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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立场

“现在不仅是拼爹拼妈，还要

拼导师、拼学校。发两篇 C 刊论

文都快把博士生和导师逼疯了。”

前段时间，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

军在公开场合建议，取消博士生

毕业必须发表两篇C刊论文的硬

性要求。这番话惹得争议四起，

不过，对很多文科博士生来说，C

刊确实成了毕业的一道槛。（2017

年12月28日《科技日报》）

所谓C刊，是指进入“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目录的

刊物，这是学术圈内约定俗成的

说法。通常认为，C刊大概有750

种左右，即便加上扩展版与集刊，

也不过 1000 种。照常理推断，如

果所有博士研究生都要发表所谓

的C刊，按现有期刊数量再增加5

倍也不够。更何况，除博士研究

生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也都

有论文发表要求，供需严重失衡。

C刊成为香饽饽，乃至成为学

术评价的风向标，是因为目前的

学术评价体系存在把评价标准简

化和量化的倾向。能否在权威学

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能否被这些

权威文献检索库收录，几被等同

于评价某个人学术水平高低的砝

码。这种“一刀切”的评价容易操

作，看上去也相对公平。

因此，无论是博士研究生，还

是青年学者，抑或资深教授，都围

绕着如何在这些权威学术刊物上

发表文章打转。一些人甚至不愿

意从事基础性，不容易出成果、出

文章的研究。他们不愿静下心来

做学问，短平快的研究风靡业界，

学术氛围因而变得越来越浮躁。

至于动辄万元的版面费，更是成

为供需失衡下发论文的一种潜规

则，让人徒叹奈何。

“为什么我们学校里总是培

养不出大师级的杰出人才？”著名

的钱学森之问，一直横亘在国人

心头。就以硬性要求发表C刊论

文而言，这种不符合人才培养规

律的要求大行其道，必然导致研

究生的急功近利及疲于应对，又

怎能期望从他们中培养出大师级

人才？事实上，任何学术评价都

应该多管齐下，而不能只采用一

种标准，甚至用它来代替一切。

学术失范不是一种孤立的社

会现象，与我国传统体制内学术

成果评估上的重量不重质、用人

制度上的急功近利以及规范缺失

有很大关系。破除学术评价单一

僵化的弊病，不仅难在冲决那些

陋习，更难在“去论文崇拜化”之

后，如何建立起多样化的人才评

价体系，构建科学的人才评价新

机制。

唯此，方能引导激励学人养

成优良学风，一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

言，“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

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

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

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

C刊“逼疯”博士生，该不该

□本报记者 蒋亦丰

浙西地区“顶配”的校园，新

学期收费只有周边民办学校的三

分之二，每月学生伙食费学校还

要倒贴近万元。这笔账似乎怎么

算都不划算，但出资人毛英俊不

这么想。

44岁的毛英俊，平日里一身

休闲装，简单的行头让人看不出他

是江山市一名新锐企业家。因为

出生在教师家庭，从小在校园长

大，所以他对学校、对教育有着特

殊的感情。毛英俊到现在还记得

母亲对他说过的那句话：“教师是

天底下最神圣的职业。”

一年多前，毛英俊找到退休的

衢州第二中学原校长徐建平，提出

了一个酝酿许久的想法：办一所学

校。徐建平直言不讳地对他说：

“民办教育促进法规范了民办学校

办学，现在你如果办非营利性学

校，那是一笔不挣钱的生意，你愿

意做吗？”他回答说：“我就想圆一

个办校的梦想，挣不挣钱不是我考

虑的。”

有一个细节打动了徐建平——

他递给毛英俊一张名片，毛英俊不

敢收：“哪有学生收老师名片的？”

毛英俊对教育的真诚打动了

徐建平，后者答应到江山帮他一起

办这个学校。这是该市有史以来

投资最大的教育项目，地方政府非

常重视。双方采用PPP的形式，计

划总投资2.8亿元，其中政府提供

的土地作价7000万元。

“我初以为办学校1个多亿就

够了，但算下来超过了原来的预

期。”毛英俊对记者实话实说。

其实，超预期是有原因的，比

如学校的塑胶跑道执行国际体联

的标准，每平方米400多元，而一

般学校只有100多元。毛英俊全

程参与选材，明确要用原生粒子。

他还给出了专业的解释：很多毒跑

道用的是回收粒子，我们不能省这

个钱。又比如学生宿舍，所有的高

低床都是实木打造，为了避免污

染，要求厂家提前半年完工，直到

2016年春节前一天，毛英俊还在

跑厂家。负责工程的副校长曾对

毛英俊说，有些项目可以适当降降

标准，可涉及师生健康、办学质量

的都被毛英俊拒绝了。

毛英俊不断追加投资，目前学

校已累计投资达2.8亿元，极有可

能要突破3个亿。“办这个学校，我

没有经过企业董事会，完全是个人

出资。我清楚如果要过会，肯定有

很多人会反对，这事就办不了。”

“江山比毛英俊有钱的老板有

很多，可愿意为教育如此舍得花钱

的不多。”徐建平说。

去年9月，学校招收了第一批

学生，一学期收费6500元。校长

郑招浩有过民办学校的任职经历，

他多次提醒毛英俊，按照这个收费

肯定亏钱。事实证明，现在学校的

收支已经出现问题，学生的伙食费

每月要倒贴近万元。

“如果让我一直贴钱下去，那

也不现实。但无论提价多少，不

以盈利为目的是我的底线。”毛英

俊说。

为不干涉“内行人”的教育教

学管理，毛英俊没有在学校里给自

己留一个办公室。平日里，他喜欢

一早到食堂和学生共进早餐，双休

日独自去校图书馆看书。不少教

师说，这个董事长是把学校当成了

自己的家。不久前，毛英俊从自己

的农场运来3000斤大米，让师生

吃上了“家里饭”。

学校新办之初，一些人担心其

他学校的师生会被毛英俊“抢”

走。他没想那么多，还个人出资办

了个“江山教育大讲堂”，聘请教育

专家、知名学者开课，城乡所有教

师、学生、家长都可前去免费听

讲。到现在，已开讲20多次，受益

教师5000多人。

小桥流水、绿树掩映，漫步在

校园里的毛英俊倍感轻松。他给

学校取了一个很大气的名字——

锦绣江山，“希望学校能培养一批

批优秀的人才，等过了几十年，这

些学生会为这所学校自豪，能够为

他们的家乡自豪”。

这或许就是毛英俊投资教育

所算的那笔账。

一位企业家心头的“教育账”

□本报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吴忠良

每周五下午，武当太乙拳馆馆

长左琦都会准时来到常山县天马

第一中心小学，给那里的40名学

生上武术课。

武当太乙拳是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左琦是武当太乙拳的第六

代传承人。2016年7月，常山县在

35所义务教育段学校开展“武术进

校园”系列活动。从那时起，左琦

便与这些学生结缘，一年多来，已

传授了武当五步拳、七星拳。课堂

上，只见学生们一招一式，练得虎

虎生风。

武术是常山县的地方传统特

色文化品牌之一。像东案乡还是

“省级武术之乡”，新昌乡猷辂村自

清朝开始就有尚武的习俗，猷辂拳

是省级非遗项目，洪氏斋公拳则是

衢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

常山县武术协会又自创了胡柚拳

武术操，根据胡柚的生长过程改编

而来，整个武术体操分为 8套动

作，简洁易学，便于推广。

“和广播体操比起来，胡柚拳

武术操动作更丰富，更能吸引孩

子们。”宋畈中心小学校长张建丽

告诉记者，自从练了胡柚拳武术

操，孩子们更有精气神了，体质也

得到增强，平时感冒发烧的孩子

少了，整体出勤率高了很多。从

去年 3月起，县教育局还对全县

35所学校逐一开展了胡柚拳武术

操考级，1.3万余名学生拿到了段

前位证书。

依托“武术进校园”活动，天马

一小、常山县第一小学、新昌乡中心

小学分别建成了武当太乙拳、洪氏

斋公拳、猷辂拳传承基地，成为办学

的一大亮点。该县还确立了首批11

所“武术特色学校”和首批4所“竞技

武术训练基地”。去年7月，在杭州

黄龙体育中心举行的“和也杯”第十

二届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中，常

山县参赛学生共夺得了41块金牌。

据介绍，常山县政府设立了

100万元学校特色项目奖励资金，

武术是其中重要的扶持项目。县

教育局和各个学校也安排了一定

的活动经费，用于体育教师的培

训、各种比赛、展示活动及评比表

彰等。他们还邀请洪氏斋公拳传

承人洪文达，胡柚拳教练郑志剑、

郑志红等人到校进行专业指导，帮

助体育教师提升武术技能水平。

截至目前，有20位体育教师通过

了武术考级。

“让学生至少学会一种武术操

或武术套路，可以培养他们的民族

精神、习武热情以及尊重他人、互

帮互助、吃苦耐劳的武术品德。”县

教育局局长洪永海说，一年多来，

各校武术锻炼的氛围日益浓厚，师

生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对传统武

术文化的传承发扬也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常山师生打拳忙

近日，浦江县口腔医院的流动诊疗车
开进地处该县东部山区的黄宅镇治平中心
小学，为二年级学生做牙齿窝沟封闭。
2017年，该县口腔医院斥资 60余万元购
置了流动诊疗车，在诊疗车上看病，大大提
高了学生就医的舒适度。

（本报通讯员 沈建中 摄）

诊疗车开进村校诊疗车开进村校
桐乡开启教育惠民驻点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吴海磊）近日，桐乡市教育局惠民中心首次

开启驻点服务，现场完成2017年下半年教师公开招聘报名一站式

办理，井然的秩序、高效的流程、优质的服务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当天，桐乡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早早进驻惠民中心办事大厅各

窗口等待考生。8点多，考生陆续前去办理手续，填表、材料审核、

缴费、打印准考证等井井有条。考生费梦佳说：“我是应届毕业生，

跑过多地的教师招聘、事业单位招考。每次报名、审核等繁琐的手

续以及报名现场的秩序都让我烦恼不已，但在这里我体会到了便

捷、高效的服务，要为他们点赞！”

为积极响应“最多跑一次”改革，桐乡市教育局创设了惠民中

心，以切实转变教育管理职能，提升教育形象。自去年12月惠民

中心启用以来，该市教育局整合各科室功能，将导引服务、政策咨

询、投诉举报、业务受理等各项业务汇聚在惠民中心，实现了一站

式办理。

宁波
中东欧经贸人才研修班开班

本报讯（通讯员 董惠婕）近日，由宁波市现代服务业公共职

业培训平台主办、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承办的“中东欧经贸环境与

投资政策”高级研修班在宁波市成人教育学校开班。

该市企业、机构和政府机关的相关管理人员及研究人员等140

余人参加了研修班。开班仪式上，宁波市现代服务业公共职业培

训平台还与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

经贸商务、金融管理、旅游文化等，特别是围绕中国—中东欧的经

贸投资、教育合作及文化交流等，联合开展系列品牌培训活动，打

造宁波（中国）中东欧高端人才培训基地。

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建国表示，作为国家“一带一路”规划

的主要节点城市，缺少国际复合型人才和健全服务体系是影响宁

波企业投资中东欧国家的重要因素。教育系统就要瞄准行业企业

的发展痛点，精准地为其提供人才解决方案。

金职院有块“幸福田”
本报讯（通讯员 郭金响 张璟琨）冬观满园红叶、春赏油茶

花、夏看向日葵、秋收红薯……在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南园，有这么

一块20亩大小的“幸福田”，师生们不仅可以观赏四季美景，还可

以收获环保健康的食物。

据悉，“幸福田”一开始只是一块荒坡地。2014年，学校决定将

它整理出来打造成生态田园，一方面可以加强师生的生态教育，进

一步增强劳动体验；另一方面，可以美化校园环境，提高师生幸福指

数。当年学校即在地里种上了向日葵，一大片金黄色的花朵成了校

园最美丽的风景线，让师生们流连忘返。自那之后，这里每年不断

开发出新的景观，油茶花、波斯菊……每一回都上了热搜，“幸福田”

的美名也传到了校外，市民纷纷慕名前往观赏，拍照留念。

金职院校园建设与服务中心负责人吴晓明介绍，“幸福田”还

将开发新品种，种上五颜六色的金鱼草，“这是我们特意为9月入学

的新生准备的礼物，希望他们能爱上校园环境，爱在这里学习和生

活，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近日，湖州师范学院第五届胡瑗文化节落下帷幕。文化
节以“聚力新跨越，献礼十九大”为主题，相继开展了校园歌手
大赛、原创话剧演出和兰花画展等12项主题活动。图为学生
在朗诵《将进酒》。

（本报通讯员 谈铮渭 叶梦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