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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评价不能总在“论文圈”里打转
    日前，澎湃新闻报道
多篇妇科论文及文献出现
“男性病例”一事，引起
了广泛关注，部分涉事医
院和杂志社就学术不端一
事发布声明。然而除了此
前报道的“离谱论文”，
记者在中国知网搜索，再
次发现有二十余篇妇科论
文或文献出现男性病例，
还有前列腺相关论文出现
女性病例。（5 月 7 日 澎
湃新闻）
    此次被曝光的论文
中，既有将子宫肌瘤患者
性别比例错写成“男性占
多数”、在前列腺炎研究
中混入女性病例的荒谬错
误，也有同一论文中出现
实验组重复、对照组缺失
等学术硬伤。这些论文竟
能通过国家级期刊的审

核，根源在于期刊审稿机
制的失效。据报道，《中
国医药指南》每年刊发文
献量高达 8000 余篇，远
超合理审稿能力，编辑
流程沦为“收钱发稿”的
形式。与此同时，代发论
文的灰色产业链俨然已形
成规模化运作，中介明码
标价“全包”服务，期刊
收取高额版面费，一篇论
文从撰写到发表仅需数千
元，甚至可以加钱加急刊
发。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医
疗职称评审的“唯论文”
导向。医护人员晋升需以
论文数量作为硬指标，
但基层工作者临床任务繁
重，既无时间也无资源开
展研究，只能诉诸“论文
工厂”。多数医院将论文

作为晋升核心标准。这种
“一刀切”的评价模式，
不仅催生学术造假，更导
致医疗资源错配——擅长
临床的医生疲于应付论
文，而真正需要科研的岗
位却难获支持。
　　破除“水论文”乱象，
首先需扭转“唯论文”的
评价惯性。对于临床医护
人员，应建立以岗位贡献
为核心的考核标准，可将
手术成功率、患者满意度
及疑难病例处理能力等纳
入评审体系，允许以技术
创新、专利成果或典型病
例报告替代论文。此外，
还需细化分类评价机制：
科研岗保留论文要求，而
临床岗侧重实践能力，避
免“一刀切”。
　　同时，严打灰产链与

重构评价体系。短期来看，
要加大打击论文代发灰色
产业链的力度，同时完善
学术数据库的论文真实性
核查技术，如通过病例数
据溯源、作者背景交叉验
证等手段识别造假。长期
而言，则需推动医院管理
体制改革，赋予科室更多
评审自主权，由同行专家
而非行政人员主导人才评
价，确保评审贴近临床实
际。
　　此外，还需强化期刊
监管与学术共同体的责
任。期刊应严格实行“三
审三校”制度，对审稿不
力的“水刊”予以取缔；
学术机构也可建立“预警
名单”，将问题期刊论文
排除在职称评审认可范围
外。更重要的是，医疗行

业需重塑价值观，将“以
患者为中心”的职业精神
置于首位。通过加强医德
考评、建立诚信档案，引
导医护人员回归治病救人
的本质使命，而非沉迷于
论文数量的功利追逐。
　　当一篇篇“水论文”
在荒唐中狂欢，损害的不
仅是学术尊严，更是患者
对医疗体系的信任。破除
“唯论文”桎梏，不是否
定科研价值，而是让评价
标准回归医疗本质——能
治病的好医生，未必是写
论文的高手。唯有如此，
才能让医护人员从“造数
据”的泥潭中解脱，真正
投身于提升医疗质量的实
践中。

■吴梓艺

酒店毁约涨价：莫让“契约精神”在假日经济中沦陷
    “临近假期把房间给
我取消了，还不允许我提
赔偿”“现在要求退房不
是为难人吗”“提前很久
订的酒店，突然涨价要我
补 3 倍差价，不然就要求
我退订”……刚刚过去的
五一假期，人们走出家门，
观美景、吃美食，玩得不
亦乐乎。但也有多名消费
者向记者反映，此前通过
平台预订的酒店、民宿被
商家以“停业装修”“系
统错误”“业务调整”等
理由单方面取消订单，随
后同一房源在其他平台以
数倍高价重新上架。（5
月 8 日 《法治日报》）
    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
借口背后，实则是消费
者权益被无情践踏。商家

将节假日视为牟取暴利的
“黄金期”，先用低价吸
引客源，待市场需求旺盛
时，即便支付违约金也要
毁约涨价。在“违约—赔
偿—再涨价”的利益链条
中，凸显出违法成本与暴
利收益的严重失衡，商家
的逐利行为毫无底线，公
然挑战市场秩序。
    “契约危机”带来的
负面影响极为广泛。对城
市而言，频繁出现的毁约
事件正在快速消耗城市的
旅游口碑，游客因糟糕的
体验而对城市产生负面印
象，未来可能不再选择此
地旅游，这无疑是对城市
旅游形象的巨大伤害。对
整个住宿行业来说，短期
的暴利行为正在破坏行业

的长期生态。当“诚信经
营”成为稀缺品质，消费
者对住宿市场的信任度会
大幅下降，进而导致“劣
币驱逐良币” 的恶性循
环，正规经营的商家反而
难以在市场中立足，行业
发展陷入困境。
    造成这种乱象的深层
次原因在于监管的落实困
难。现行法规对于“恶意
毁约”缺乏明确、具体的
量化界定，这使得部分商
家有机可乘，通过虚构理
由逃避处罚。而消费者在
面对毁约时，往往因诉讼
成本高、举证难度大等问
题，不得不选择忍气吞声，
这进一步助长了商家的不
良风气。
    遏制酒店、民宿毁约

涨价乱象，需要多方协
同努力。如建立“节假日
价格异动预警系统”，实
时监控市场价格波动；推
出“订房毁约黑名单”，
对涉事商家进行限制和惩
戒；试点“价格承诺制”，
加大对违约行为的惩处力
度，提高商家的违约成本。
平台方应切实履行责任，
加强对商家的审核与监
管，完善交易规则，对违
规商家进行严厉处罚。同
时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的
维权渠道。商家自身要树
立正确的经营理念，认识
到诚信才是立足市场的根
本，自觉遵守契约精神，
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消
费者也应增强维权意识，
遭遇毁约时，及时保留订

单截图、沟通记录等证据，
通过 12315 平台、消保委
或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当“契约精神”在假
日经济中沦为可交易的筹
码，受损的不仅是消费者
权益，更是城市旅游口碑
的长期价值。治理酒店毁
约涨价乱象，需要法律的
刚性约束、平台的主动作
为、商家的自律觉醒，更
需要全社会对公平交易的
共同坚守。唯有让失信者
付出代价，让守信者得到
激励，才能让旅游市场回
归健康有序，让消费者的
“诗和远方”不再被毁约
涨价的阴影笼罩。

■程星星

“辞职尽孝”遭非议，守护孝心不应被道德绑架
    因母亲患“额颞叶痴
呆”智力退化至 2 岁多，
32 岁的男子辞职照顾母
亲四年。近日，网友质疑
其使用母亲的退休金，有
啃老的嫌疑。张植回应，
没用过妈妈的退休金，在
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做自媒
体，有了些收入缓解了压
力。（5 月 7 日 海报新闻）
    32 岁的男子本应在
事业的上升时期，母亲患
病没有选择请护工照顾，
而是辞职亲自照顾母亲，
此本是中国“孝道”的优
秀典范，却被网友进行恶
意揣测。首先，当事人回
应没有使用母亲的退休

金；其次，关于其母亲退
休金的使用是他母亲的决
定，男子已无收入来源，
与母亲共同使用退休金维
系生活也属于合理范畴，
与“啃老”的定义完全不
同。网友不应妄自下定义，
对一份赤诚的“孝心”进
行道德绑架。
    “孝悌也者，其为仁
之本与。”从张植抖音
中可以看到他与母亲的日
常，全职照顾母亲的生活
并不简单。老人们晚年需
要的不是躺在高级的养老
院床位上，将他们变成养
老院的一个编号，而是需
要家里人的陪伴，尤其像

一些患病的老人更需要发
病时的即时安抚以及情绪
失控时的耐心疏导。在护
工市场明码标价的今天，
悉心陪伴和照顾恰恰是最
昂贵的孝道成本。当网友
们用“2000 元退休金”
质疑与丈量亲情时，已然
将真诚的人性进行物化。
    而张植的选择，实则
也暴露现今社会养老的困
境。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
超 4000 万，专业护工费
用昂贵，远超多数家庭承
受能力。当“雇不起护工、
托不了机构”成为现实困
境，辞职尽孝便成为是“没
有选择的选择”。但生活

需要继续，张植恰好乘上
了自媒体的“顺风车”，
有了一定收入，如果子女
们为照顾父母而辞职，家
庭没了经济支持，生活只
会更困难。社会长期忽视
养老公共服务的缺位，会
让更多的个体陷于自我成
长与家庭的矛盾。
    因此，社会应更多关
注如何破解养老的困局，
而不是进行道德批判。一
方面，相关部门应加快
构建“家庭支持型”养老
政策体系，如扩大长期护
理保险试点，将家庭照护
纳入保险支付；推行全国
性“照护假”立法，给予

子女带薪护理时间并由社
保补贴薪资。另一方面，
需完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
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
供上门护理、康复指导等
专业支持，减轻家庭照护
负担。同时，社会可以进
一步探索互助养老、家庭
照护者职业培训等创新模
式，让照顾老人从“个体
孤军奋战”变为“社会协
同支持”。
    孝文化的现代性重
构，不应是对个体选择的
道德绑架，而应是对“老
有所养”的制度承诺。

■郑乐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