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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华

近日，一场关于中国是否应该斥千亿元
巨资建造超大对撞机的争论引发社会关注。

以菲尔兹奖获得者、数学家丘成桐和中
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为代表的
一方主建，认为这是基础科学及高技术研究
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领域，可以在技术发展
和人才引进方面产生巨大效益。

而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
宁为代表的另一方则持反对意见，认为项目
耗时长、费用奇大、是个“无底洞”，且有美国
终止建造大对撞机的“前车之鉴”。

科学的生命力系于伟大的新发现。通
过大科学装置寻找微小粒子，是物理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此指引下，科学家们寄

希望于通过超大对撞机来探索更高层次的
微观世界，从而找到宇宙起源的亘古秘密。

而建设大科学装置意味着巨额的资金
投入。不少国家为钱所困——经费不足是
导致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计划 SSC 终止的
原因之一；日本文部科学省同样在顾虑开支
问题，期待更多国际资助。

因此，对我国而言，超大对撞机上马与
否，拍板前的辩论越民主、越充分，越有益于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建设创新型国家，要花
钱的地方很多，有限经费投到哪里，要遵循
科学理性和行之有效的决策程序。

争论各方要多发科学理性之声，充分辨
析什么当投，什么不当投，什么必须现在投，
什么可以未来投。决策者要多听科学理性
之声，胸怀创新自信又不妄自尊大，立足国

情把握机遇与窗口，该出手时不犹豫，该坚
守时不盲动。

对于超大对撞机项目的决策，首先，立
项报告应当明确阐述立项依据和运行模式，
科学意义和可预期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其他
基础研究和高科技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其
次，组织国内外小同行和大同行对项目的科
学意义和其他效益进行评估，并形成专门评
估报告；第三，经费预算应充分考虑大科学
装置的使用和维护也需要巨额投入，务求精
准。

平等的学术争论能为科学发现之旅输
入强劲动力和新鲜血液。不论超大对撞机
项目是否上马，何时上马，顶尖的观点交锋
迸发的理性之声，都有益于孕育出不负祖
国、不负时代的科学决策。

民警一声道歉 为何赢得一片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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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就业”应有度
□李小将

新生入学季，毕业生就业季，最
近，“慢就业”这个词常被提起。所谓
“慢就业”，是指一些大学生毕业后，既
不打算马上就业也不打算继续深造，而
是暂时选择游学、支教、在家陪父母或
进行创业考察等，慢慢考虑人生道路的
现象。（人民网）

“慢就业”是相对“毕业即就业”而言，
折射出当代大学生就业观念的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慢就业”，这与当前
大学生就业形势不乐观有很大关系。每
逢毕业季，由于部分大学生一时半会找
不到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工作，又不想委
曲求全，只能通过“慢”来放慢就业的
脚步。

在笔者看来，大学生通过“慢就
业”给自己一定的时间来规划人生道路
也没什么不可取，但这种“慢”，一定要
建立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因人而
异，一定要有时间限制，且不宜过长，
更不能成为逃避社会、不就业、不工作
的借口，毕竟青春有限，经不起随意挥
霍。

超大对撞机：观点“对撞”有益科学决策

网约车政策落地不能“跑偏”

□阅 尽

9月3日晚，在重庆涪陵一家餐馆内，警方
展开了一次抓捕行动。嫌疑人暴力抵抗，抓捕
工作一度受到阻碍，民警的衣服也被撕烂，现
场有些狼藉。嫌疑人被带走后，一位年轻民警
双手抱拳，向在场的食客说了句“打扰大家用
餐，我向大家道歉。”这个举动让在场群众纷纷
竖起大拇指，公安部微博也点赞。（新华网）

为何民警的一个小小举动会引来如此关
注和点赞呢？换句话说，民警的道歉是必须的
吗？按照国人的思维，说声道歉对不起，那是

因为做错了事。但警方抓捕嫌犯，是执行公
务，何错之有？即使惊扰了影响了旁人，也是
没法子的事。民警有什么“歉”好道呢？显
然，民警即使不这样做，乒乒乓乓抓了人就走，
全不顾观者是何感受，旁人也没啥好抱怨。

但警方这样做，真的就好吗？显然未必。
警方执法确实可能波及旁人，这对旁人则是无
谓的不应该的。就像重庆警方这次行动，就可
能惊吓着旁边食客，造成恐慌或不愉快。那
么，警方该不该做些安抚或道歉工作？

这就涉及执法的文明问题了。在文明社
会，人与人都是平等的，应互相尊重。哪怕你
是“官家”，也不可随意骚扰百姓。即便执行公

务，亦应将可能对不相关人群的影响降至最
低。当事民警的道歉，正是基于这一逻辑。

我们常说要文明执法，但执法文明的精髓
恰恰在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中。做错事固然要道
歉，没做错但对他人造成不便或打扰，也应主动
获得对方谅解。这不仅彰显公职人员的个人修
养，也能由此展现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准。

其实，重庆民警的道歉不过是一件极为寻常
的小事。但寻常小事变成“大新闻”，引发网络的
热议，这又不寻常了。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样
的事还不多见，不仅当事围观者觉得稀罕，网
友看后也是“眼前一亮”。许多人说从中看到
了警察素质的提高，更看到社会的法治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