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一个名为“Retraction Watch撤稿观察的网站
近日显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有学者的11篇论
文因学术不端行为被学术期刊网站撤稿。10月21日晚
清华深圳研究生院对此作出回应，相关研究生已于
去年被撤销博士学位，其导师也停止了招收研究生
的资格。(10月22日《科技日报》)

这起“撤稿门”之所以引发热议，既是因为涉及
名高校，也是因为在媒体报道之前，校方从未就此事
公开发声，也没有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那么，有的人可能就不太理解，一向治学极其严格的
名校为何也出现学术不端？既已严肃处理，为何不向
社会公开结果？

显然，不论名校还是非名校再现学术不端事件，
都说明治理学术不端现象形势严峻。尽管有关部门
已经出台《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等制度和相关文件，
各所高校也采取了不少应对措施，但仍然无法杜绝
学术不端行为再次发生。

上述高校也高度重视这一事件，比如2016年3月
导师收到举报后，核查发现博士生存在自我抄袭等
问题，随即与相关出版机构沟通提出全部撤稿的要
求。2017年校方又撤销了造假作者的博士学位。同时
停止导师招收研究生资格并撤消其相关职务，体现
了严厉的治学态度。

不过，这起“撤稿门”仍然暴露出多个问题，比如
校方对造假作者就读博士生期间发表的论文缺乏有
效监督，致使问题论文带来不良影响。再如，有专家
指出，有关方面错把一些成果量化指标和学科评估
结果当作科学研究本身，诱使部分科研人员为追求
量化评分不择手段。

也就是说，这也反映出学术不端行为产生的土
壤仍然存在。此外，校方虽然把处理结果在校内进行
公告，但外界并不了解这一事件及其处理结果，即没
有对社会发挥应有的警示教育作用。校方这么做，大
概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不愿公开“家丑”；二是相关
规定不太明确。

其实，校方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表
面上看会影响学校形象，但勇于面对“家丑”能赢得
公众好感，能充分表明校方对待学术不端行为的真

实态度。所以，凡是涉及学术不端行为的高校，都应
及时主动公开相关信息，要意识到对学术不端的处
理与公开同等重要。

因为公开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除了表明校方
治学态度外，对事件当事人是一种形象、声誉上的惩
罚；对其他师生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警示。另外，尊重
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对于规范全社会学术行
为也有正面意义，还有利于提升我国学术界在国际
上的形象。

高校只在校内公告，与相关制度不明确有关。所
以，治理学术不端现象，需要完善明确的制度作为基
础。如果有明确的规定，某些高校就不会选择性通报
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当然，高校也需要勇于面对学
术不端事件，要以不怕“家丑”外扬的态度表明态度。
当然，有关方面确实也需要改善学术研究的土壤。

日前，13岁的农村男孩小光接受《焦点访谈》采
访时说，“不玩游戏和同学没有共同语言，将来打
算初中毕业就不上了。”公共图书馆短缺、体育设
施匮乏、有线广播电视覆盖率不够高、农村电影市
场缺乏动画片，在农村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表
象下，还有更多的农村生活深层现实值得探究。（10
月22日《新京报》）

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留守儿童的精神诉求
与情感需要通常得不到满足，乘虚而入的网游便
成为他们的一种寄托。“不玩游戏和同学没有共同
语言”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小光们”精神世界的
苍白与贫瘠。

面对“网络沉迷”，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指责
留守儿童不懂得抵制诱惑、缺乏管理欲望的能力、
不会进行自律和自我约束，也不能生硬、冰冷地批
评质疑他们的父母不负责任、不关爱孩子。毕竟，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
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乡村青少年的“网络沉迷”，说到底就是人口
流动给乡村带来的人文困境；人文教化的飘离，让
许多农家子弟即使明白“读书有用”，却依然难以
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消除“网络沉迷”，不仅
需要以家庭为核心的“自我救赎”，也需要补齐乡
村文化短板，为孩子们提供更有品质、更有营养的
精神食量。

这两天，不少上海人的朋友圈被上海中芯国
际小学后厨的烂番茄刷屏。上周三中午，一些家长
进入幼儿园的后厨发现，孩子们除了可能吃不饱，
还可能面临着更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据上海浦东市场监管局的回应，监管人员19
日晚现场检查时发现，该校食堂蔬菜筐内的西红
柿存在发霉现象，冰箱内存放的半成品加工日期
标注为10月20日，厨房内部分调味品及半成品超
过标注的保存期限。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对
风险食品予以封存，同时责令校方立即停止原承

包商供餐。
成筐发霉的食物，这样的后厨景象突破了大

多数人的想象力。本次事件启示我们：即使是收费
不菲的私立幼儿园，其食堂操作的透明度依然非
常低，而且家长支付更高的费用，未必能够买来高
质量的幼儿园。所以，此事留下的公共教训是，关
于幼儿园乃至所有学校的食堂操作，公立也好，私
立也罢，到底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标准化操作范式
和监管模式，以确保最低限度的底线不被侵犯。

（文/光明网 漫画/张建辉）

10月20日晚间，一篇“小声比比”微信公众
号发布的文章《估值175亿的旅游独角兽，是一
座僵尸和水军构成的鬼城?》引发行业关注，文
章称，一家名为“乎睿数据”的团队，通过数据抓
取和分析，发现旅游网站马蜂窝上有七千多个
抄袭账号，合计抄袭572万条餐饮点评、1221万
条酒店点评，占到其官网声称总点评数的85%。
22日上午，马蜂窝发布声明称，点评内容在马蜂
窝整体数据量中仅占比2 . 91%，涉嫌虚假点评
的账号数量在整体用户中的占比微乎其微，马
蜂窝已对这部分账号进行清理。（10月22日《新
京报》）

马蜂窝既然承认平台上的数据有抄袭、造
假等嫌疑，就应自查自纠，把问题账号和虚假数
据清理掉，并找出问题的根源，制定有效的内容
甄别机制，防范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而且，对于
该团队的曝光和批评，马蜂窝应感谢才是，否则
任由虚假数据充斥平台，迟早会将平台拖垮。

马蜂窝事件捅破了互联网的数据造假“马
蜂窝”，将这个问题揭露在众人面前，使得各方
将目光聚焦于此。审视互联网行业普遍存在的
数据造假行为，希望能够找到有效的治理手段，
遏制数据造假泛滥成灾的现象，督促互联网行
业步入规范化发展，不再依靠弄虚作假糊弄大
众。

近年来，许多互联网企业凭借技术优势，用

各种手段在数据里掺水，以获得“靓丽”的业绩
增长，进而吸引用户和投资者。而类似的数据造
假行为，媒体已经多次曝光，相关证据确凿充
分，甚至部分从业者也直言不讳，声称数据造假
是行业的“潜规则”。可是，造假者的违法成本很
低，甚或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导致数据造假行为
肆无忌惮，整个行业都陷入比拼造假的漩涡里，
令数据严重失真，误导用户和投资者。

《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电子商
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
品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
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由此可见，互联网企业
数据造假行为，不仅有违商业道德，亦触犯了相
关法律，扰乱了市场秩序，涉嫌恶性竞争，应予
以禁止和纠正，并对造假行为依法处罚。

互联网行业数据造假行为性质非常恶劣，
该“马蜂窝”被网友公开“捅破”是好事，尽管会
因此引起很多争议和纠纷，但将其由暗箱里挖
出来，晒在阳光下，就会形成公开消毒的效果，
令遭到污染的数据得以净化，还原数据的真实
面目。希望以此为契机，将更多的互联网企业数
据造假行为曝光，把这个行业的“马蜂窝”彻底
捣毁，敦促互联网行业公开透明，依靠真实本事
赢得市场竞争。

近日，蚂蚁保险联合信美相互推出大病“相互
保”业务：芝麻分650及以上的蚂蚁会员(60岁以内)0
元加入，每月支付一定金额，可享受覆盖100种大病
的10万或30万保障金。（10月22日新华网）

大病“相互保”没有线下保险的高门槛，除了
具有一些年龄限制之外，没有其他更多限制条件，
对参保者的身体状况不作任何要求，参保与退出
也极为方便，但便捷与风险总是如影随形。

首先，由于参保可以随意加入和退出，权利与
义务不受任何影响，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很多人就
会考虑在健康时不投保，等患大病时再加入其中。
这样的投保者多了，分摊费用随之增加，导致更多
人需要重新评估投入与收益，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保障的病种虽然提前划定，但诊断疾病
是个技术活。譬如，冠心病有心绞痛和急性心梗之
分，心绞痛属普通慢性疾病，急性心梗则属于死亡
率较高的大病。但两者的诊断并无清晰界线，若有
医生在诊断上做手脚，就可能让心绞痛发作期的
患者打擦边球获取保费传统的商业保险。而且，

“相互保”的所有赔付费用都分摊给投保者，赔付
多少不影响平台的收益，用别人的钱不心疼，机构
缺乏严审费用的动力。费用监管不力，影响参保者
的积极性，也容易陷入纷争当中。因此，“相互保”的
确属好创意，但其中存在的风险同样不容低估。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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