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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不端事件在多所高校发生。受访对象表示，这些事件折射
出部分高校面临学风浮躁、学术失范的严峻挑战，也暴露出当前高校学术评
价机制僵化、科研诚信监管缺位、造假者痛感不强等问题。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频频曝光
把鼠的实验数据“嫁接”在以猪为实验对象的论文上；不同论文，不同实

验，用的却是同样的数据；同一张实验结果图，可以被随心所欲描述成不同
实验对象……1月16日，一份署名为华中农业大学11名硕士生、博士生的举
报材料，详细列述了他们导师黄某某的学术不端和师德失范行为，引起广泛
关注。

经华中农业大学调查组调查认定，在学术方面，黄某某作为通讯作者发
表的10篇论文存在伪造、篡改实验数据和图片，2篇论文不当署名；1项科研
项目的申请书和1项科研项目的结题报告使用了存在学术不端的论文；主
编出版的《饲料智能加工生产学》教材重复了他人出版教材的部分内容，且
未注明出处。

近年来，高校学术不端行为频频曝光。2020年11月，天津大学化工学
院硕士生以一份长达123页的材料，实名举报该院张裕卿教授为其女儿学
术造假。后官方回应认定张裕卿教授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天津大学已将其
解聘。2023年4月20日，教育部公开曝光第十二批7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典型案例，其中认定长安大学建筑学院教师许某在某期刊上发表
的论文存在研究内容剽窃等违规行为。

记者梳理还发现，过去几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多次通报科研
不端行为案例，其中2023年分两批次共通报了32项案例，涉及多所高校。

评价体系单一，监督力度不足
“没有文章就没有课题，没有课题就没有文章。”国内某高校教师说，当

前高校评价体系单一，以科研成果论英雄，职称晋升、评岗定级，课题、奖项
申报等都需要论文。

“老师发文追求短平快，源于制度设计本身就是短平快的。”国内一所高
校的老师说，学术造假屡禁不绝与“制度效应”大有关系，比如评聘职称、评
奖评优、绩效考核都要靠论文，现在一些高校“非升即走”，教师压力大，为了
赶上发表节奏，就可能出现不理智行为。

“大多数高校对教师的考核晋升都以科研为导向，各种课题申报、基金
项目都需要一定科研成果作支撑，当教师通过常规途径无法完成科研任务
时，就可能铤而走险，出现抄袭、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国内核心期刊
一位编辑说。

还有受访者表示，我国高校部分教师薪酬待遇较低，有通过科研快速增
加收入的动力。一位高校理工科博导告诉记者，在“985”高校里，讲师低的
年收入20万元左右，常规的四级教授30万元左右。有的理工科科研项目有
间接费用，占项目经费25%左右，这是项目负责人可以直接支配的费用，一
定程度上助推部分教师追求科研成果“短平快”，滋生造假。

记者了解到，《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明确要求，高
等学校应当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风建设方面的作用，支持和保障学
术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调查、认定学术不端行为。不过，受访对象表示，
虽然高校一般都设有学术委员会等监督机制，但僵化的评价体系限制其
发挥作用。

“学校的考核评价导向就是科研成果，如果这种机制过于强大，常常否
定学校的‘成果’，会给学校造成不必要的名誉或者实际损失，学校是不愿意
看到的。”一位高校老师说，有的举报虽然到了学校，但学校怕引起舆论，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一般不会对外公布结果，导致造假者痛感不足。

制度要扎牢，处罚要严格
近年来，我国整治学术不端行为的力度不可谓不大。近期，针对国外出

版机构撤回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一事，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发布通
知，要求各高校开展撤稿论文自查工作，核实论文撤稿原因，严惩学术不端
行为。

不过，相关人士指出，长远来看，相关的学术评价和科研诚信体系仍亟
待完善。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姚荣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法规，从不同角度对高校老
师在师德师风、教育教学、学生工作、科研等方面做出了相关要求。要进一
步健全高校学术不端的预防和管理体系，增强主体责任，形成学术不端行为
治理的制度链条。

“从国家层面来看，需要进一步完善学术评价体系，深化职称评聘制度
改革。”受访教育界人士认为，虽然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制度改革破冰，强调

“破五唯”，但后续未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只破未立”造成高校无所适从，最
终还得靠“论文”来衡量。要加快形成多元化的评价机制，从教学、科研、社
会服务、社会贡献等方面综合评价老师，不搞一刀切，让评价机制真正发挥
正向激励作用。

此外，真正做到对学术造假“零容忍”，还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高校学术
不端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预防和惩处机制，建立完善科研诚信机制，加大对
学术不端的惩处力度。同时要加强科研诚信宣传教育，多举措强化高校教
师的学术素养、诚信意识、法律意识，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 新华社电

高校学术不端存在哪些问题？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记

者徐鹏航 彭韵佳）根据国家医保
局等 4 部门近日印发的一项通
知，2024年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工
作首次开展“回头看”，将从往年
已经飞行检查过的定点医疗机构
中，抽取一定比例进行“回头
看”。

这项《关于开展2024年医疗
保障基金飞行检查工作的通知》
由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
发。

根据通知，此次检查采取
“国家组织、各省交叉、属地配
合”的模式开展，将实现全国各
省份全覆盖，并进一步增加抽查
城市范围。每个省份抽查城市数
由以往每年每省份 1 个增加为 2

个，其中省会城市必查。同时将
同步检查一定数量的公立定点医
疗机构、民营定点医疗机构和定
点零售药店。

针对定点医疗机构，重点查
处五个方面：一是聚焦重症医
学、麻醉、肺部肿瘤等领域，查
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
重点查处欺诈骗保问题。二是聚
焦心血管内科、骨科、血液净
化、康复、医学影像、临床检验
等以前年度已经重点检查并自查
自纠的领域，检查是否按要求自
查整改。三是针对“回头看”的
定点医疗机构，重点关注以前年
度检查发现的问题是否仍然存
在，是否整改到位。四是聚焦药
品耗材网采情况，重点关注公立
医疗机构是否按规定在省级集中

采购平台采购全部所需药品耗
材。五是针对收治跨省异地就医
患者，检查是否存在违法违规使
用医保基金的行为。

针对定点零售药店，重点查
处三个方面：一是虚假购药。伪
造处方或费用清单，空刷、盗刷
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二是参
与倒卖医保药品。三是串换药
品。将医保基金不予支付的药品
或其他商品串换成医保药品进行
医保结算，伪造、变造医保药品

“进、销、存”票据和账目。
通知明确，重点检查2022年

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
医保基金使用、管理及有关内部
控制制度建设、实施等情况，如
有需要可追溯检查以前年度或延
伸检查至2024年度。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记者孙少龙）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4月28日
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3
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85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0855
人（包括94名地厅级干部、702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450人。

根据通报，今年3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3162起，批评
教育和处理4779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
题最多，查处280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252人。

根据通报，今年3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4697起，批评
教育和处理6076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2216
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612起，违规吃喝问题1015起。

2024年医保基金飞行检查首次开展“回头看”

4月26日，游客在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花
海景区赏花游玩（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周秀鱼春摄）

春日正暖，漫步花间。赏花正成为游客休闲出游的重要选择。但鲜花
季节性强、花期短的特性也让人生出“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感慨。
如何延长美好，带动赏花产业“常开不谢”？

花开客来花开客来

“李花开了，春天的气息就近
了。”2月底，福州市永泰县嵩口
镇大喜村的李花如白雪点缀山
间，大喜村党支部书记黄时杰
说，“李花盛放期间，每天慕名前
来的赏花游客有上千人。”

永泰县种植有7.6万亩李树和
6 万亩青梅树。永泰县蒲边村青
梅种植大户廖锦钊说，春节前，
大樟溪沿岸的梅花树下人潮涌
动，专门乘车来赏梅的游客将村
口的路堵了好几里，不少车挂着
浙江、上海牌照。

福州千年古刹林阳寺的住持
释修达说，这几年来此赏梅的人
逐渐多起来，寺里在梅花树下新
备了茶桌等设施，供游人煮茶、
赏景、叙谈。林阳寺从20年前开
始大面积种植梅花，已成为当地
有名的赏梅景点。

1 月底，福建省樱花协会、
福建省休闲农业协会发布16个樱
花网红“打卡”点名单。位于福
州西郊的鲤鱼洲樱花园是其中
之一。福建省樱花协会会长黄
勇 军 说 ， 福 建 赏 樱 游 渐 成 趋

势，目前全省樱花种植面积约
10 万亩，“福建省 2023 年樱花文
化旅游节”吸引游客 173 万人次
赏樱。

2 月 2 日，龙岩市 2024 年樱
花文化旅游节暨漳平市第十三
届樱花文化旅游节在龙岩漳平
永福镇开幕。台品樱花茶园是
旅游节的核心景区，一树树娇
艳的樱花在茶园铺开。茶园负
责人谢东庆介绍，樱花盛时平
均一天有 2 万至 3 万名游客前来
参观。

““颜值颜值””变变““产值产值””

花开花落，花期有限，福建
不少地方以花为纽带，探索“赏
花+休闲采摘”“赏花+煮茶”等
模式，探索打造观赏游玩、采摘
加工、文化休闲等新业态，赏花
经济新路径越发清晰。

大喜村现有5家民宿和2家餐
饮店，已围绕赏梅、赏李形成

“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全业态产
业链。黄时杰说，村民借赏花季
摆摊售卖茶油、蜂蜜、李干、土
鸡、土鸭等土特产，将初来乍到
的“赏花客”吸纳为农特产品的

“回头客”。
行走在永泰县葛岭镇文埕

湾，只见村民在外墙上贴上红
纸，写上“汉服出租”“各种小
吃”等字样。沿文埕湾的步道
拾级而上，一座两层带小院、
土木结构的建筑映入眼帘，周
围一片白色“梅海”。这是文埕
湾·栖心民宿，由“85 后”青
年陈晨于 2019 年返乡创业时开
办。

“这几年，民宿的生意越来越
好 ， 旺 季 11 间 房 几 乎 天 天 满
房。”陈晨说，民宿为赏花客提供
赏花场景、青梅采摘、青梅酒和
酸梅汁制作等多种休闲选择，赏
花客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

今年春节，游客在台品樱花
茶园赏花又多了新选择——乘坐
小火车。谢东庆说，与当地文
旅集团合作铺设长达千米的赏
樱轨道，3 辆粉红色的小火车进
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预计
今年樱花季的门票收入将达到
500万元。

化化““流量流量””为为““留量留量””

“赏花热”下，海量游客既带
来新的收入增长点，也考验着景
区服务效能。记者采访发现，“赏
花热”刚兴起时，一些景点接待
能力跟不上，垃圾回收、公共厕
所、停车场等配套设施规模不
足，一些景区附近的村民没机会
搭上“顺风车”，对大量涌入的游
客颇有怨言。

化“流量”为“留量”，做好
规划、配套很有必要。既要持续
挖掘“既赚吆喝又赚买卖”的路
径，提高赏花经济效率，也要完
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接待能
力，优化游客赏花体验，让“好
花常开，好景常在”。

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院
长林明水说，游客前往目的地赏
花，基本是无门票的一日游，消
费集中在出行、住宿、餐饮三大
环节，游览、购物和娱乐环节消
费较少。未来可开发更多的文创
产品和配套游玩项目，挖掘游客
消费潜力。 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