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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40人食物中毒
3人死亡7人病危

星报综合消息 8月23日晚，甘肃陇西县文

峰镇发生一起疑似食物中毒事件。截至24日中

午12时，当地医院共接诊疑似食物中毒患者40

名，其中已有3人死亡，7人病情危重。

23日晚10时40分，陇西县第二人民医院收

治2名病人，症状为抽搐、昏迷，临床诊断为疑似

食物中毒。截至24日中午12时，该院陆续收治

相同症状的疑似食物中毒患者共达40人，其中

3名重症患者经抢救无效死亡，7名危重症患者

由医疗专家正在全力抢救，24人住院输液留观。

据病人介绍，这些患者均在文峰镇交通路

十字一处烧鸡粉摊点食用烧鸡粉后发生上述症

状。陇西县公安部门已对摊主进行了控制，并

对剩余物进行了封存取样并送检。

湖南“天上人间”案
一审34人被判刑

据新华社电 湖南衡阳市中院23日对尹健

为首的衡阳“天上人间”涉黑案34名被告人进行

一审宣判，其中2人被判处死缓；其余32名被告

被判2年至20年不等有期徒刑。其“保护伞”衡

阳市石鼓公安分局原副局长陈小平、禁毒大队

原大队长贺航国分别被判刑5年、1年8个月。

据检察机关查明，被告人尹健于2002年参

股衡阳市天上人间饮食娱乐有限公司。2004年

5月，尹健开始独自经营该公司，将天上人间公

司变成以从事容留吸毒、组织卖淫、聚众赌博为

主的场所。为了逃避打击，以尹健为首的黑社

会组织还拉拢陈小平和贺航国，多次对其行贿。

据《大河报》报道 河南平顶山市社

保局前局长蒋俊川，步其前任后尘落马

后，被曝当地一女法官为其当小三儿并

生子，引得百姓或惊愕或谴责或唾弃。

施皓丽(化名)原是平顶山市某区法

院法官、调解中心副主任。去年6月底，

施皓丽以受贿罪二审获刑7年。经查，

施皓丽伙同蒋俊川(另案处理)，并利用

蒋时任平顶山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局长

(副处级)之便，共同7次收受他人贿赂，

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达27.5万元。

施皓丽第一次婚姻失败后，2005年年

底经人介绍，时年35岁的施和比她大14岁

的蒋相识。施皓丽回忆，蒋当时称自己已

离婚。而实际上，此时的蒋俊川已经是第

二次婚姻，并育有一子一女。这一切，施自

称和蒋同居并怀孕后才发现，“他还伪造了

离婚证。我是被骗当了情人”。2007年，施

用原先套取的生育指标，为蒋生下一男孩。

纪检部门调查发现，蒋和包括本系

统4名女性在内的5名女子长期有染。

经查，蒋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利，受贿人民

币49万元、欧元1000元，采取欺骗手段

非法占有公共财物3.5万元，构成受贿罪

和贪污罪，2009 年 9 月，蒋一审获刑 11

年。施和蒋共同收受的款项，多是受人

之托谋取工作和职位。

女法官为社保局长当情人

星报综合报道 2011年中国工程院

院士增选进入第二轮评审，今年刚成为

有效候选人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国内

组织工程领域“头号人物”曹谊林，却被

质疑学术造假。质疑者称，曹谊林赖以

成名的“人耳鼠”是维持了十余年的谎

言，他因此获得众多荣誉和资金支持，之

后却停滞不前，让巨额投入打了水漂

——“一只假耳朵，骗取三个亿”。

“人耳鼠”亮相是作秀？

“人耳鼠”在国内第一次公开亮相，

是2001年的国家“863”计划15周年成就

展。这只背上长着惟妙惟肖“人耳”的小

白鼠，引发了人们对“器官工厂”的无限

想象。“人耳鼠”让曹谊林奠定了自己在

国内组织工程领域的权威地位。

曹谊林的硕士研究生同学商庆新提

出疑点：作为实验成果应长期保留，但不

久那只“人耳鼠”就离奇死亡，“人耳”也

就无从寻觅了。更让商庆新确定的是，

曹谊林曾表示不保留是因参展准备“时

间太紧”培养不出来，而上海市科委说

“先做个样品去展览”。“这不就是说，他

自己也承认那只‘人耳鼠’是假的了？”

“假耳朵”骗取3个亿？

“现在应该拿出更新更先进的研究

成果来。”商庆新认为，单纯讨论“人耳

鼠”真假，意义已不大，重要的是“曹谊林

靠‘人耳鼠’获得了一连串的荣誉，也得

到了很多科研费用，但费用投下去这么

多年，却没有出什么成果。”

知情人士透露，曹谊林先后拿到两

个国家“973”项目，四个“十五”“863”重

大专项和四个“十一五”“863”重大专项，

科研费用加起来大概有3亿元。

曹谊林的学生、“人耳鼠”科研项目

的参与者丁小邦认为，“有些人在曹老师

参选院士期间散布这些信息，恐怕是故

意把水搅浑。”丁小邦表示，近期，曹谊林

的研究团队将择机展示最新培育的“人

耳鼠”，以正视听。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涤生认为：“曹谊

林仍然是我国组织工程研究的学科带头

人之一。其实，像这种身兼多职、精力不

够集中的现象，在当前的科研界并不少

见。至于科研经费浪费，也是一个普遍

存在的问题，所以要提倡节约、尽快建立

严格审查和管理的制度。”

候选院士曹谊林被指学术造假

丁小邦在曹谊林指导下构建的人耳模型

同学质疑“人耳鼠”是作秀，学生表示有人故意把水搅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