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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１２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
网站１２日点名道姓通报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
的１３１起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这也是该
网站连续第五次通报曝光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
败问题。

这次通报的问题主要涉及以权谋私、收受贿
赂、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吃拿卡要，违反财经纪律、
私设“小金库”、贪污挪用公款，违规执法、乱收费、
玩忽职守、行政乱作为、工作作风粗暴等。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

１３１起“四风”和腐败问题

据新华社南宁１１月１２日电 记者从广西柳州
市纪委获悉，日前，柳州市纪委严肃查处了柳州市
委维护稳定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张占良、柳州
城市职业学院院长谢名洋因酒后言行不当引发的
违规违纪问题。

据柳州市纪委通报，张占良在接受私人老板
宴请中酗酒纵酒，并对席间发生的打人行为未能
制止，也未处置好善后工作；谢名洋酒后在全校新
生军训的公众场合发表不合时宜的讲话，且行为
举止失态失范。上述两人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党员
领导干部的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通报还称，分别给予张占良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由正处级降为副处级；给予谢名洋党内警告处
分。其中，张占良为日前引发舆论关注的广西“女
子赴宴遭官员猥亵施暴”事件涉事公职人员之一。

酒后言行不当

广西柳州2名干部受严处

据新华社长沙１１月１２日电 “下属违纪违法，
上司逃不了干系。”湖南省株洲市党风廉政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１２日通报了３起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典型，５名领导干部被
追究“主体责任”或“监督责任”。

据通报，２００９年以来，株洲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杨猛在担任内科主任及副院长兼心内科主任期间，
收受商业贿赂，于今年６月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杨
猛在担任副院长以后，有班子成员提出其不应再兼
任科主任，但该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周常奇没采纳
意见并及时作出调整，导致其他人对杨猛的监督难
以实施和奏效。由此，周常奇对杨猛发生的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承担主体责任，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此外，茶陵县公路局养护中心主任谭小喜、金
星养护站站长尹小伟、茶陵县环保局局长陈璐因下
属打牌赌博问题受到主体责任追究，分别被诫勉谈
话或警示谈话；株洲市云龙示范区社会事业部人口
计生科科长周旭因被监管的某卫生院私设小金库，
被追究监督责任不到位，对其实施诫勉谈话。

下属违纪违法

湖南株洲５名领导被追责

国际科技论文背后的“灰色产业链”
——— 中国百余篇国际论文被撤真相调查

国际科技论文被视为一国科研实力的象
征。然而，今年3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社撤销43
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8月，德国施普林格
出版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64篇
论文，绝大部分来自中国。10月，拥有《柳叶刀》

《细胞》等知名学术期刊的出版巨头爱思唯尔撤
销旗下5种杂志中的9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

随着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被撤论文作者单位进行的调查，一条代写、代
投、伪造同行评审的国际论文“一条龙”服务灰
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润色”幌子下的“一条龙”服务

百余篇中国论文遭撤稿，出版方给出的理
由是“发现第三方机构有组织地为这些论文提
供了虚假同行评审服务”。

同行评议是学术刊物普遍采取的论文评审
制度。一般由出版方邀请论文所涉领域的专家
评价论文质量，提出评审修改意见。它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文章是否刊发。

中国科协副主席、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
专委会主任黄伯云院士说，调查发现第三方机
构提供虚假的评审专家信息。比如用自己注册
的邮箱地址冒充专家邮箱，评审时论文实际上
是返回到投稿者手里。投稿人冒充评审人将正
面评价发至出版方，从而达到操纵评审的目的。

深入调查发现，虚假同行评议只是这其中
的“冰山一角”。调查人员告诉记者，这几批被撤
论文中，有少数作者与第三方机构签署了一

“明”一“暗”两个合同：“明”合同是指为论文进
行语言润色服务，而“暗”的就是成果转移合同。

论文直接由第三方代写，完成后再转移给买家，
论文买卖的本质十分明显。

调查显示，这些提供国际论文服务的第三
方机构多以“语言公司”的面目在网络上出现。
表面上，他们是为英文水平不高的科研人员进
行论文润色，实际上却提供从虚假同行评议、代
投到代笔的“一条龙”服务。这些机构网罗了不
少同时具备专业知识和英语水平的“海归”充当

“枪手”，根据服务项目的不同向顾客索取几千
到数万元的费用。

除了“守株待兔”，第三方机构还会根据中
文核心期刊论文提供的作者信息情况主动出
击，给“具有国际论文潜力”的论文作者发邮件，
寻找潜在客户。

“调查表明，被撤论文中绝大多数作者均不
同程度存在学术不端。其中大多存在通过第三
方代润色、代投、提供虚假的同行评审信息等行
为，少数根本没有实验数据，直接是由第三方代
写。”黄伯云说。

灰色产业链如何能“铲断”

“撤稿事件给我国学术界在国际学术界的
声誉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再次表明我国学
术界、科学界仍然面临着学风浮躁、学术失范的
严峻挑战，学术不端行为变得更加多样、更加复
杂，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说。

针对被撤稿件存在的多种学术不端，中国
科协重申了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主要行
为规范，明确了“五不”行为准则：即不由“第三
方”代写论文，不由“第三方”代投论文，不由“第

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不提供虚假同行评
审人信息，不违反论文署名规范。

“其实每篇论文都有负责与出版社联络的通
讯作者。如果投稿人自始至终直接与出版方直接
打交道，就没有第三方代写代投的牟利空间。这
条灰色产业链也就不复存在了。”黄伯云说。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
顾问王乃彦院士认为，对国际论文的数量崇拜，
根源仍然在于科研评价体制不合理。“不同的学
科之间、理论和临床之间，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
准。不能混淆在一起，统统强调论文。”他直言，

“有些外国杂志就是靠着中国投稿人的投稿费
养活的。”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院士
看来，科学道德和科学诚信建设是持久战，要长
时效、广覆盖、重实效。“从论文抄袭到引用不规
范，从一稿多投再到枪手代写、第三方代投……
学术不端不断出现新的形式。树立好的学风，首
先要大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对个人诚信、成长
的危害。要十年二十年常抓不懈，在本科生、研
究生、教师队伍、科研人员队伍里广覆盖。还要
有切实有效的处理手段，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杨卫说。

爱思唯尔期刊出版全球总裁菲利普·特赫
根援引《美国科学院院报》数据指出，2012年关于
论文欺诈或疑似欺诈的统计显示：美德日排名
前三，中国排在第四。

“我国科研论文总数世界第二，撤稿是其中
一小部分。绝大多数中国科研人员的基本道德
操守还是好的。少数人出了问题，要调查分析原
因，总结教训。”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福院士
说。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今年以来，百余篇国际论文轮番被
撤，刺痛着中国学术界的颜面和神经。

出版方给出的理由是“发现第三方
机构有组织地为这些论文提供了虚假同
行评审服务”。

经有关部门调查，一条代写、代
投、伪造同行评审的国际论文“一条
龙”服务灰色产业链浮出水面。涉事作
者也受到严厉查办。

不少专家也指出，中国科学界的学
术不端并非主流，不能因撤稿否定我国
科研水平的总体提升和对世界的贡献。

“卖一次粮要给500元好处费”
——— 透视新卖难背后的粮食产销困局

据新华社郑州11月12日电 记者沿河南等
地持续追踪采访发现，从夏粮收购启动至秋粮
集中上市，由于粮食连年丰收、托市价格持续单
边上扬、国有库存高企，卖粮难现象开始抬头，
局地排队卖粮常态化，有的收购点甚至出现了
为卖粮而“走后门”的现象。

中储粮潢川直属库院内，各式售粮车辆排
成一队向前延伸。潢川直属库副主任张明说，潢
川直属库及辖区委托库点共计储存粮油264万
吨，虽地处稻区没参与夏粮托市收购，但经盘点
后空仓仅有40多万吨。“从10月1日启动秋粮托市
收购以来，目前已经收购10多万吨稻谷，根据往

年的托市收购量，预计仓容缺口在50万吨。”
在光山县，粮食局长郭才远也坦承，全县稻

谷总产60多万吨，但国有粮食系统仅有空仓6000
多吨，秋粮托市收购的仓容非常紧张。

粮食连续增产的同时遭遇仓容紧张，双重
挤压之下排队卖粮进入常态化。

记者注意到，随着排队卖粮的压力增大，在
一些拥有不多仓容的库点，甚至出现了“走后
门”插队售粮的现象。来自潢川县付店镇的粮食
经纪人张震海说：“我拉了5万多斤粮食，已经等
了一个星期了还没卖掉。还有的排队时间更长，
都等了10多天。但也有人来了就能卸货，一打听

人家卖的是‘人情粮’，每次要给验质员差不多
500元好处费，不用排队就能验质，验完直接过
磅入库。”

通过粮食链、资金链、土地链的传导，持续
发生的卖粮难已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造成压力。

河南唐河县土生金种植合作社副理事长邢
长印介绍，合作社成立以来，转包土地800多亩，
托管土地2000多亩，今年小麦总产72万斤，因为
品质差卖价低，原指望秋粮下来能打个翻身仗，
谁知同样遭遇了卖粮难。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杨军表示，从1978-2013

年我国粮食波动的情况看，凡是在种植利润率
较高的时期，粮食都是增产；如果粮食利润率过
低，则容易导致持续性减产。建议有关方面密切
监控粮食生产收益率变化，以确保农民种粮利
润率处于合理水平，稳定粮食生产。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有关负责人则认为，随
着库存居高不下、国内外粮价倒挂严重，实行多
年的粮食政策性收储体系正面临调整窗口期，
努力实现“价补分离”、让粮价回归市场是未来
的大方向，但在短期难以改革到位的情况下，各
地尤其应重拳严惩类似“走后门”卖粮等侵害农
民利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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