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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赶时间，
老师帮学生补写“参考文献”

下周一早上，打印装订好的毕业论文就必
须摆到系教务秘书的桌上了。周五下午，徐妍
（化名）对她指导的学生“会交出什么样的东西
来”，心里还没有一点儿底。

在贵州省某高校新闻系任教的她又一次
给学生群发短信：“孩子们，下午 4点前务必将
论文最终稿发到我的邮箱里！”

徐妍的 3个“孩子”，一个在陕西找工作，
一个在湖南找工作，最后一个倒是在学校，也
天天奔波在招聘会和人才市场之间。

下午 4 点，她准时打开邮箱，已经有两篇
论文在等她了。在陕西的学生小邹还没有交，
不过他的QQ倒是闪起来：“老师，我还在改，
再等等啊。”

打开交来的两篇一看，其中一篇论文格式
不符合学校的要求。徐妍跟学生小李交涉：

“赶紧改！”
小李说：“老师，我不知道论文的格式是什

么样。”徐妍奇怪：“你们不是每人都领了一本
《本科毕业论文和设计规范》吗？”小李回答：
“没有啊！”

徐妍无法，只好叫她找宿舍的同学借一本
看看。过了一会儿，小李在QQ上发过来一个
鬼脸：“噢，找到了，是有这本书！”还安慰徐妍：

“你别急啊，我现在就改。”
徐妍气得两手搁在键盘上半晌，不知道该

说什么。
到 了 晚

上，小邹的论
文 总 算 写 完
了，可是没有
附 上 参 考 文
献。徐妍只好
再 给 他 打 电
话，可小邹很
犯愁：“老师，
我下午是在网
吧里写的，现
在 没 有 电 脑
了 ，怎 么 改
啊？我明天坐
火车回贵阳，
回来再加上行
不行？”

徐 妍 一
算时间来不及
了 ，只 好 说 ：

“算了！我帮
你加吧！”

这是徐妍工作三年来第一次指导本科毕
业生写论文。为了保证质量，她婉拒了很多学
生的请求，只留下3个学生。

后来她才知道，这么多学生想请她当指导
老师，是因为她是“新手”，被认为“好说话”。

指导论文
就是和学生斗智斗勇

对另一高校法律系的副教授欧阳微来说，
帮学生补写“参考文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事”。作为教学骨干，欧阳微每年都要带 10个
甚至更多的学生写论文：“格式不合格，我看都
不会看一眼，你改对了再交给我。”

尽管态度比徐妍“强硬”得多，但在欧阳微
看来，指导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也是避之唯恐不
及的苦差事。

“现在指导论文就是和学生斗智斗勇。”欧
阳微说，其实，学生们都知道，就业压力大，如
果因为写论文而耽误了找工作，老师们也于心
不忍，“于是，学生们就利用老师这种矛盾的心
理，一次次试探我们的底线。”

这种斗智斗勇从论文开题的那一天就开
始了。

徐妍说，开题时，她被学生列出的论文题
目“吓到了”。“一个想写‘论新闻与法治’，还有
一个题目是‘经济新闻研究’，都是大得可以出
本书的题目。我只好从头教起，怎样选择一个
小而易于着手、平时思考和积累比较多、自己

又感兴趣的题目。”
第二次讨论题目，总算达成了共识。根据

不同的题目，徐妍认真为每个学生列出了书
单，叫他们回去好好研读后再动手。

没想到，一个月后，学生们交上来的论文
初稿，和当初确定的题目根本不一样。

“后来我才想明白，我们之前讨论的论文
选题，都是他们临时搜索的或者想出来的，哪
儿有什么兴趣，哪儿有什么思考，哪儿有什么
积累？”

论文指导
包括一系列琐碎的事务

最直接的交锋当然是“抄袭”与“反抄
袭”。

“几乎没有完全不抄的学生。”欧阳微说，
区别只在于：聪明一点的学生抄书，不聪明的
学生才抄网络。

欧阳微见过的最极端的情况是：“曾经有
一个学生，第一稿拿给我，从网上下载的全文
除了作者名字外一个字没改。第二稿，又用两
篇文章简单粗陋地凑在一起，还是一个字也不
愿改。”

“其实，指导老师的工作主要就是查看学
生是否抄袭。”云南一所高校国际贸易系的副
教授李春艳说，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反抄袭”

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今年，她和同事们组织了
低年级的学生集中到电子阅览室一篇一篇地
查看，“凡是网文引用过半的，一律取消答辩资
格。”

经过比对后，一大半论文得返工重写。但
这也无法阻挡学生们“前仆后继地抄”。

“他们都学乖了，怎样抄出水平、抄出风
格，还要抄得让人搜索不到，这技巧都够写一
篇论文了。简单地说，同一句话，主动变被动，
能倒装的句子就倒装，想法子把原意换种方式
说出来。”欧阳微总结说。

徐妍说，三次易稿，其实就是逼着学生把
论文打磨得没有抄袭痕迹的过程。“最开始，他
们只加上了一些起承转合，我不满意；他们又
把几篇相似文章的内容拆分重组，我还是没通
过；最后才用自己的话重新写了一遍。”

其实，反抄袭只是指导教师职责的一部
分。指导工作还包括一系列琐碎事务，比如，
一一给学生打电话催稿——部分学生是因为
外出找工作耽误了论文写作；部分学生是因为
做事拖沓，借口找工作而迟迟不交。“这屡屡打
乱老师正常的日程安排。”

另外，一些学生依赖心理太重，想着反正
有老师把关，使得论文中谬误百出：有的语句
不通，有的别字连篇，有的连基本的主谓语都
搞不清楚，老师还要充当语文老师。许多论文
的英文摘要都是直接由电脑软件翻译出来的，
这时又需要指导老师来亲自修改那些令人啼

笑皆非的英语病句。
李春艳曾经拿到一份打印好的论文定稿，

封面上赫然写着“关于替身苏州投资环境的思
考”。翻到内文，她才明白，“替身”为“提升”之
误。

“你想想，整个封面只有一个标题和一个
作者名，这么刺眼的一个错误，他自己愣没看
出来！”

“个别学生你对他严格，他还说，老师别这
么认真，其他同学都是一个晚上赶出来的。”李
春艳说。

欧阳微说，只要不是一半以上抄袭，结构
合理，语句通顺，观点正确，一般都能通过，要
求并不苛刻。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学术训
练，一些学生尽管有自己的想法，却因为归纳
总结的能力比较差，表达不出来。

学校降低
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要求

今年，李春艳所在的学校有10％左右的毕
业生在两次答辩后仍然没能过关。这些学生
联合起来向媒体和市长热线投诉，反映学校

“无故取消”他们的答辩资格。
迫于压力，学校给了这些学生第三次答辩

机会。
“这简直是藐视我们的劳动成果。”李春艳

所在学院的全体教师抵制参加第三次答辩会，
学校只好另外找人，答辩会草草了事，除了3名
学生外大部分人都顺利过关。

学校暗中降低了对本科毕生业论文的要
求，这让指导老师们无所适从：“所以我们现在
都下定决心，以后的论文，只要是篇文章，就放
行，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但李春艳也很清楚，“有些学生轻松抄袭，
老师睁只眼闭只眼放过去了，转过身，学生就
嘲笑老师：这几个笨蛋，随便抄一篇，他们也看
不出来。”

这似乎是个困境，两边不讨好：“放水”？
遭学生嘲笑；严格？遭学校施压。

“每指导一个学生，老师只有 300元津贴，
但要看三稿甚至五六稿，每篇论文就像压在我
心头的一块石头，一压就是一年。”

“我宁可把这活儿外包！”李春艳说，“指导
一个学生论文，比自己写一篇都累！”

刚刚忙完 2005 级学生的论文答辩，李春
艳又接到通知，2006 级学生中的 27 人将由她
担任论文导师——为了与找工作的时间错开，
大部分学校都已将学生写论文的时间提前到
大四上学期。

“这是一个‘噩梦’，但年年都得做！”

据《中国青年报》

土地成本调查能否
揭开高房价秘密

国土资源部近期下发“国土资电发(2009)34
号地价调查表”，要求地方填报具体的房地产项
目土地出让价款，以及房屋售价等。土地成本在
房价中到底占多高比例，国土资源部正在进行的
这项商品房用地地价调查，或许能为外界揭开真
相。(《第一财经日报》6月17日)

中国城市住房开发中的主要成本如土地、
税费等的具体情况，至今仍是一本糊涂账，于是
百姓指责开发商牟取暴利、推高房价，要求公开
建房成本；开发商一边辩解利润并不高，一边以
商业秘密为由不愿公布建设成本，还指责土地价
格的不断提高推高了房价；一些政府部门也感到
冤屈，认为土地出让成本并没有推高房价，是开
发商牟取暴利的结果。各方莫衷一是，最终为高
房价埋单的还是处于弱势的普通百姓。笔者注
意到这样三个现象：

首先，2007年前后受到社会强烈抨击的“地
王”现象目前再次重现。继前段时间新一轮“圈
地运动”火热上演后，开发商近期扩张势头十足，
还大胆追高，使地价不断被刷新，新“地王”不断
涌现。

其次，从财政部公布的5月份财政收入情况
看，非税收入同比增长1.3倍，即各种收费增加迅
猛。一些专家认为，其中一大部分是地方政府的
卖地收入。这表明，土地交易又开始火热起来，
土地收入增加的背后，是住房建设成本的攀升和
房价上升。

第三，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曾
递交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
一项调查显示房地产项目开发中，土地成本占直
接成本的比例最高，达58.2%。此报告直指地方
政府为房地产业十年高速发展的最大受益方。
有地方政府表示将公布相关数据予以反驳，但目
前尚无下文。这至少让人产生两种猜测：一是一
些地方政府至今还无暇调查，二是调查后与全国
工商联的报告基本吻合。

以笔者对中原某省会城市几个楼盘的实
地调查看，土地成本基本占到住房销售总价的
30%~50%不等，起码可以说土地占住房建设成本
的比例不低。实际上，房价居高不下一是因为土地
成本太高，二是开发商暴利太大。

国家统计局日前称将摸底房地产开发费用
的消息，国土资源部这次又要摸底土地出让金占
房价的比重，均引起社会各界瞩目，但统计部门
在房地产领域并不是一个强势部门，它对房地产
开发费用究竟能“摸”到何种程度，社会各界心存
疑虑，国土资源部也仅仅下发了一个调查表格。
衷心希望更强势的部门、更高层次的机构出面或
支持这两个部门，把住房开发费用构成、土地占
住房成本的比例，彻底搞清楚。 仁 和

据报道，好莱坞中国功夫明星李
连杰被证实已经加入新加坡籍，并在
新加坡市区购买了价值 1400 万美元
的房产。该社记者试图联系新加坡移
民局以确认此消息，移民局人员以遵
守移民局的保密规定为由没有给答
复。报道说，李连杰的“壹基金”在北
京公司的工作人员拒绝对此作出回
应。李连杰是继去年巩俐之后的又一
位入新加坡籍中国明星。

李连杰加入新加坡籍的消息，让
一些人再次热议起了爱国与不爱国的
话题。实际上，一个人加入某个国籍和
爱国有什么关系呢？身在海外或加入

他国国籍者，一样能为国做贡献！爱国
不爱国，不能以某种简单形式而衡量或
论之。比如功夫明星李连杰，可以在海
外弘扬和发扬我国的武术及功夫电影，
使世界上更多的国家了解和喜爱我国
武术及功夫电影。这难道不也是爱国
行为，不是也为国做贡献么？

一个人加入他国，原因有很多
种，比如工作、事业、婚姻等。每个人
都希望自己生活幸福，每个人都在寻
找适合自己幸福生活的地方。这是一
个人的自由，他人又有什么可以非议
的呢？更何况，加入他国国籍，并不等
于忘记了自己的祖国。在过去，许多

爱国华人在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不
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吗？

如果将加入他国国籍即视为不爱
国行为，那么世界上将有多少人变成
了不爱国者？身在海外的华人和加入
他国的华人，其数量是相当惊人的！
若将他们一例视为不爱国者，岂不是
将所有爱国华人一棍子打死了？如此
武断行为，还怎能激起他们的爱国情
怀，还如何让他们去爱自己的祖国？

一个伟大的祖国，必有其博大的胸
怀！李连杰加入新加坡籍，已经不是个
案，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夏 才

城管眼神必杀技是一种软暴力
50余名执法队员围站成一圈，双

手背在身后，沉默地注视着食客和坐
在一旁的老板。几桌食客原本旁若无
人地大吃大喝，最终抵挡不住，将占道
的餐桌搬进了店内。这是记者随武汉
洪山城管执法大队参与占道夜市排档
的整治，看到如此有趣一幕。

传说中的眼神杀人，本来只有古
代武侠小说或者现代玄幻小说中才能
出现，想不到今天却成为现实。这些
食客也忒老实了一点。试想，摊主占
道经营，碍我食客何事，你城管队员凭
什么在旁边看我吃喝？而摊主也算本
分，试问，以 50 余名城管执法队员的
规模，他们能坚守到何时？小不忍则

乱大谋，小忍忍，时间长了，城管队员
要么作出其他举动，要么尴尬地选择
撤退，而那时，笑的不是摊主吗？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在，所以笔
者对城管“眼神执法”有点不以为
然。毕竟，城管经费有限，所能供养
的人数有限，如果推广这一模式，人
数少了，眼神形不成杀伤力，人数多
了，以城管目前的规模，一天能整治
多少摊点？到最后，只能是不了了
之，再好的创意也只能在无情的现实
下败下阵来。

而且，这种所谓的文明执法其实
是一种“软暴力”。据广州日报6月17
日报道，针对暴力抗法抬头，广州市常

务副市长苏泽群表示，城管队伍要坚
持文明执法，“城管要用心去执法，不
要蛮劲去执法，要想办法去执法，要不
战而屈人之兵”。这种“眼神执法”大
概就属于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

其实，真正的文明执法很简单，
它看重的并不是形式创新，而是内心
的接近。真正的文明执法，一定要做
到心中有市民，手下有真情，要合理规
划城市，充分尊重弱势群体的需求。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由于多种
原因，当前城管执法很难。正因为其
难，城管执法才面临更高的挑战。在
这其中，城管只有想民念民，才能执好
法得民心。 建 国

漫画：软裁员

“让你的公司既达到裁员目的，又避免高额补
偿。”近日记者发现，一些培训机构竟然开出裁员
培训班，声称可教授企业“软裁员”手段，迫使员工
主动辞职。对此，劳动法专家提醒，如果企业在处
理劳资关系时恶意规避法律，不仅伤害员工积极
性，还有可能被惩罚。(6月17日《新闻晨报》)

为教企业软裁员，沪上惊现培训班。
逼人主动来辞职，补偿还可不用担。
缺德伎俩若得逞，多少饭碗没得端。
职能部门该介入，打击无良莫手软。

唐春成 漫画 张洪 配诗

陆副校长
到底写了多少署名文章

日前，国内权威学术期刊《哲学研究》刊登署名“陆杰荣、杨
伦”的文章《何谓“理论”？》，被证实抄袭自云南大学讲师王凌云
多年前讲稿，该文至少80%内容复制了王的文章。而陆杰荣先
生不仅是辽宁大学副校长，还主管辽宁大学学科建设，我在网
上一查，还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指导委员会委员”，发表过很多
诸如“‘与时俱进’的哲学内涵”之类的文章。

这样一个学术界很有地位的人物，居然署名为第一作者
的文章中出现80%都是剽窃，实在令人发指，堪写入新版《儒
林外史》。更让我吃惊的是，看到辽宁大学校方的正式回应，
学校党委书记说：“几个月前，杨伦给陆杰荣邮来多篇论文，称

‘请老师帮忙修改’。陆杰荣挑出两篇修改，其中就包括《何
谓“理论”？》一文。后杨伦表示想发表的意向，但需有陆杰荣
的第一署名，陆同意了这一要求。杨伦承认，文章是几年前从
网络上下载的。”最后校方的处理态度是“要求杨伦出面澄清，
并做好后续道歉或赔偿工作”。

本来副校长署名文章剽窃，严肃惩处以激浊扬清也不失
明智。而辽大对于此事的调查结果，非但没有正视陆副校长
败坏学术规范的问题，反倒把他当成了热心帮助学生的“活雷
锋”，把全部责任推到了学生身上。辽宁大学作为我国东北地
区学术重镇，以此作为对社会的交代，逻辑之混乱荒唐，更将
使这所有悠久历史的著名高校斯文扫地。

首先，论文要在学术期刊正式发表，第一作者的署名权是
非常严肃的，不是官员排名，谁官大就排在前面，而是对该学术
论文的创意和研究具有第一知识产权的，这不仅是学术规范而
且是最基本的学术廉耻。如果一篇论文80%是抄袭，而陆杰荣
作为第一作者署名，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明知故犯怀有侥幸
心理，想借助自己的名望侵占他人的成果；第二种可能，就是陆
杰荣对这个课题领域并无认真思考，尤其没有做过基础的文献
阅读，却依仗自己的地位厚颜署名为第一作者，否则不可能对
一篇抄了80%的文章，都看不出一点儿问题来。

辽宁大学校方的解释是陆副校长古道热肠，为了帮助学
生的论文发表，所以署第一作者，这是讲不通的。首先要是帮
助学生，陆副校长写一封推荐信也未尝不可，是谁要求一定把
他作为第一作者？如果《哲学研究》的一篇论文一定要把一个
著名学者署为第一作者才能发表的话，这说明这个刊物的编辑
和编委就是拉关系走后门的滥竽充数之辈，尸位素餐却毫无学
术判断力，这个所谓“核心刊物”、“权威刊物”算是烂掉了。

就算《哲学研究》是一本烂刊物，而作为教育部高校指导
委员、主管辽宁大学学科建设的陆教授，按理说是“教授中的
教授”，就可以掠他人之美于自己名下么？不管是不是为了帮
助学生，在没有实际参与写作的论文上署名，本就是一件不光
彩的事情。

试问，以往陆教授还有多少次这样“帮助”过学生？我在
网上看到陆教授也快是著作等身的人物，他能达到今天的学
术地位的学术简历中，能否一一列清有多少篇文章是“帮助学
生署名”的，有多少才是他自己的“亲笔”？

辽宁大学的党委书记，如果能够把这样恶劣的学风不视
为学校的耻辱，还把这样“帮助学生”视为理直气壮，党性何
在？可惜了辽宁大学这所悠久历史的学校，在这个时代，在这
帮人手里，怕是烂掉了。 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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