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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高路

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

文 明 是 一 种
素养，是长时
间 熏 陶 积 淀
后，由内而发
的自觉行为，
是 身 边 人 潜
移 默 化 带 来
的影响。

据长江日报报道，89 岁的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是长期从事中国经济

史研究的专家，老人对中国知网擅自收录他

的 100 多篇论文打起了官司，且全部胜诉，累

计获赔70多万元。

赵老先生的维权官司具有标杆意义，个

人劳动成果理所当然要得到保护和尊重。知

网平台上集中了大量专业著作和论文，这些

文章都是原作者耗费精力心血而成的研究成

果，具备知识产权，知网要用就须取得授权并

且付费。知网擅自收录老人的100 多篇文章，

却从未付过一分钱，这是对原作者权利的侵

犯，显然是不合法的。法院的判赔结果，是对

老人正当权益的支持。

知识产权保护对鼓励社会创新意义重

大。如果在保护知识产权上做得不好，社会

竞争必会陷入低水平状态。创新产品的出现

需要花很大代价，若仿制品充斥市场，靠低廉

成本攻城掠地，正品却卖不出去，那谁还会搞

发明创新？若抄袭就能弯道超车，笑傲江湖，

那谁还会去下“笨功夫”？知识产权保护不

力，一定会扼杀原创者的积极性，消灭社会的

创新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赵老先生的胜诉也是

所有原创作者的胜利。100 多篇文章全部胜

诉，获赔 70 万元，这样的判罚力度，显示了我

国司法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显示了法

律的公正性。

知网的败诉，传递出清晰信号：不尊重知

识产权的行为，将难以野蛮生长。目前，互联

网平台上类似现象并不少见，随意转载引用、

复制粘贴别人辛苦得来的成果，而原作者因

为各种原因，或怕麻烦或不知该怎么维权，只

能干着急。

一些平台宁愿把钱花在营销上，花在与

竞争对手的价格战上，却不愿意花在版权上，

他们不是不知道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而是主

观上忽视作者的利益。一些平台以流量为诱

饵，推出霸王合同、霸王条款，让作者“自愿”

受宰割。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正是通过侵

权占用大量资源才积累了大量用户，他们的

高市值下是大量作者权益被侵犯。

赵教授的胜诉，指明了一条维权路径，隐

忍只会助长不法行为，只有勇敢地拿起法律

武器，才能维护自身权益。

相信赵老先生的案例会推动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维权队伍。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

建成尊重知识产权的互联网环境。

老教授获赔70万元，网络平台更应尊重知识产权老教授获赔70万元，网络平台更应尊重知识产权

兼顾多方诉求，是个“三好”政策

本报评论员陈江：北京的这个政策很给力。

它兼顾了多方利益和诉求，是个“三好”政策。

那些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遇到课堂上

听不懂，做作业有困难时，确实需要老师额

外辅导。在线辅导可以帮助学习较弱的孩

子 ，跟 上 学 校 的 平 均 教 学 进 度 ，这 是“ 一

好”。第二个好处在于：这项政策由政府牵

头，有财政资金支持，减轻了家长的负担，是

一项惠民实事。其三是，老师们下班后参加

线上辅导，在增加收入的同时还能获得评优

评先方面的扶持，算是一举多得。

不过，一线城市可以这么干，那些财政

吃紧的地方呢？这会不会造成新的教育区

域不公平，还要多加注意。

还需继续摸索，才能实施到位

本报评论员高路：北京这个方案开设了

多种线上课堂模式，参考了线下教育的成功

经验并结合了线上教育的特点，应该能满足

大多数学生的需要。但是，这项措施想实施

到位，还需在细节上多摸索。

比如，一对一在线课堂，明显会更受欢

迎，可如果大家都选一对一，老师明显是不够

用的，那么，哪些人可以选，是否能做到公平？

还有，会不会造成一些老师抢手而一些

老师冷场的局面？

四类课堂怎么分流，怎么调和学生的巨大

需求和有限的师资力量之间的矛盾，对北京市

教育部门将是个很大的考验。教育部门需要

仔细评估各种可能，提前引导，合理应对。

教师的积极性需要制度保护

特约评论员胡欣红：为此叫好之余，也

要考虑如何减轻由此带来的教师负担加重

问题。

教师教书，责无旁贷，但正常教学之外

的工作时间延长、工作量增加，不该总以“奉

献”两字来消解。要想马儿跑，得给马儿多

吃草，教师的付出得到合理回报，就能充分

调动起教师的积极性，确保相关工作的有效

推进。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北京这个方案中

给教师辅导规定了补助标准，并从制度层面

建立经费保障机制，体现了对教师劳动的尊

重，有助于保护教师的积极性。这样的在线

辅导计划，值得借鉴学习。

北京“有偿补课”新政，值得好好摸索

这 项 措 施 想
实施到位，还
需 在 细 节 上
多摸索。

据央视网报道，近日，北京市教委官网公布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

导计划(试行)》（以下简称《计划》）的通知。这份《计划》有不少重磅的新举措，如北京市建设教师在线辅导云平台，面向全市所

有初中学生开放，辅导时间为周一到周五晚上，教师每小时可获120-160元报酬，费用由财政支出。

对于北京这项新政，全国各地老师和家长们议论纷纷。钱江晚报·小时新闻的评论员又是怎么看的？

只 有 大 家 共
同努力，才能
建 成 尊 重 知
识 产 权 的 互
联网环境。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湖南工商大学

多名学生因未向校领导、老师问好，被学校通

报批评为“不文明行为”。校方随后发布说明

称，将认真听取各方建议，为创建文明校园而

不懈努力。

校方通报说：12 月 3 日，有六位学生遇到

学校领导及老师时不懂礼仪，有的低头、有的

继续打电话；12 月 4 日，有一位学生在见到其

他同学主动与老师问候的情况下，仍不与老

师打招呼。且具体列出了相关学生的名单、

学院信息。

尊敬师长，是传统教育的一个基本要求。

在倡导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具体礼仪要求有

所简化，但基本的精神依然传承了下来。

见到师长主动问好，是幼儿园就开始这

样教育的。在中小学，学生主动问好、老师微

笑回应的场景，可谓蔚然成风。到了大学，随

着校园变大，情况有所变化，很多师生之间根

本就不认识，尤其是对校领导，很多学生只是

在开学典礼上远远地看过一眼，基本上没啥

印象，路上遇到难免形同陌路。

创建文明校园确实有必要强调尊敬师

长。但是，因未向校领导、老师问好就被学校

通报批评为“不文明行为”，无疑是过头了。

所谓礼仪，发乎礼，表于仪。遇到师长主

动打招呼问好，确是学生晚辈该做的，但将学

生不打招呼上升到“不文明”的高度，却令人

费解。以通报批评来逼迫学生打招呼，这就

难免被人质疑“耍官威”。

面对汹汹舆情，该校工作人员表示，此次

事情存在误解，把文明素养教育里建立良好

的师生关系误解为领导、老师和学生的对立，

并特意说明“我们对老师也是同样严格要

求”。目前学校的文明素养教育工作正在探

索过程中，后续还将进行调整。

这样的回应，并没有看到症结所在。人

们真正的疑问在于，这样一种“文明素养教

育”，充满着形式主义，到底能不能唤醒师生

的礼仪自觉？还是会因为沦为一种强制性任

务而失去了礼仪的真正内涵？

网络流传的截图中显示，有学院在电梯

口布置劝导岗，提醒同学向老师问好，给老师

按电梯，乃至要发“各个校领导的照片”，要求

“每个人都要熟记认识”。不知道生活在这样

的“文明校园”里，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

文明是一种素养，是长时间熏陶积淀后，

由内而发的自觉行为，是身边人潜移默化带

来的影响。

电影《觉醒年代》中，蔡元培校长在面对

同学问好时，总是用鞠躬来回应。不知湖南

工商大学的校领导，能否做到？

逼着学生文明，这种做法就不文明逼着学生文明，这种做法就不文明

度
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