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30日讯 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湖南大
学校长赵跃宇， 近日面对3000多名学生宣布，在
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

赵跃宇的“两不”承诺，在校内外引起巨大反
响。“‘985’高校，研究型大学，校长不带头搞科
研，怎么能这样？”“不搞业务的校长会是好校长？”
赞赏声也更是不少：“这才是真正的大学校长！”

作为著名的力学专家， 赵跃宇35岁就晋升
为教授，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110多篇，先后
获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教育部自然科
学一等奖等。他说，之所以如此宣布，是希望自己
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学校管理， 努力成为一名职
业化的校长。

“关于这‘两不’，我想了一个多月，是认真思
考后决定的。”此前赵跃宇已任湖南大学副校长
10年， 对高校管理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有
着深刻的体会和清醒的认识。“全身心扑上去还
不够用，又做课题又带学生，精力无论如何也顾
不过来。”

同时，湖南大学除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处
等直接与教学科研相关的部门外， 所有处室的
负责人一律不得在8小时工作时间内兼任教授
工作，赵跃宇说，要上课带学生做课题者，可以
不申请行政岗位。

我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专家认为，
高校校长是事务工作的决策者， 如果他本来是
某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那他上任校长之后就
是矛盾的，他是继续钻研学术，还是全心投入学
校管理事务？“一般来说，在学术领域有一定建树
的校长，上任之后肯定会有选择和取舍。”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李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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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下午，郴州市警方公布了一起特大制售假酒案。通讯员 李萍 张信 摄

1、看瓶底 (针对低仿酒)仿冒假酒
大多产自地下作坊， 而不是流水线，瓶
底会沾上灰尘、泥垢，比真酒瓶要脏。

2、摇酒盒、听声音 (针对高仿酒)高
仿酒的盒子是真的，即使按照上面的防伪
条码，打防伪电话验证，也会显示是真的。
此类情况下，请在拆开外包装盒前，用力
摇晃酒盒。因为真酒的外盒和酒瓶接触比
假酒严密。如果声音很小，则为真酒。声音
很大，大半为假酒。

3、验亮点 (针对高仿酒)从外观上
看，高仿酒的酒瓶、酒盖与真酒差别不大，
但有一点很难模仿：真酒在酒瓶盖附近会
有防伪点。如果用验钞笔点照，瓶盖上会
出现一个荧光点，而假酒则没有。

3招教你如何识别假酒

提醒

11月30日下午，郴州市警方公布
了一起特大制售假酒案。 用来自浙江
温州、山东菏泽、广东广州等地的假名
酒瓶，装上郴州、广州等地批发市场内
的低档红白酒。 一瓶成本不过百元的
低档酒摇身一变， 成为身价数千元的
世界名酒。截至案发时，这个制假团伙
在郴州、衡阳、永州等地销售了1.1亿
元假酒，获利8000余万。

地下印刷厂牵出假酒案
今年9月， 郴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接到大量酒类投诉，消费者称买到了假
名酒。与此同时，郴州经侦支队也收到公
安部通过省厅经侦总队下发的一条线
索：在温州苍南县，当地警方发现很多印
刷厂都在偷印“茅台”、“五粮液”、“剑南
春”等名酒包装盒和商标，且大都被来自
湖南郴州的神秘客商吃进。

郴州警方通过在衡阳耒阳市发现
的一个嫌疑对象， 最终查清了以李运
明、李小满等人为首的15个制售假酒
团伙。他们从浙江温州、山东菏泽两地
购买白酒的包装箱盒、酒瓶酒盖，及全
套防伪材料， 然后在郴州的酒类批发
市场大量进购几十元一瓶的低档白
酒，灌装入假酒瓶中，再贴牌包装，一
瓶瓶“茅台”、“五粮液”就新鲜出炉了。
此外，团伙成员还从广州进购包装、酒
瓶及低档葡萄酒， 批量生产“轩尼诗
XO”、“马爹利蓝带干邑”等世界名酒。

11月8日，由公安部统一部署，以
湖南郴州为主，广东广州、浙江温州、
广西钦州、 山东菏泽等地警方同时出
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1名，缴获假
名酒45000余瓶、 空酒瓶85000余个、
低档散装白酒2500余斤（瓶）。

“不愁销”的假酒利润数百元

这些用低档酒勾兑， 或加入添加剂
的仿冒酒在团伙成员中叫“A酒”。据假酒
制造团伙中的勾兑师透露，“A酒”原料大
多是三四十元的低档酒，加上包装、人工
费， 成本大都在六七十元之间。“每瓶酒
的利润在几百元到一千元之间。”

制假团伙并未为假酒的推销发过
愁，在高档饭店和酒业批发公司，假酒
带来的高额利润让老板们无法拒绝。一
瓶口感近似的53°假茅台， 批发给饭店
的价格是四五百元， 而且是卖后付款，
不需垫资，而饭店卖给顾客的价格则在
千元左右。

“现在有一种趋势， 消费者担心买
到假货，往往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对一
些名牌特别‘迷信’，制假团伙就是利用
了这种心理。”一名老刑警告诉记者。
■记者龚化见习记者陈昂 通讯员李萍

一特大制假售假团伙，用低档酒勾兑“茅台”、“五粮液”、“轩尼诗XO”等居然大有市场

“A酒”不愁销 狂卖1.1亿
五省区警方联手破案，抓获61名犯罪嫌疑人

任期内不报课题、不带研究生
湖大校长
要成校长职业化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