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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怡婷

优化公交专用道专用时段，允许部分

社会车辆使用公交专用道，规范设置公交

专用车道标志标线、借道区⋯⋯近日公安

部出台优化城市公交专用道管理措施，由

各地结合实际实施。通过改革寻求保障公

交车运行速度和公交专用道使用效率之间

的平衡，这是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的

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治理是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

夫”。在城市里，从交通出行到餐饮消费，

从垃圾分类到噪声治理，群众的日常生活

与城市治理息息相关。城市治理得好不

好、精细不精细，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也是适应

城市发展新阶段、新要求，打造宜居、韧性、

智慧城市的必然要求。过去 5 年，我国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60.2%提高到 65.2%，已

经步入城镇化较快发展的中后期，城市发

展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由大规模增

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

并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燃气管网、桥梁

等如何实现实时监测，红绿灯如何配时，公

园绿地如何布局等，都考验着城市治理精

细化水平。

近年来，不少城市通过绣花般的细心、

耐心、巧心，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在

上海静安，24 小时不打烊的“数字小屋”集

纳了“一网通办”自助机、公用事业费一体

缴费机、共享打印机等便民设施，将服务和

资源延伸至居民家门口；在山东青岛，当地

通过设置装修垃圾和大件垃圾暂存点、废

旧衣物回收箱、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点等，改

善垃圾分类投放环境；在四川成都，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管理平台实时监测共享单车停

放情况和投放数量，智能调度企业及时清

运⋯⋯各地实践启示我们，要提高城市治

理水平，就必须下足绣花功夫。

开展城市体检，找准“落针点”。提升

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首先要找准难点和

堵点。比如，针对公交专用道如何优化调

整，北京面向公众开展问卷调查，邀请市民

对优化改进方式提出建议。在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上，北京还探索建立“街乡吹

哨、部门报到”机制，进一步打通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把问题找准，才能有的

放矢。

注重科技赋能，磨好“绣花针”。运用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

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

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

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

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当前，部分城市通过三维可视化

地理信息平台，让各类管网一目了然；借

助前端传感器对管网运行状态进行实时

监测，实现城市安全风险的早发现、早预

警、早处置。强化科技赋能，运用好互联

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就能不断实现治理

方式的优化升级。

加强统筹协调，用好“穿针法”。提升

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推动城市管理相关部门实现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形成工作合力。例如，治堵工作

往往涉及公安交管、住建、轨道公司等多个

部门单位，只有强化统筹，才能找到行之有

效的解决思路。

城市治理是一门科学。更好地认识、

尊重和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更加注重在细

微处下功夫、见成效，必能不断提升城市环

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钟颐

近期，全国多所高校提出“彻底清理学术

不端问题论文存量”。有媒体注意到，科技部

办公厅早前已印发“关于开展论文学术不端自

查和挂名现象清理工作的通知”，清查对象为

2018年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

“学术乃天下公器，人皆不可得而私之。”

论文署名的严肃性在于，它不仅代表着科研成

果的归属，同时也表示“文责自负”的承诺。所

谓挂名，本质上就是欺世盗名、学术不端——

去年9月科技部、中央宣传部等22部门印发的

《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就明确指出，

“无实质学术贡献署名等违反论文、奖励、专利

等署名规范的行为”，属于科研失信。

学术挂名是老问题，但总有新素材，背后

的动机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吃唐僧肉”，变相

买卖论文；有的是“互通有无”，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大搞“圈子文化”；有的是“顺水人情”，友

情爱情师生情，都付挂名中；还有的是“权力的

游戏”，如导师为了评职称，抢学生的作品⋯⋯

无论事出何由，危害都是显而易见的，它伤的

是公平竞争，损的是学术尊严，侵蚀的是科研

净土，对此，决不可“蜻蜓点水”，必须重拳出

击。

科技部此次严打学术不端、倒查五年，且

将挂名乱象作为整治重点，可谓态度鲜明、动

了真格。不过，在具体操作上，也会面临不少

现实难题。不难想象，相比抄袭剽窃等其他学

术不端行为，学术挂名通常发生于“学术利益

共同体”之间，有较强的隐蔽性，存在诸多模糊

地带。比如，就“实质学术贡献”而言，目前似

乎还只是一个原则性规定，具体的裁量标准还

不够清晰，这直接关涉到相应的法律震慑力和

道德压力，尤其是相对精尖的研究，如何确保

外部评判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有待花大力气不

断探索。

对种种乱象釜底抽薪，最终还得用好科研

“指挥棒”。毕竟，无论治标层面的制度设计多

么严密，只要“利益引力”不断，就总会有人机

关算尽、空子钻尽。改变“论文至上”“以数量

论英雄”的不良倾向，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元化

人才评价体系，便显得尤为关键。这不仅有助

于克服论文“重量轻质”的弊端，更符合从长期

积累到重点突破的科研规律，想靠一纸“成果”

蒙混过关的“南郭先生”，自然也难以轻易得

逞。

名不正，则“学”不顺。论文一经发表，署

名就相当于一个公开档案，能不能经得起检

视，只是时间问题。不走旁门左道，不留学术

污点，既是对科研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唐伟

日前，哔哩哔哩发布一份青年兴趣

趋势观察报告显示，一些传统的老年人

运动项目成了年轻人的新宠儿，一些被

视作老年人拥有的兴趣爱好也在青年

群体中走红。在日常饮食上开始倾向

于食疗养生，沉迷于煲养生靓汤的如今

可不止广东人，到处都有热心网友分享

“食材怎么搭配才能祛湿效果翻倍”，可

乐不再是这些人的“快乐水”，客厅里摆

个大茶桌，养个金蟾当茶宠快乐加倍。

一直以来，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与老

年人之间有着极大的代差，比如年轻人

喜欢熬夜加班、喝咖啡提神、收工后相

约去吃夜宵；即使稍有空闲，也会躺在

床上或窝在家中打游戏，在日常的饮食

上也非常随意，通常以快餐或外卖为

主，很少自己下厨房去做可口的饭菜。

相反，老年人则更注重生活的规律性，

能很好地控制节奏，既养成了早睡早

起、经常锻炼的好习惯，又注重生活的

内容和质量，尤其注重食疗养生和体育

锻炼，生活方式更加积极健康。

近年来，地方和全国体质监测的结

果表明，在体质方面，男性低于女性，幼

儿和成年人不及老年人的结构性差异，

而且这些差异不仅未能回归常态，反倒

有继续扩大之势。造成这种反差的原

因，根本上还是在于生活方式上的差

异。年轻人的“使劲造”和老年人的“努

力养”，最终让老年人越来越有活力，而

年轻人反倒整体状况欠佳，甚至早早就

患上了高血压、脑溢血等“老年病”。

熬夜、酗酒，吃宵夜，热衷于速成食

品或重口味食品，习惯性在晚上玩手

机、追剧或打游戏，进行所谓的报复性

熬夜。不少成年人到了深夜还在街头

吃着烧烤、撸着串烧，早上忙得连水都

不愿意喝一口。“太忙”是危及健康的外

在表象，而“走心”才是最根本的因素。

放纵欲望、无所节制就会养成不良的生

活习惯，而且这些不良生活习惯还会如

圈子文化一样相互感染与影响，继而成

为一种普遍性现象。这种状况若不能

得到改善，势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

题。

生活方式具有群体性特点，相互影

响最终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年轻人健

康方式的转变，应当有一个参照。如果

任由之前的方式延续，其危害性将会更

加严重。相反，若年轻群体以老年人生

活方式为标准，并成为其忠实的粉丝，

成为名副其实的“精神老年人”，那么当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间，彼此的共同爱

好会形成群体效应，继而成为一种文化

和风气，这种积极的趋势令人欣慰，值

得提倡与鼓励。

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表明年轻群

体的观念与行为发生了悄然变化，在生

活方式上更加积极健康。何以出现此

类现象，其间原因值得总结。不过实践

和事实表明，打太极、跳广场舞、喝养生

茶⋯⋯年轻人爱上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并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后，出现了可喜而

积极的变化，不仅过程让人更加轻松愉

悦，而且也让人的身体更加健康，患疾

病的风险更少。当年轻人从躺在床上

玩游戏，到打打太极、跳广场舞、参与传

统体育锻炼，其实是一举多得。一方

面，高强度的运动会促使人脑释放内啡

肽，使人感到轻松、愉快，另一个方面，

团体社交可以使人感受到周围人的支

持，一定程度上也能缓释焦虑，并让内

分泌更加协调。更重要的是，当年轻人

爱上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后，也有利于消

解彼此之间的代沟，让年轻群体和老年

群体相处起来更加和谐而温暖。

城市治理要下足绣花功夫城市治理要下足绣花功夫

整治学术挂名乱象
要破立并举

“年轻人爱上老年人生活方式”不是坏事

当前全国多地

陆 续 迎 来 高 温 天

气。全国总工会日

前 印 发《关 于 做 好

2023 年职工防暑降

温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级工会督促用

人单位合理布局生

产现场，为职工提供

必要的个体防护用

品和高温作业休息

场所，按规定发放高

温津贴。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高温下的关怀高温下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