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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为它做点什么？”

2019年7月，进藏的第二天，韩芳就坐上120急救车。

头痛、呕吐……高原反应比她想象中更痛苦和漫长。

拉萨的医生仔细检查后对她说：“你就是缺氧，没生命危

险。”听说她次日要去那曲时，医生摇头说：“那你可能去了

会更受不了，那边比拉萨还高1000米。”

就此回杭？韩芳不甘心。她提上罐装氧气和零星药

品，跟随大部队上路了。

车程漫长，一路是连绵不断的山，“这片土地贫脊而辽

阔，是祖国的一部分，我该为它做点什么？”这一想法，盘旋

在韩芳心里，也盘旋在各位援藏律师的心里。

暖心的粉色床单

事实上，不仅仅是韩芳，其他几名律师在援藏期间，均

经历了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徐佳侃因为严重缺氧，吸氧、

吃药已成她在那曲的常态；张会佳工作时，时常头晕恶心，

总是赶回宿舍紧急吸氧；项恒常年经常睡不好觉，总是两

点未入睡，六点又醒了……

与此同时，进藏后，律师们还要克服语言关，由于当

地多数群众听不懂普通话，因此开庭时都是藏汉双语进

行庭审，原本3小时能结束的工作，在那曲几乎需要一天

时间。

千难万难，想到群众、政府对法律宣传及律师服务的

迫切需求，感受到当地公、检、法工作人员对援藏律师的尊

重，律师们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韩芳依然记得，刚到那曲时，律师公寓还没建好，当地

司法局在单位职工之家，给她挤出了一间房，还为她新买

了床、柜子等，知道她是女同志，还特意准备了粉红色

床单。

“白加黑”“五加二”

那曲市总面积43万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然而，

全市只有1家律所、2名社会执业律师，市法律援助中心仅

有3名援助律师、2名公职律师。案多人少致使援藏律师

常常处于“白加黑”“五加二”的状态。

徐佳侃服务色尼区时，全区只有她一位社会律师。每

天来咨询和代书的居民络绎不绝，由于当地特殊的法律环

境，且硬件条件有限，法律文书只能通过手写的方式进行，

一天下来，徐佳侃经常连腰都直不起来。“也常常忙得顾不

上喝水，加上天气干燥，流鼻血成了家常便饭。”

张会佳回忆，自己曾办理那曲市色尼区法院审理的一

起团伙案，该案涉及14人，案卷多达90卷，每天开庭长达

11个小时，最后一天甚至开到凌晨2点，庭审笔录近800

页。庭审结束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项恒曾承办一起劳资纠纷案，涉及111位农民工。庭

前调解时，项恒代表农民工与被告沟通，对劳务案件的金

额作了整整两天的核对和确认，最终要回了 120万劳

务款。

“法治梦想”播种高原

忙碌的本职工作之余，律师们还积极举办各种公益

活动。

徐佳侃在那曲市色尼区政府图书室成立了法律图书

角，并捐赠书籍约160册；韩芳组织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律

讲座，将“法治梦想”悄然种在孩子心间……

“我庆幸，我去过。”虽然累，但律师们说得最多的，是

这句话。

“为群众办成一点小事，他们总是心怀感激，会送上一

面锦旗，或是一小粒牦肉，或是一句‘扎西德勒’，这种成就

感无与伦比。”项恒说。

如今，徐佳侃所在的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已与那曲

市色尼区人民政府签订了《法律服务战略合作协议》，徐佳

侃将在杭州继续为赴杭转移就业的那曲籍少数民族高校

毕业生，提供免费专项法律服务；张会佳所在的浙江泰杭

律师事务所与那曲市司法局达成长期合作协议，共同组建

成立了那曲市重大疑难案件研讨中心，依托泰杭所网络平

台，继续为那曲市提供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

高原山地四季好，折拉山顶雪花飘。近日，新一轮“援

藏律师服务团”活动再次启动，很快，将有新一波律师接过

“接力棒”，继续把“法治梦想”播种在高原山间。

论文是如何“孵化”出来的？

在作者郭平的最新回应里，她表示经常有人会给

她打电话询问要不要发表论文，《写真地理》收费不贵

就发表了。

公开资料显示，《写真地理》杂志是吉林省舆林报

刊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国家新兴地理综合类专业

学术理论期刊。出版周期为周刊，有国内统一刊号和

邮发代号。

记者查阅了2019年、2020年的部分《写真地理》发

现，作为“地理综合类专业学术理论期刊”，该杂志除了

设有城市规划、地质勘探、建筑工程等栏目，还设有教

育教学、综合论坛等，篇目繁杂。“熟蛋返生孵小鸡”的

争议论文即发表在该杂志的教育教学栏目。

在《写真地理》封底的征稿启事里，记者看到如下

文字：“在本刊发表的论文可在职称评定、晋升业绩考

核以及岗位竞聘中起到科研认定作用。”目前在部分网

站、淘宝电商以及微信公众号等仍能查到该杂志的投

稿广告。

发文明码标价

记者梳理发现，《写真地理》为周刊，2020年全年出

刊52期，每期刊文在300篇左右，全年发文在1.5万篇

左右。“如此庞大的论文量本不应该是一本杂志期刊承

载的，但是期刊要靠版面费维持运转，当然越多越好。”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通过在搜索引擎输入“论文发表”，记者很容易找

到一家论文服务机构，在简单咨询后，一名老师表示不

仅可提供个性化的论文“定制服务”，还承诺可将代写

的论文发表在数十家至上百家国家级和省级期刊上。

“我们之前也做《写真地理》杂志的代发工作，这是

属于好通过、好审核的那种杂志，有时候一天左右就发

出来了，只需要花几百元，但是现在暂停收稿了。”该老

师称，他们可以对接多家学术期刊的编辑刊发论文，版

面费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

截至发稿，《写真地理》没有对此进行回应，相关情

况要进一步核查。

何以成为打不死的小强？

记者调查发现，搜索引擎和电商平台有大量论文代

写代发的链接或广告，甚至搜索“论文”“期刊”或相应的

杂志名，在优先显示的搜索结果中多为假冒成杂志社官

网的“论文工厂”，这样的灰色产业已转向明面化运作。

有业内人士说，靠收版面费“维持生计”的杂志并

不罕见。目前很多杂志社自负盈亏，而学术期刊由于

专业性比较强，受众少，销路窄，难以靠订阅维持运

转。“收点版面费补贴日常开支，包括编辑工资、印刷费

用等等，算比较常见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

士对记者说。

记者梳理发现，《写真地理》刊发的论文来自各行各

业，作者单位包括事业单位、职业学校，还有很多企业。

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员工有论文发表的需求？“评高

级职称呀。”记者联系到其中一篇论文单位的工作人

员，他说，他们公司评副高以上的职称就有发表论文的

要求，“一般是积分制，省级期刊发几篇，国家级期刊发

几篇，只要是国家承认的学术期刊就行”。

一些受访者认为，当前体制内的职称评审机制已

经落后于现实需求，这也在客观上为“论文工厂”制造

了需求。吉林省吉林市从事疾控工作的黄女士告诉记

者，职称评定需要提交论文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是否具

有相应的科研能力，但从现状看，这样来衡量一个人是

否具有科研能力显然是有其天然缺陷的。

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高专诚表示，目前国

内学术造假的违规成本不高。“不少人的论文都是抄

的，被查到了也就延后两年再评，这样的违规成本太低

了。”高专诚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对该类网站加强管理，

一旦发现绝不姑息，从造假源头先遏制住；同时，应该

扩大参与评审的专家范围和数量，多管齐下。

项恒进校园开展法治宣传项恒进校园开展法治宣传

一年发文1.5万篇，收费不贵好通过

“熟蛋孵小鸡”牵出“论文工厂”产业链
《半月谈》

近日，一篇“熟蛋返生孵小鸡”的论文引发网

络热议。该论文何以刊登在正规省级刊物上？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其背后是一条“论文工厂”的

灰色产业链。代写代发，包修改包查重，“论文工

厂”与部分杂志期刊联合，为职称晋升、顺利毕业

等开出“捷径”，让学术环境变得乌烟瘴气。

在“生命禁区”播种“法治梦想”
本报记者 肖春霞

冒着大雪，穿梭在零下10℃的雪域高原，还要警惕时不时蹿出的野生动物，项

恒在驱车8小时近560公里后，终于在晚上8点，来到此行目的地——那曲市尼玛

县人民法院。

此前，该县的20多名工人被拖欠工资近两年。这起案件，项恒跟进了3个多

月。年关将近，法院组织了各方调解，项恒正是该案的调解员。来不及休息，当晚，

他马不停蹄组织各方展开调解；次日凌晨3点，调解顺利完成，工人们拿回了近70

万工资。

“扎西德勒（藏语，表示吉祥如意）。”拿到调解书的工人们双手合十，向项恒连

连道谢。

项恒是浙江玄畅律师事务所律师。2019年7月，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和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共同启动“援藏律师服务团”活动以来，项恒与浙江五联律

师事务所律师徐佳侃及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韩芳、张会佳4人，作为援藏律

师，先后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那曲市开展法律援助。

近日，记者采访到他们，聊一聊他们在西藏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