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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个论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换句

话说，就是以专业素质，为

专业服务。

学术的严谨性不容挑战，勇

于承认比文过饰非强得多。

9月1日晚，中国男篮红队战胜伊朗队，获

得亚运会男篮冠军，一举走出持续多年的低谷，

令人为之一振。要知道，红队之外，中国男篮还

拥有“一哥”易建联、主力队员周鹏等仍在当打

之年的老将，蓝队中还有的一批优秀的年轻队

员，此番夺冠被称为“半支国家队夺金牌”。

男篮夺冠后，篮球圈内外人士不约而同

想到了姚明。前国手马健说：“姚主席的篮球

改革成效将会在未来两三年凸显。明年的世

界杯男篮将会是男篮的辉煌之年。”中国男篮

多年来一直是亚洲霸主，但是，因为人员的新

老交替等原因，中国男篮四年前在仁川亚运

会上只获得第五名，创历史新低，甚至输给了

被公认为“弱队”的中华台北队。一时间男篮

灰头土脸，无颜见江东父老。姚明担任篮协

主席后最引人关注的改革措施，是建立了红、

蓝两支国家队，让更多的年轻人获得表现的

机会，扩大了国家队的人才池。但是，这些还

不是姚明身上最关键、最有价值的东西。姚

明身上值得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们学习、借鉴

的地方，归纳起来有两条：第一条：为国争光，

不挂在嘴上；第二条：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姚明与某些喜欢

说官话、套话、空话的体育官员的区别。红队

中来自辽宁队的后卫赵继伟受伤，篮协宣布，

运动员在国家队期间受伤，治疗费用由篮协

承担。这一举措广受好评，因为此举解除了

运动员以及相关俱乐部的后顾之忧，俱乐部

更乐意为国家队输送优秀人才，运动员训练、

比赛的积极性也更高了。受伤是竞技体育不

可回避的一部分，如果国家队没有保障措施，

岂不是为国家队输送队员越多，俱乐部所冒

风险就越大？但是，这样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情，在姚明之前竟然没有一届篮协领导关心

并解决之！

一些体育官员最擅长的是作秀博眼球。

2008 年国足出征世界杯预选赛，足协搞了一

个宣誓仪式，全体队员面对国旗宣誓一定要

打进世界杯决赛圈，媒体报道后舆论一片哗

然，断定这届国足没戏。喜欢高调表态者，往

往不善体察下情，不懂队员心理。中国足球

水平不高，运动员无论是技术还是心理都比

较弱，这种高调宣誓，除了给运动员增加心理

压力，不会有一点正面作用。后来的事实也

是如此。

2011年3月，中职篮季后赛新疆对阵北京

的第二场比赛，出现了多次错判、漏判，并且超

越了每场 3 次错、漏判的国际尺度，引起激烈

争议，中国篮协为此召开了研讨会，篮协最后

表态说：错、漏判并没有改变比赛的结果。什

么叫“比赛结果”？难道比赛结果在错、漏判发

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比赛结果仅仅是谁输

谁赢吗？比分不也是一种结果吗？该得的分

不给，不该给分的给了，影响球员心态，造成球

队之间矛盾，扭曲球迷心态，最终影响赛场风

气，这些难道不是错判、漏判的结果？

什么叫“比赛结果”都没闹明白，错判、漏

判与“比赛结果”的关系也没有闹明白，就在

那里管理一国篮球事业了。根本原因，还是

缺乏专业意识。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换句

话说，就是以专业素质，为专业服务。任何用

专业以外的招数博眼球博欢心，均为专业精

神所不屑。

男篮涅槃：专业的事就该让专业的人去做

9 月 2 日下午，一个叫“央视广告经营管

理中心”的微信公号发布了一则“诚恳道歉”

的声明，内容很短，加起来只有三句话。声明

称，9 月 1 日晚，央视综合频道《开学第一课》

播出前广告太多，影响了家长和同学们准时

收看，对此表示诚挚道歉。

果然是字数越少，信息量越大。实际上，

早在央视广告中心致歉之前，这事情就已经

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引来许多人吐槽。《开

学第一课》是央视与教育部合作的大型公益

节目，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一期。每年，教育部

办公厅都会发文要求各地中小学精心组织，

通知到每一位学生及其家长，共同观看。今

年的通知上写得很清楚，播放时间为9月1日

20：00，然而，当家长和孩子们打开电视机，等

来的却是长达13分钟的广告。

我要看《上学第一课》，你却给我看“广告

第一课”？这自然引起部分家长的批评。对

于节目的内容，也有家长不满意。有些人认

为，节目邀请的个别明星不适合上这档节目，

有的明星过于“娘炮”，给小孩子观感不佳。

看了一下节目，大体还算周正，邀请的嘉宾大

概也花了一番心思，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似乎

不必过于苛责。但节目延迟播放，还让大家

看了那么长时间广告，确实不该。

既然这是一档公益节目，是教育部明文

要求全国中小学生观看的主题电视节目，就

应当符合公益定位，着眼于教育的宗旨，不能

有过多商业色彩，更不能为了追求效益，而借

用行政指令的强制性来提高收视率。这边通

知 20 时播出，那边就广告一个接着一个，这

会让人们怎么想？为了广告而拖延节目播出

时间，这样的吃相未免有些难看。

从节目操作流程看，这些广告应是事先已

经安排，而节目播出时间有时又难以把控。所

以，假如广告与节目因故顺延了，怎么办？考虑

到节目的公益性，节目组更应该做的是撤掉广

告，保证节目的及时正常播出，不能只想着给广

告主一个交代，忽视了千万名孩子和家长的心

情。为保证广告的播出而不顾节目的延迟，恰

说明了在节目编排者心里，究竟何者摆在首位。

《开学第一课》并非只是在节目播出前接

入广告，仔细看节目便会发现，不少个镜头直

接对准了孩子们手腕上的某款智能手表。这

究竟是无意的，还是有意而为？另外，节目前

播放了在线培训机构的广告不说，还请来了国

内某大学教育培训机构的创始人，这真的是做

节目的需要吗？这一切难免让人怀疑，连节目

本身也已沦为广告的载体。如果这也是一种

广告插入形式，培训机构创始人上《开学第一

课》，应是价格不菲吧？可这样做，真的好吗？

这一次，其实是广大家长和学生给《开学

第一课》上了一课，什么叫守时，什么叫诚信，以

及什么是教育。就算这档节目所接广告收入是

为了更好地办好节目，也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始

终把节目宗旨放在心上，否则，失去广大学生和

家长的信任，这档节目也就失去了意义。

开学第一课，何以沦为广告第一课

据《财经》报道，8月31日深夜，河北科技

大学官网刊发了《学校公布韩春雨团队撤稿

论文的调查和处理结果》，称撤稿论文已不再

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

主观造假情况。

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和团队2016

年在《自然-生物技术》发文，宣称发明了一种

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适合在人

类细胞中进行基因组编辑，这个发现倘若属

实，堪称一项革命性发现，但韩春雨的论文在

发表后广遭质疑，多个实验室称无法重复其实

验结果，但韩春雨坚称已有多个实验室重复其

实验。最终2017年，韩春雨团队宣布撤稿。

风波本已渐渐平息，但 31 日深夜的一句

“未发现有主观造假”引起轩然大波，再度将

伤口撕裂，将争论摆上桌面。人们质疑，如果

韩春雨事件就这样草草收场，首先，那些曾抱

着巨大希望、费钱费力重复韩春雨实验的科

技界同仁能答应吗？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

国家连对基本的学术规范、学术原则都马马

虎虎、缺少尊重和敬畏，让韩春雨事件就这样

蒙混过关，何谈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一般来讲，人们倒不是怀疑韩春雨真有

主观造假的意图，人们的理解是，韩春雨可能

把一个偶然出现的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发表

了。他知道这个是偶然现象，但出于某种功

利的目的，他就把它当客观规律发表了，但如

果这就是“没有主观造假”，那么是不是要叫

做“客观造假”？就如日本的小保方晴子？那

她的造假到底算主观还是客观？

实验结果发表最重要的就是别人可以重

复，并且发表前一般自己都要至少重复三次，

得到一样的结果才能下结论发论文，如果他

自己实际上都重复不出来，无论如何他负有

不可推卸责任。因为可重复性是科学的一个

基本门槛，如果没有可重复性这道门槛，想想

看，有这么多民科（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简称），

整天号称自己做出了惊人的发现，科学界会

变成什么样子？因此，一篇科学论文在发表

时，必须提供足够多的技术细节，让别人能够

重复自己的工作。没有经得起检验的结果就

轻率地发表论文，虽然没有主观造假意图，但

这和造假有什么区别？

韩春雨前前后后“未发现有主观造假”的

行为背后其实是出于他个人的功利心：论文、

职称、奖励、一系列荣誉的光环。但有功利心

的何尝就是韩春雨一人？还有河北科技大

学。当初，面对国内外科学同行的质疑，河北

科技大学非但没有对韩春雨团队的论文展开

调查，反而继续绑定备受质疑的 NgAgo 项

目，争取上级科研经费投入，加快推进“学校

的建设与发展”。如今抛出“未发现有主观造

假”论，还是因为满脑子想着“学校的建设与

发展”所致。可功利目的太重，怎么可能静下

心来做学问？比起个人、团队、学校的功利，

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是不是更加重要得多？

学术的严谨性不容挑战，勇于承认比文

过饰非强得多。正如赴美执教的 2017 年未

来科学大奖得主许晨阳所言：个别造假现象

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涉嫌造假的大事化小，

是对科学尊严和学术原则的践踏。真实是科

学研究的生命线，诚信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基石。愿河北科技大学能真正地思之诫之。

造假也分主客观，背后还是功利心

这一次，其实是广大家长和

学生给《开学第一课》上了一

课，什么叫守时，什么叫诚

信，以及什么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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