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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冯海宁

每年8月，全国各地批发商都
会赶到广西南宁市三塘镇采购八
角。这里的高峰天然香料物流中心
是当地最大的八角交易市场，一天
出货量高达300吨。然而记者近日
调查发现，这个庞大的交易量背
后，却有着一个公开的秘密：八角
市场正在被违规的“硫磺八角”吞
噬。据检测，这种八角的二氧化硫
超原标准16倍。

广西是全国八角主要产区。然
而这里的八角却与硫磺扯上关系。
新华社2012年曾报道，九成八角靠

“硫磺熏蒸”保鲜。曝光之后，当地
有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
加大执法力量，增加抽检频次，以
制止硫磺熏制八角流入食品药品
生产加工环节。但报道显示，之前
治理曾让硫磺八角淡出过一段时
间，却未从市场消失。

多数商户用硫磺熏制八角是
受利益驱使，主要是为了降低成
本、增加色泽、防止腐烂。但残留在
八角中的二氧化硫进入人体后，会
对呼吸系统、肝脏、肾脏造成伤害。
所以，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八角硫
磺属于违规，且不符合《食品安全

法》中“禁止生产超范围、超限量使
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同时，监管缺失也是硫磺八
角公开流通的原因之一。按说，
交易市场应该监督商户规范经
营，但上述市场变成了“同伙”，
在有关部门“检查的时候市场会
提前通知”。按说，硫磺八角是公
开的秘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应
该知道，理应采取严厉的监管措
施，但从实际情况看，硫磺八角
并未“熏”醒监管者，未见持续有
效治理。

“取证难、不好管”，是当地市
场监管部门对投诉者的回复。取证

难吗？笔者以为，只要监管者采取
不打招呼式的突击检查，很容易取
证。因为硫磺八角刺激性气味很
明显，检测八角就能发现超标。也
就是说，“取证难、不好管”完全是
不作为的借口。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出
口八角都需要质检报告，而市场
上大多数商户无法提供，所以，
硫磺八角主要被国内消费者食
用了，而无硫八角多数都出口到
国外。大量问题八角流向餐桌，
让人无法接受。因此，频频出问
题的八角等食品或者佐料，不妨
参照出口食品的管理方式进行

监管，经过检测才能上市。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为了确保食品安全，应该对频出
问题的食品及佐料（比如八角）
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如强
制检测。这既能保障消费者权
益，也能维护采购商、制药企业、
香料企业的利益。当然，要求批
发、零售环节提供检测报告（须
警惕虚假检测报告），并不代表
监管部门不再检测，监管部门还
要再把关。

葛公民论坛

用“信用记录”逼退学位论文作假

在学术治理中引入信用机制，用“信用记录”逼出学术诚信，逼退学位论文作假，此其时也。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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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硫磺八角”，能否强制检测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9月22日，教育部、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新
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

（下简称《意见》）。其中明确提出，
要抓住研究生培养关键环节，加大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力度，将学
位论文作假行为作为信用记录，纳
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正如《意见》所“定位”的，对进
入新时代的中国而言，研究生教育
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
造的重要使命，是国家发展、社会
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应对全球人才

竞争的基础布局。也正因如此，在
在学研究生已近300万人的今天，
作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研究生教育
大国”，我们既要为已取得的巨大
成就而自豪，也要保持应有的清
醒，正视规模扩张过程中出现的各
种问题。尤其要看到，以学位论文
作假为突出代表的各种学术不端
行为，严重腐蚀了研究生教育的品
质，让一些培养单位的学位证书变
得水淋淋的。从这个角度看，《意
见》把健全学术不端行为预防和处
置机制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诉求，
明确提出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作
为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的确抓住了研究生培养的
一个关键环节。

不仅如此，将学位论文作假行
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也
堪称学术治理上的一种突破。早在
2013年，教育部就曾颁布《学位论
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针对买卖
学位论文、剽窃他人成果以及伪造
数据等作假行为，推出了一系列严
厉的规制措施。不过，时有发生的
学位论文作假“案例”显示，这些措
施的实施效果似乎并不理想。这恐
怕跟以下两点有很大的关系。其
一，培养单位把关不严，学位论文
质量管控不到位。某些培养单位不

仅把关不严，在某些时候，甚至会
基于某种考量，故意为学位论文作
假开口子。其二，信用体系建设相
对滞后，就算发现有学位论文作假
这样的“糗事”，除非恰好被媒体曝
光，也往往会被“消化”在某个有限
的范围内。有意无意的各种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让详细、严厉的相关
惩戒措施，在执行层面丧失了应有
的威慑力。被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之后，被“记录”的学位论文
造假行为不仅会在公众面前“现
眼”，还会遭受一系列基于信用记
录的联合惩戒。看到这一点，培养
单位也罢，相关个人也好，恐怕都

会“规矩”许多。
在学术治理中引入信用机制，

用“信用记录”逼出学术诚信，逼退
学位论文作假，此其时也。接下来，
相关部门应着力做好两件事。一个
是，尽快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并建
立更富针对性、更高效的联合惩戒
机制，让学位论文作假行为更容易
辨识、更容易曝光，惩治措施也更
精准、更全面、更有效。另一个是，
强化对培养单位的监管，用好学位
授权点合格评估、质量专项检查、
学位论文抽检等手段，督促培养单
位在学位论文审查把关中切实负
起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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