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服务 教育
2020年9月17日 星期四
主编：苏伶俐 编辑：沈静 美编：况中银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 11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余俊杰）
记者9月15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今
年8月至9月中旬，各地网信部门、教
育部门集中清理危害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的“祖安文化”“黑界”等不良信
息97.5万余条，影响未成年人网络环
境的违法违规行为有所遏制。

9月 15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
联合召开涉未成年人网课平台及网
络环境专项治理视频推进会，通报前
期工作进展。中央网信办、教育部有
关司局，各地网信部门、教育部门负
责同志和网站平台代表参会。

据介绍，自8月份专项治理工作
启动以来，截至9月中旬，已累计关
闭违法违规网站平台6000余家，处
置相关问题账号、群组64.7万余个。

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指出，
要按照“发现一起、处置一起”原
则，对违法违规的网课平台实时处
置，对不良信息和有害内容坚决清
理，对屡教不改的一律从严从重处
罚，倒逼网站平台承担主体责任。

此外，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网
络环境问题，还要在把好价值导向、创
新监管策略、提升人员素质、压实主体
责任等方面研究建立长效治理机制。

据介绍，网信、教育部门将强化
协同合作，通过课堂教学、专题教
育、心理疏导等，提升学生网络素
养，增强网络安全防护、信息甄别
能力。同时，监管部门将适时开展
专 项 督 查 ，并 视 情 况 组 织“ 回 头
看”，防止问题反弹反复。

今年，不少学生早早安排了中
秋、国庆假期，然而，受疫情影响，临
近中秋、国庆假期，高校纷纷调整
双节假期，不少学校发布了调整秋
季教学时间安排的通知，学生不仅
不能离校出行，还得随时做好假期补
课的准备。

目前，对中秋、国庆假期安排，仍
有学校处于观望状态，也有很多高校
作出了缩短双节假期的决定，并公布
了假期补课及调休时间，一些学校对
寒假放假时间也作了相应调整。

已公布假期安排的高校中，基本
都安排了补课或上课，放假都不足8

天，目前，一些还未作出安排的高校
也正陆续调整教学时间 。

此前，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
上，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就对
国庆假期高校学生是否能离校的
问题进行了回应。表示高校采取
的调整假期举措，是在疫情影响
下，由于疫情防控所做出的一些管
理规定和要求。

关于中秋、国庆假期能不能离
校，王登峰表示，中秋、国庆假期和
周六、周日以及课后进出校门的管
理是一样的。 （本报综合）

全国多所高校缩短国庆假期

网信、教育部门清理
对未成年人有害的信息

高校教师职称咋评更科学？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疫情防控，刻不容缓。今年以来，
梁平区紫照镇中心小学把疫情防控当
作头等大事，按照上级要求，结合学校
实际，抓细节、抓关键、抓重点，夯实了
防控大堤。

据了解，该校组建了以校长为组长
的防控领导小组，完善疫情信息监测报
告网络，预防控制疫情在校内的发生。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组织督查督办。
负责组织各相关部门启动应急方案，落
实防控措施，负责协调相关部门筹集防
控物资等。掌握病例的活动史、人员接
触史，掌握重点人群名单、医学观察人
员和每日健康情况等信息。负责信息
的收集、上报、处理和传递等工作。

该校提供所需要应急处置的设
施、设备和物资，确保应急工作顺利
开展。负责保障校内餐饮、生活饮用
水。严加控制外来人员、车辆进入校
园，做好在校师生生活保障。加强校
园巡查管控，及时停止校园群体性聚
集活动，及时处置校园安全突发事
件，及时处置涉校舆情事件。组织院
前紧急救护，配合专业救护人员，协
助当地疾控机构开展的流行病学调
查、采样、密切接触者筛查等工作。
做好师生的健康监测工作，做好每天
的晨午检和因病缺勤追踪登记，配合
卫健部门做好集中医学观察人员的
健康监测工作。每天保持与校领导、
疾控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进行信息
沟通，上报学校最新情况。做好病例
所在宿舍、教室等疫点的随时消毒和

终末消毒工作，组织力量排除校园周
边安全隐患。

该校坚持做好校园其他区域的
防控工作，与镇政府相关人员做好对
接定时清理，做好处置登记。负责舆
情监测、心理健康引导、健康教育工
作。疫情期间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新
冠肺炎防控知识，促进全体师生严格
规范个人行为，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密切家校沟通合作，开展心理
支持和危机干预工作，稳定家长和师
生的情绪，避免过度恐慌。严格落实
责任到岗，责任到人，措施到位。积
极配合疾控机构流行病学调查，对所
有接触过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的人
员进行调查，确定密切接触者。根据
属地原则，按照《新冠肺炎防控方案》
或有关文件要求落实密切接触者集
中（居家）医学观察工作。除密切接
触者外，还坚持做好与病例曾接触过
的一般接触者的观察工作。做好一
般接触者的登记工作，并进行健康风
险告知。启动封闭式校园管理，住校
学生不得离校，严格执行“五个一
律”，禁止外来人员进入校园。根据
疫情防控需要，必要时采取班级或全
校停课等措施。

紫照小学严格疫情防控，从加强宣
传教育入手，调动全校师生讲卫生、爱
清洁、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由于该校多措并举，管理有方，不
仅保障了正常的复课，还为全校师生的
平安祥和提供了重要支撑。

文/ 陶思川 陈朝兵 许天位

梁平区紫照小学:
夯实防控大堤 护佑师生祥和

为进一步完善高校教师评价机
制，人社部、教育部前不久发布的《关
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
克服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中唯学历、
唯资历、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等
倾向。

相关不良倾向影响亟须改正

“以往评职称，往往只看重发了
几篇论文、出版了几部专著、拿到几
个课题等量化指标。”多名高校教师
告诉记者，教学质量好不好、学生是
否有进步这些难以量化的内容在职
称评定考查中被“边缘化”。这挫伤
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并对学生造成
不良影响。

我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即“C 刊”）
设计研制者南京大学苏新宁教授指
出，部分高校还存在论文评价机制问
题：通过论文评价教师学术能力时，忽
视论文质量，只看论文发表刊物的“影
响因子”、是否SCI期刊、是SCI的一区
或二区，错误地将评价期刊的指标等
同于评价论文价值的指标。部分高校
将在SCI期刊上刊发论文与重金奖励
挂钩。

苏新宁等专家指出，“畸形”的评
价标准与物质利益将正常的科研评价
异化为“学术GDP”。这一方面导致国
内高校不必要的版面费开销“暴增”，
另一方面诱发学术不端行为。

职称咋评更科学

当前已有部分高校针对职称制度
改革进行有益探索。

“华松上课有三宝，案例、板书、喝
水少。”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副院长蒋
华松扎根讲台30多年，是学生心目中
的“数学演说家”。在他的职称评审材
料中，没有论文，仅有一项署名排在第
3位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
《高等数学》等教材专著。2019年，南
林调整政策，蒋华松通过主要面向教
授公共课、基础课老师的“教学专长

型”类别评上正高级职称。
北京理工大学人力资源部副部

长杨静说，2019年学校新增设专职辅
导员岗位，单独设置辅导员系列职称
晋升条件，并在职称评审工作中实行
单列指标、单独评审。工作成绩优秀
的辅导员可晋升高级辅导员、正高级
辅导员职称，分别与副教授、教授同
级别。

日前，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
院聘用一名临界态物理学专业的科幻
作家为一级讲师，教《交流与写作》课
程；引进一名无论文无项目的“海归”

教创意写作，仅因他曾在海外4所大学
任教，擅长教授中英文写作。

“教学为要。”该院院长陈跃红表
示，南科大学生急需改善他们的中英
文写作能力，“因此我们在引进教师的
时候，不看他的“帽子”和论文，就看能
不能教好。”

职称制度改革仍需闯关

受访专家指出，职称制度改革从
探索尝试到制度落地之间还需闯关。

“公平关”。“评价标准要因人而
异、因校而异。”陈跃红表示，但学历、
研究能力、学术成果、代表作等专业评
价指标本身是必需的，也是保障职称
评审公平的基础，不能抛弃。

“导向关”。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周玉等高校负责人表示，高校职称评
审标准要努力破除“官本位”，拒绝“权
力导向”；要反对学术腐败，倡导健康
的学术批评，拒绝“圈子导向”；还应当
让学术评价与高额物质利益“脱钩”，
拒绝“票子导向”。专家表示，“瞄准重
大创新，以贡献力为重要评价指标是
改革的重要导向。”

“自主关”。“目前国内不少优秀创
新成果首发在国外期刊上”，苏新宁提
醒有关部门应注意日益突显的知识产
权流失问题。

沈阳师范大学人事处处长周振田
建议，应鼓励高校教师更多成果发表
在国内有影响力的期刊上，培育中国
自己的学术价值评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