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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本
当下，短视频平台已成为

大家消遣消费的一个重要途
径。然而，一些“神医”盯上了
这个市场并开始疯狂表演。
据新华社报道，这些“神医”并
不是医生，更不是来自医学世
家，不过是一些“群演”在按剧
本演戏而已。“神医”是幌子，
卖假药赚钱才是目的。一些
消费者不但钱财被骗，疾病治
疗也被耽误。“神医”公然行
骗，监管部门必须依法严惩。

在监管部门的打击下，近
些年，部分“神医”从电视台的
养生类节目中消失，但又开始

“转战”视频网络平台，继续招
摇撞骗。“神医”将短视频平台
当成新江湖，社会危害性随之
大增。短视频打破了地域、受
众、播出时间等局限，传播面
更广。与电视上的传统做法
相比，“神医”在短视频上表演
更有欺骗性和传播力，假药也
卖得更多、更远。

另一方面，短视频里“神

医”给监管带来了更大难度。
虽然电视上的“神医”也使用
假名，但执法不难找到责任主
体。而网络具有隐匿性，“神
医”化名出镜，核实身份比较
困难，短视频可随时删除，“神
医”也会销声匿迹。网络还具
有跨区域的特点，说不定短视
频在甲地制作、在乙地发现，
推销丙地的假药、上当的却是
丁地的网民，不仅不同地方很
难协调执法，而且执法成本
大增。

新现象处于萌芽状态，治
理相对容易，一旦形成气候甚
至成为顽疾，治理就会事倍功
半。因此，对于短视频平台上
出现的“神医”现象，越早整治
越好，且早期打击务必力度加
大，用足够强大的震慑力，让
后来者不敢效仿。视频平台
对于视频内容具有监督审核
责任，监督审核不力则要连带
承担后果。平台也应认真履
职，与监管部门一起，堵死“神
医”行骗的这个新渠道。

莫让视频平台成为“神医”的新江湖

绘画 陶小莫 配诗 郝玲

“限时0元，干货满满，马上报名，告别死工资，实现财务
自由。”“超火爆理财项目，轻松日赚3000元。”记者近日采访
发现，类似这样的广告宣传语，在网络和短视频平台中屡见不
鲜。记者了解到，不少消费者因轻信商家的宣传踏入理财课
陷阱，不仅没有学到理财知识和技能，反而蒙受经济损失。

据3月3日《工人日报》

报名理财零费用，
赚钱不成掉陷阱。
消费维权陷困境，
规范市场除诟病。

让孩子睡个好觉
咋就这么难？

□ 杨三喜
超八成中小学生睡眠时长未

达标，看到这条消息还是让人吃
了一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
报告(2019-2020)》日前在北京发
布，通过考察青少年的抑郁和睡
眠状况在十余年间的演变趋势，
得出了“睡眠不足现象日趋严重”
的结论。

尽管从教育部到各地都对作
业布置提了很多要求，严控时长
和总量，但在现实中，超标仍然常
态。而且即便学校作业布置少
了，还有线上线下辅导班的作业
等着中小学生。放学后作业过
多，导致很晚才能睡觉，是造成学
生睡眠不足最重要的原因。

而且，从睡眠演变趋势来看，
学业压力显然也是影响睡眠质量
的重要因素。报告显示，上学日
睡眠时长随年级升高而呈现下降
的趋势，周末补觉的现象呈现学
段分化，小学和初中阶段在上学
日平均睡眠时长减少约40分钟，
而到了初三及高中阶段，下滑更
为严重，减少40.2至51.3分钟。

当然，影响睡眠质量的不会
只有有形的作业，还有无形的考
试升学压力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包括手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
缺少体育锻炼等。再如，家庭生
活环境、父母之间的关系，也会直
接影响孩子的睡眠时间。

近年来，为保障学生睡眠，有
不少地区和学校进行了很多探
索。包括规定上下学时间，比如，
初一、初二年级学生到校时间不
得早于7：45，一、二年级小学生还
可以延迟到8：30等。但效果并不
明显，根本原因就在于睡眠管理
是一个系统问题。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上，教育部长陈宝生就要求
抓好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机、
读物、体质管理。这五个管理，看
似互相独立，实际上相互关联、相
互影响。

做好作业管理，严控作业时
长和总量，减少学生进行重复、低
效的机械训练负担；做好手机管
理，引导中小学生合理、有节制地
使用电子设备，才能为睡眠、体育
锻炼等腾出时间和空间。而作
业、手机乃至于体质管理的成效
如何，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
睡眠时间以及睡眠质量。另一方
面，睡眠管理的成效又取决于其
他几项管理的成效。

如何保证小学生10小时、初
中生9小时的睡眠时间，学校和家
庭都肩负着重要责任。而做好作
业管理、睡眠管理乃至于体质管
理背后，还涉及一个观念的问题，
那就是有没有把学生的健康成长
放到第一位。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学校要
摒弃成绩第一、升学率第一的教
育质量观，家长要摒弃强迫孩子
成龙成凤的教育理念。只有这
样，方能正本清源，在睡眠管理上
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劲往一处
使。否则，很容易陷入“校内减
负、校外增负”，按下葫芦浮起瓢
的困境。

□ 王钟的
在清华大学近日召开的

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校长邱勇
表示，“学生申请学位答辩不
数论文，教师参与提交学术评
价申请不数论文。”大学不能
把学术权力交给期刊的编辑
和审稿人。2020年，清华没有
一位同学因为发表SCI论文数
不够不能参加答辩。

众所周知，不少高校针对
研究生申请学位设有论文发表
数量的规定，有的高校还要求学
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数论文”的要求，不仅给研究生
增加了额外压力，客观上还助长
了某些学术不良风气；学生以发
表论文为导向开展科研，忽视了
系统科学的学术训练；论文“挂
名”现象的存在，导致无法衡量
作者在科研创新中真正作出的
贡献。

尽管存在种种弊端，但一些

高校维持着规则的惯性，把论文
发表情况视为检验学生学术能力
的主要标准。清华大学提出申请
学位不数论文，并明确写入学校
有关规定中，体现了一所高校实
事求是进行学术评价的决心。

学生申请学位答辩不数
论文，并不意味着降低对学生
学术水平的要求。此前，清华
已明确将学位论文及攻读学
位期间的创新成果作为学位
审议的主要依据。对于创新
成果而言，除了在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以外，不同学科、不同
专业有着丰富多样的体现，包
括学术会议论文、专著、专利、
作品、研究报告等多种形式。
清华大学还强调，学位论文是
进行学位评定的主要依据。

作为培养机构，大学理应
具备独立考察学生学术水平
的能力。以论文发表量作为
学生毕业申请学位的“硬杠

杠”，实质上是把评价权交给
了外部平台。尽管高校的综
合实力和教育教学资源存在
差距，但确保对学生的科学培
养，理应成为对高校一致的要
求。把学术权力交给期刊的
编辑和审稿人，实质上也是一
种责任的逃避。

当然，为确保研究生培养质
量，“不数论文”后，对大学提出
的要求反而增加了。例如，以学
位论文作为学位评定的主要依
据，要求高校加强对学位论文的
评阅和审核。高校只有严把学
位论文这一关，才能准确衡量学
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对于那种
缺乏创新观点和思路，撰写不规
范、不严谨，甚至存在剽窃等学
术失范问题的论文，高校必须毫
不犹豫地不予通过。

事实上，对于研究生培养
机构来说，应当把对学生的严
格要求前置。那种只看结果不

重过程的培养观念，并不符合
加强研究生教育的要求。导师
要积极尽到责任，在研究生明
确科研兴趣方向、学位论文选
题确认的环节就积极指导，而
不是前期撒手不管，出现问题
后又忙着给学生“兜底”。只有
把严抓教育落实到每一个环
节，才能培养出学术水平高、创
新能力强的研究生，为社会输
出高水平的人才。

清华大学校长在讲话中
表现的底气，让人们看到了一
所知名院校坚定改革、严抓管
理的决心。高等院校的声誉，
建立在这种对人才培养一丝
不苟的态度上，也建立在严抓
教学、落实责任的恒心上。对
于国内很多大学来说，应当力
破“五唯”，不“数论文”，以对
学生的严格培养作为育人的
基础，以对科研创新的扎实检
验作为学术自信的源泉。

在监管部门的打击下，近些年，部分“神医”从电视台的养生类节目中消失，但又开始“转战”视频网络
平台。对于短视频平台上出现的“神医”现象，越早整治越好，且早期打击务必力度加大，用足够强大的震
慑力，让后来者不敢效仿。

“学术评价不数论文”，清华底气何在？

把学术权力交给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实质上也是一种责任的逃避。对于研究生培养机构来说，应当把对
学生的严格要求前置。那种只看结果不重过程的培养观念，并不符合加强研究生教育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