国家干部？抛却
内部的监督制衡不说，一个市的公安局
违规进人也好，长期吃空饷也罢，都牵
涉诸多部门的配合，如果任何一个部门
能够坚守职责，都不会产生如此荒唐的
造假行为。恐怕此事要追问的，不仅仅
是某个部门的内部权力生态。

链条式腐败的牵涉面有多广，权力
监督制衡的失效就有多严重。以鹿邑县
公安局为中心的这一链条式腐败，在一
定程度上全景式展示了当权力缺乏应有
的 监 督 ，其 所 能 带 来 的 腐 败 的 严 重 程
度。中组部从 2014 年 10 月开始，曾在全
国分三批部署开展了干部人事档案专项
审核工作。然而，此案却一直等到 2016
年 4 月至 8 月，河南省委巡视组巡视期
间才得以揭开盖子。虽然目前涉案的人
员已被处理，但如此严重的腐败长期存
在却未被查处，是否有刻意的袒护和隐
瞒？还有哪些相关部门应被追究责任？

要想彻底清除这种“多部门、多系
统、链条式”的腐败，除了追责，更离不
开监督体系的再造与地方权力生态的重
塑。

“辅助上热门”“特价代刷播放
量”“1 元 8000 人气”……打开淘宝搜
索“直播粉丝”“直播礼物”，搜索结果
中不乏各种价位和直播平台的代刷
商品。网络直播间中的观众数可以
造假，连礼物打赏也有“左口袋进右
口 袋 ”的 把 戏 。（4 月 13 日《人 民 日
报》）

基于互联网产生的直播经济，说
白了是一种“刷脸经济”。应当说，靠

“刷脸”和“拼颜值”获得收益无可厚
非。然而，当观众数造假，礼物打赏
玩起“左口袋进右口袋”的把戏时，不
知有多少人被蒙在虚假繁荣的网络
直播里。对于一些人来说，虚假打赏
无异于一种“打脸”。

首先打了一些粉丝的脸。自从
出现网络打赏，有不少粉丝属于凑热
闹，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跟风”打
赏。“别人都打赏了，我也不例外”跟
风打赏者的心理其实并不难揣摩。
关键是，“跟风”打赏极易落入某些直
播平台或主播设下的“圈套”，这让一
些打赏的“托”有了用武之地。假设
若被“托”引诱着打赏的话，粉丝们岂
不是被骗了感情和钱财？而这恰恰
打了这些粉丝们的脸。是“真粉”，还
是“假粉”，一旦获悉自己被骗，恐怕
自己心里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再 就 是 直 播 平 台 打 了 自 己 的
脸。网络直播间中的观众数造假，礼
物打赏“左口袋进右口袋”，如此做法
给人的最大感受就是自欺欺人。而
且，虚假的打赏还掩盖了直播质量不
高、抓不住观众眼球和观众心理的真
问题，从长远看，无异于一种“自毁长
城”的做法。因为，真的假不了，假的
真不了，纸最终包不住火，虚假打赏
早晚有“露馅”的时候。而一旦“露
馅”，将会对直播平台造成更大创伤，
甚至毁灭性打击。

其实，对于一些网络主播和网络
直播平台来说，是知晓虚假打赏其中
危害的。之所以明知故犯，一方面在
于他们短时间内想不出解决问题、缓
解压力的正确办法，另一方面就在于
某些网络主播、网络平台太急功近
利。说一千，道一万，这些都是网络
直播经济秩序不健全、监督监管不完
善这一背景下反映出来的表象。所
以，要避免网络直播打赏成“打脸”，
就必须尽快健全完善网络直播经济
秩序，依靠科学有效的监督监管和完
善的法则实现网络主播、网络直播平
台、粉丝的多方共赢。

（《北京晨报》桑胜高）

近日，某媒体援引浙江杭州一名网
友的爆料称，其女儿在余杭一所小学读
二年级，最近老师把学生分三种——

“精英组、平民组、麻将组”。其中，“平
民组”又分好几个等级，而“麻将组”则
聚集了被认为学习不好的学生。

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类似的事情
在教育界被诟病过多次。教育需要爱
和责任，不能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歧
视，同样的道理说过多遍，但这样的现
象在一些地方还是屡禁不止。不是道
理没讲清楚，而是旧的观念仍根深蒂固
——眼里只有分数，把学生当成应试的
机器，不顾及其感受。一味要求学生听
话，罔顾学生的个性和尊严，骨子里怎
能不作出冰冷的等级划分？

早在 2000 多年前，孔子就提倡“有
教无类”“因材施教”。这是因为孩子的
智力发育有早有迟、天赋各有不同，单
凭主观臆断或是一纸试卷就将学生分
成好生和差生并不科学。对学习好的
学生给予特殊照顾，对“差生”则冷眼看
待，教育岂能如此市侩？至于少数老师
当众体罚、羞辱不喜欢的学生，更是一
种残酷的伤害。

以往，人们对校园歧视每每义愤填
膺，但也止于口头上的敲打、舆论上的
谴责，这虽有一定作用，但力度不够，很
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际上，不歧
视、不嘲讽、不羞辱学生既是起码的师
德，也是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教师在教育教
学中应当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
体差异，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充分发
展。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
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
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严
格意义上讲，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之类
的歧视行为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对类似行为教育主管部门应灵敏
反应、及时介入。对造成一定法律后果
的歧视行为，更应依法追责，不能总是

“民不举，官不究”或“下不为例”。每个
孩子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面对
歧视，学生和家长不妨理直气壮地说

“不”，有关部门也应依法介入调查处
理，这本身也是一个普法的过程。这将
促进教育机构和教师增强法律意识，认
识到校园歧视的危害性，心有所戒、行
有所止。

“只有不用心的老师，没有教不好
的学生。”主张依法追究校园歧视，并不
是不尊师重教，相反，它恰恰是一种对
好老师的热切期许，一种对教育规律的
应有尊重。世界上原本就没有绝对的

“差生”，小时候反应奇慢的爱迪生、四
岁才会说话的爱因斯坦、“资质平庸”的
达尔文、因成绩太差被退学的托尔斯泰
……众多的案例反复告诫我们，老师的
字典里不应该有“差生”，每个学生都应
得到平等的尊重和爱。

对校园歧视
不能光谴责
□ 李思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