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 .9 元 年价 324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 3 0 7 3 9 7 9 、6 3 0 7 2 0 7 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 1 0 - 8 8 4 0 6 6 1 7 、1 3 9 0 1 1 0 2 5 4 5

2020 年 2 月 26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黄国清

新闻纵深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发文要求

破除科研和高等教育领域评价体系
“SCI 论文至上”风，规范 SCI 论文
相关指标在科技评价、职称评聘等
重要领域的使用，措施包括不把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作为职称评聘的
直接依据以及作为人员聘用的前置
条件等。

为何“ SCI 论文至上”必须破
除？已有哪些尝试？谁将可能因此
获益？新评价体系能保证客观公正
吗？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SCI 论文至上”贻害甚大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学引文索引）是国内外广泛使用
的科技文献索引系统。SCI 论文是
发表在 SC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相
关指标包括论文数量、被引次数、高
被引论文、影响因子、ESI（基本科
学指标数据库）排名等。

SCI 由外国机构创办，是国内
外学术交流的平台之一。但随着
SCI 论文相关标准“独霸”教育、科
研领域各类重要核心评价体系，“科
技创新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
躁和急功近利”等弊端日益凸显。

“SCI 论文至上”扭曲岗位评价
导向。广东某高校人事处负责人
说，当前教职工的科研项目、个人发
展、薪酬待遇等都与 SCI 论文指标
挂钩，这导致指标与岗位标准错位，
导致管理、教辅等非科研岗位职工
也盲目追求发表 SCI 论文。

“SCI 论文至上”难以客观评价
人才价值。湖南某高校一位副教授
告诉记者，一些高校从海外引进博
士，仅看 SCI 论文发表评分高，就
聘其为教授、博导，“一个刚毕业的
博士，真的知道如何指导博士吗？”
而部分能在海外发论文的博士，薪
酬甚至是一些在教学、临床一线奋
斗多年教师薪酬的数倍。

“ SCI 论文至上”滋生论文腐
败。多名受访人士透露，在海外，部
分质量不高的学术刊物，主要收入
是中国作者缴纳的版面费。据国内
SCI 论文代发机构报价，依据影响
因子高低，发表一篇 SCI 论文少则
3 万、5 万元，多则 20 万元左右。

教育部科技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SCI 论文相关指标直接用于科
研评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SCI 论文不能简单等同于高水平论
文，不能直接说明论文创新贡献，不适用对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等工作的评价。

打破“论文枷锁” 释放科研活力

记者发现，此前已有高校和科研单位采取措施尝试破除
“SCI 论文至上”。中南大学科学研究部部长李启厚等多名专家
向记者表示，这有望扭转部分地方和单位扭曲的科研观，让真正
扎根基层一线、参与重大工程、解决实际问题的科研工作者
获益。

2019 年，南京林业大学等江苏部分高校规定：在对教学专
长型教师进行职称评聘时，不再以发表论文数量作为考核内容，
重点考察其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的成绩。

暨南大学针对教师的不同类型对其教学和科研工作设置要
求、标准，最大限度保证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对于教学与研究并
重的教师，降低 SCI 论文在评价中的权重，能促使这些老师把
更多精力放在学生培养和公共服务上；对以研究为主的教师，则
可以引导他们更注重解决现实问题、重大问题。”暨南大学人力
资源与管理处处长王兵说。

湘潭大学建立了本科教学荣誉体系，获奖教师可直接参评
教授；对教授设定向本科生授课年度课时“硬杠杠”；鼓励教师参
与产学研项目等，这既让一线教师有更多元的发挥空间，也敦促
教师回归教书育人这一根本。

此次相关部委明确规定，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科技活
动，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医生和工程师
们有望打破“论文枷锁”。

另外科技部还要求，对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根据科技
活动特点，合理确定代表作数量，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
上应不少于 1/3。加快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建立
中国特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引文索引”系统。鼓励财政
资金资助的论文在高质量国内科技期刊发表。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科技处处长屈力刚表示，这不但有助于
部分国内学术期刊发展摆脱低水平循环窘境，更对摆脱外国标
准依赖，构建一套我国自己的科学评价体系至关重要。

从“至上”到“多元”须保障科学、公正

不少科研工作者提醒，破除“SCI 论文至上”之风，有几点需
特别注意。

破“SCI 论文至上”不等于抛弃 SCI，更不等于抛弃论文标
准。“不是说这个评价指标就完全不要了，因为它也能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学术成果，关键是要着力推进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建
设。”李启厚说。

记者了解到，能否真正保障多维度评价体系的公正性则是
全科研领域最为关注的焦点，也是当前公认的难点。

南京林业大学人事处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往都是以发表刊
物的级别高低作为相关遴选标准，此次明确要求不得以刊选文，
就必然更多依靠同行专家评审，如何确保相关人员的学术操守
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
记者调查获悉，当前同行专家评审中“拉圈子、搞派系、走关

系”的现象并未绝迹。华北某双一流高校的一名博导透露，部分
高校“培养的人会很快成为一批学术权威，然后就形成一个封闭
自利的圈子”。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要塑造有公信力的
学术同行评价机制，就需要在学术事务的管理与评价中，坚持推
进行政管理与学术研究分离，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还
有专家建议，要避免学术共同体成为利益共同体，就必须“要有
完善的评议机制和监督机制。在同行评议中，既要避免‘一刀
切’，更要避免‘一言堂’”。

有关部委明确要求组织实施部门要完善规则，引导学者在
参加各类评审、评价、评估工作时遵守学术操守，负责任地提供
专业评议意见，不简单以 SCI 论文相关指标和国内外专家评价
评语代替专业判断，并遵守利益相关方专家回避原则。组织实
施部门可开展对评审专家的实际表现、学术判断能力、公信力的
相应评价，并建立评审专
家评价信誉制度。（执笔记
者：郑天虹 参与采写：袁
汝婷、王莹、蒋芳、施雨岑）
新华社北京 2 月 25 日电

为
何
要
破

谁
能
受
益

新
体
系
公
正
吗


教
育
科
研
领
域
破
除
评
价
体
系
﹃S

C
I

论
文
至
上
﹄
风
透
视

本报记者尹平平

在北京市西城区环卫二队运输班班长刘
磊的记忆中，每年农历大年初一，单位领导都
会带着慰问品，来一线慰问春节值守的同伴
们。没想到，今年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慰问
品，还有更重的任务：立即组建废弃口罩清运
突击队！

随着疫情形势日趋严峻，口罩成为普通
民众阻击疫情的重要防护工具。这些一次性
的防护口罩，使用之后扔在哪里？会不会造成
二次污染，清运过程是否会导致疫情扩散？清
运人员防护措施是否到位？会不会面临暴露
风险？许多人并不知道。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连专门负责垃圾清
运的环卫工人们也不知道。北京市西城区环
卫二队运输班，日常负责清运片区内的居民
生活垃圾。作为医疗废弃物的口罩如何处理，
他们并没有经验。

当领导问谁愿意参加废弃口罩清运突击
队时，在场的 30 名环卫工人都举起手。

“班长，我去吧。”
“别介，你这不刚结婚……班长，让我

来。”
“班长，我家孩子大了，父母身体好，我先

吧。”
突如其来的重任，加上大家此起彼伏的

报名声，让运输班班长刘磊有点头大。“别争
了，我先！”他拍了板。接着点将 8 名同事，总
共 9 人，组成废弃口罩清运突击队。为防万
一，经协调，暂定将这 9 名职工每 3 人编为 1
个梯队，以月为单位，分 3 批，清运集中收纳
的废弃口罩。

将废弃口罩的二次污染风险降到最低

戴好防护帽、护目镜、口罩、手套，穿上制
服、鞋套，刘磊、刘震、李曌苏，这 3 名废弃口
罩清运突击队第一梯队的环卫师傅们，开着
专门的废弃口罩清运车出发了。

1 月 28 日第一次清运时，仅西城区 8个
街道办事处，他们就收集到了 1000 余个废弃
口罩，到 2 月 2 日，当天收集到的废弃口罩数
量已增至 4000 余个。

北京市西城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都已
设好集中收纳废弃口罩的专门点位。他们最
先来到广外街道的点位，用喷壶将按比例调
好的 84消毒液，在垃圾桶外喷一遍；接着，把
桶打开，对着装口罩的垃圾袋再喷一遍；此

后，把垃圾袋在桶内直接系紧、掏出、封箱，再
喷一遍；最后，把箱子搬到转运车上，对着转
运车盖，再喷一遍。

整个过程中，废弃口罩几乎没有暴露机
会，也很难掉落地面造成二次污染。装车后，
环卫师傅们还要冲着自己的双手用消毒液再
喷一遍，才重新爬进驾驶舱，开车赶往下一个
街道办设置的废弃口罩集中收纳点。

即使只用配比的消毒液给家里房间拖一
遍地，刺鼻的气味都会呛得人想咳嗽。环卫工
人每装一箱废弃口罩，消毒液就要喷 4 — 5
遍，那气味可想而知。“没觉得熏得慌，”李曌
苏对记者说，“我们平常是拉生活垃圾的，和
那个味儿比起来，消毒液的味儿好闻多了！”

这些集中收纳的废弃口罩，最终将被运
送到垃圾转运站消毒销毁。

将环卫工人的暴露风险降到最低

早在春节假期之前，有些网民就在社交
媒体上呼吁：大家要为自家的废弃口罩单独
存放，并进行消毒。尽可能从我做起，减轻环

卫工人的作业负担。
在不少人印象中，环卫工人的收入不

高，防护也难做到位。事实并不尽然。以北
京市西城区环卫各单位为例，记者了解
到，环卫工人每天工作 8 小时，每位配发
两个口罩，每 4 小时换 1 个。类似废弃口
罩清运等特殊岗位，口罩、护目镜等设备
齐全，作业前后消毒到位。

废弃口罩清运车每天作业结束后，重
返单位时，会有人提前把消毒液和酒精放
在门口。车在门口停下，刘磊等三位师傅
下车，把身上的帽子、口罩、鞋套等防护设
备都摘下来，放入专门的垃圾袋，消毒
装箱。

此后，三人再分别给彼此的制服外套，
用消毒液和酒精各喷一遍；然后洗手洗脸，
去澡堂，把衣服脱下，挂在专门的紫外线杀
毒处照射后，将衣服再手洗一遍，最后给自
己洗澡。

为防风险扩散，他们三人不仅做好了
连续两个月不能回家的准备，与队里其他

同事们也处于隔离状态。单位为他们设置了
专门的宿舍，在丽泽桥下停车场里。上午备
勤时，他们就在宿舍里用手机看看新闻、玩
玩游戏。

“我们都躲着大伙儿。”刘震对记者说，
“就连上厕所，都要大声喊一嗓子：‘有人没
人！’没人再进；如果有人，就先回屋憋会儿，
嘿嘿。”

“甭管怕不怕，这时必须上！”

“说实话，也不是不害怕。”刘磊向记者
坦陈，“可是甭管怕不怕，这种时候，必须得
上。而且，我是班长、是党员、是区里的劳模，
不光得上，还得先上。”

刘磊干环卫工作已经 15 年了，清运废弃
口罩这样的任务也是头一次接到。他要先
上，不光是职责所在，更要为兄弟们摸索出
一条可行的方案，以便做到万无一失。

“嗨！防护好了，没事儿！咱这，身体棒！”
刘震膀大腰圆，反复跟记者拍胸脯。

1976 年生人的刘震说，自己现在正是家
庭负担最轻的时候：孩子 17 岁上大专了，父
母 60 出头身体都不错。比起那些刚结婚、孩
子还小的年轻人，刘震说自己更该第一批
上。他每天没事就用手机刷关于疫情的新
闻，却说自己一点也不担心：“不发憷！不用
怕！国家慢慢就给治好了。”

李曌苏抢着干，是因为“这活儿光荣。”至
于风险到底有多大？李曌苏说他也没底。不
过，单位为他们提供了各种防护措施，及时、
到位，让他安心。“我就记着领导跟我们说的
那句话：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而且，和
那些医护人员比，我们这工作，真不算什
么。”

比起自己面对的风险，李曌苏说他更怕
家里人为他担心。就连大大咧咧的刘震，也
没敢告诉家里的老母亲，自己嘴上说的在单
位值班一个月，其实是在干这个。

刘磊最遗憾的是，上初二的儿子寒假虽
然延长了，但自己却连着两个月回不了家，
陪不了他。平日里，他们爷俩有个共同爱好，
是去机场附近看飞机起降，或到火车道旁边
看火车通过。“很壮观，就像在海边一样，心
里特别敞亮。”而现在，因为要与家人、同事
隔离，他只能蜗居在丽泽桥下，想要透透气，
只能趁大清早没人时，从车场钻出来，跑到
马路边上站一会儿，向家的方向，望一望空
荡荡的马路。

你扔的口罩，被他们“捡”走了
记北京市西城区环卫废弃口罩清运突击队

本报记者帅才

这里曾是古代的茶马古道，自古以来人
流鼎盛，车流不息。湘鄂边界的临湘小城，以
往的春节都是热闹非凡。在这里，餐饮、酒店
等服务业非常发达，用本地老百姓的话说，每
条街上都有三四家高档酒店。107 国道穿城
而过，连着临湘小城的羊楼司镇，再往北就是
湖北赤壁。

“我们这和湖北就是零距离，所以今年春
节，党政机关的干部连同乡镇干部都是严阵
以待、严防死守，能否平静度过春节，确实也
捏了一把汗。”临湘市一位干部告诉记者。

记者从 1 月 22 日来到临湘，待了将近 1
个月的时间，今年的春节，这座小城陷入了
寂静。

被吓坏的孩子妈妈

“这是我唯一没有看春节晚会的春节，因
为那天我快被吓死了。”由于除夕晚上孩子出
现低烧和咳嗽，33 岁的刘红担心他得了新冠
肺炎，又不敢带孩子去医院，急得一个晚上没
睡，不停地在微信上咨询社区医生。

1 岁的儿子贝贝发烧、怕冷、精神不好，
再也绷不住的刘红还是戴着口罩把孩子捂得

严严实实，冲到当地医院检查，后来发现得的
是流感，赶紧给孩子吃了奥司他韦。最近，附
近的五里牌球场确诊了几位新冠肺炎病人，
这给刘红带来了心理阴影。她想起前阵子还
从那里经过，赶紧把那天穿的衣服拿出来用
酒精全部喷了一遍，丢到洗衣机里洗。现在她
每天注意给自己和孩子测体温，每天都叮嘱
家里人尽量不要外出，特别是不能出去聚餐。

临湘市毗邻湖北，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今
年春节，临湘市对 4815 名从湖北返乡的人员
进行居家隔离观察。同时，组织 1 . 8 万多名
乡村党员干部、医务人员和志愿者组成帮扶
小组，为居家隔离人员提供心理疏导、生活用
品采购、送餐等服务。

“不欢迎串门，谢绝拜年。微信问候，祝亲
友安康！”“谢绝亲朋好友登门，不要互相伤
害！”“现在请我打牌，就是害我性命！”记者发
现，小城很多人家门外都写了一个个“小告
示”，走在街上，难得看到什么人。

担心疫情，但女人也有点“小幸福”

疫情当前，“宅”也成为这个小城所有居
民的生活方式。一个从来不做饭、自称有大男
子主义思想的中年男人“斗哥”开始研究厨
艺：“家里两个小孩，点餐点不了，就在网上学

做饭。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107 国道临湘段，连接着湖南湖北，以往

是车流不息，热闹不已。今年春节的 107 国道
临湘段，却看不到几辆车。春节前，记者沿着
107 国道往北到达湖北赤壁，半个小时只看
到一辆车。往日客人拥挤的饭店门口都是一
把大锁，“猪肚鸡”“岳阳烧烤”“三毛烧
烤”……都已经没有了烟火气，只有一个个摆
在外面的饮料柜沾上了薄薄的灰尘。

自称“不喝咖啡会死”的年轻人小朵感
叹，难以想象自己一个月没有喝咖啡，就连买
速溶的雀巢咖啡还要通过熟人找超市的老
板，才能“秘密”拿到。

“你大概不能想象，今年我过了一个舒心
年。因为我家男人一次牌没有出去打，都待在
家里陪我和小孩，这大概是我和我家那口子
待的时间最长的春节。除了担心疫情，竟然有
点小幸福。”在很多当地女性眼中，疫情带给
她们生活最大的改变，就包括男人都乖乖放
弃在外面的“活动”，宅在家，哪怕是葛优躺。

年轻人宅家里也要折腾点事

年轻人始终是闲不住的，哪怕在家里，也
要整出点声响。特别是一心想要赚钱的年轻
人，担心这场疫情影响了自己的钱袋子。“90

后”李盛本来在当地一家劳务公司上班，受
到疫情影响，老板通知晚复工，他每天都在
琢磨自己怎么赚钱。

他和岳母商量着可以干烧烤，每天在
微信上“接单”。自己在家做好了，给客人送
过去。“必须戴着口罩烤，送到人家家门口
后放下烧烤，就走，然后再给客人打电话。”
李盛说，一天下来能挣一千块钱。

臭豆腐、烤鸡翅、肉串……这些在以前
看来稀松平常的烧烤，却成了小城群众春
节的大餐。往年的大年初二，街上的奶茶
店、咖啡店、小吃店都会开门，但现在过了
元宵节，仍然无处可寻。

“如果有医院的人下单，我一般会打
折，有一次一分钱也没要，是一个值完班的
护士问能不能订餐，说自己值班却点不到
吃的，我立马答应了。只不过送到医院对面
我就放下，然后再通知她来拿。”李盛说。

2 月 20 日，温暖的阳光照射着这个小
城，记者沿着 107 国道看到，随着复工潮、
返工潮来临，路上的车辆明显多了起来，位
于国道旁边的临湘市中医院在煎煮浓浓的
中药，这是给复工的企业免费熬制的。

“我想，热闹的春天快来了……”已经
复工的“80 后”王建说。

庚子年，湘鄂边界小城寂静的春天

新华社上海 2 月 25 日电（记者姚玉洁、
杨有宗、杜康）下午 4 点，全副武装的张燕铭
坐上全封闭的收运车，从上海环境集团固废
处置公司厂区出发。接下来几个小时，他和他
的“战友”们将陆续去往上海全市收治新冠肺
炎患者的定点医院、各设有发热门诊的医院，
收运医疗废物。最晚一辆收运车返回厂区，将
是晚上 11 点多。

战“疫”期，高传染性风险的医疗废物如
何收运处置？能否应收尽收？传染性和常规医
疗废物如何更好分类？特殊时期，原本处于城
市运行后台的医疗废物“收处人”也走上了抗
疫火线，在另一个战场默默守护市民安全。

用过的口罩、防护服、输液管……每天，
上海的大小医疗机构会产生约 130 吨医疗废
物，其中定点医院和设有发热门诊医疗机构
所产生的医废约 60 — 70 吨。上海环境固废
处置公司是上海的医疗废物定点处理厂区。
疫情期间，定点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115家设有发热门诊医院和 4000 多家其他
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都将运回该厂区处

置。此外，这一厂区还动态对接集中隔离点和
各个道口的医废收运。

“疫情防控期间，要确保医疗废物收运处
置无死角、零疏漏、全防控！”上海环境集团固
废处置公司总经理李传华说，“为保障涉及疫
情医废处置安全，我们制定了收运定点医疗
机构、发热门诊等机构的收运处置方案，增设
了 15 条夜间专线，专人专车收运涉疫情医疗
废物。而普通医疗废物白天收运，最大限度减
少接触风险。”

“疫情发展初期，一些社区医疗机构有所
担忧，希望尽快处理库存。为了让市民安心，
哪怕只有一两公斤的普通医废，我们也要驱
车几十公里去收取。”上海环境集团固废处置
公司物流中心经理王浩说。

收集、运输医疗废物，如何保障收运人员
安全？“穿脱过程至少需要 40 分钟”，王浩说，
45 名收运人员除穿着防护服、戴口罩防护
外，还需要佩戴双层头套、手套。由于穿脱麻
烦，且收运车辆往返常常需要六七个小时，收
运人员需穿着尿不湿工作。

到达定点医院等医疗机构后，收运人员
将在发热门诊或隔离病区的清洁区交接医
废。新冠肺炎患者及疑似病例诊疗过程产生
的医废，需双层包装，并增加一次性耐压硬纸
箱密封，做好标识。运回过程中，全程冷链运
输，确保安全。

医废运回厂区后，将得到第一时间处置，
避免病毒二次传播。记者在厂区中央控制室
看到，厂区焚烧处置设备实现全自动化，操作
人员只需在中控室，通过大屏幕实时监控，并
通过系统调整相关参数即可完成操作。

通过监控大屏，记者看到，焚烧系统共有
3 条流水线。其中，从各个医疗机构运回的涉
及疫情的医废周转箱，由机器自动抓取，送到
专门一条处置线，经过消毒后，再被送入上千
摄氏度的回转窑，进入二燃室充分燃烧。燃烧
产生的热量用于发电，产生的废气经过净化
后达标排放。

战“疫”火线，锤炼出党员本色。“医疗废
物应急收运应急队”勇往直前上“战场”，其中
5 名党员组成的“医疗废物应急收运党员突

击队”作为第一梯队，直面疫情“零距离”作
业，在党员模范带头表率的带动下，更多驾
驶员纷纷主动要求加入“战队”。1 月 26 日
夜间，原计划去嘉定中心医院的收运车辆
抛锚，正在沈海高速上回程的医废收运员
金伟得知这个情况，马上调转车头返回，完
成收运任务回到处置基地已经是午夜；晚
上 11 点多，焚烧生产线的上料机推杆卡
死，当班机修人员一时间找不到原因，刚从
公司回到家的设备保障组员工苏永良二话
不说，马上又从家驱车赶回厂。

“公司目前的到岗率超过 90%，不少
人从除夕到现在，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饭。
抗击疫情，每个人都是自己岗位上的英
雄。”上海环境集团固废处置公司党总支书
记华青说。

记者还从上海城投集团了解到，全世
界规模最大、技术水平领先的医废处置项
目正在上海老港基地加紧建设，建成后每
天处置能力可达 240 吨，这会进一步提升
上海医废处置能力。

这次疫情的医疗废物去哪儿了
探访上海另一个抗疫战场

▲ 1 月 28 日，在珠市口附近，西环二队
废弃口罩清运突击队的队员们正在清理专门
收纳废弃口罩的垃圾箱。为了防止二次污
染，他们想尽办法不让口罩落地。

▲北京市西城区环卫二队运输班在 1
月 25 日紧急成立废弃口罩清运突击队。这
是突击队第一梯队队员，从左到右分别为：
刘震、刘磊和李曌苏。本报记者尹平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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