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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8日，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在小组驻地进行小组讨论。图为医卫界别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妇产科教授王智彪在会议间隙利用语音医疗
网络平台在会议驻地无偿为患者进行在线义诊。 本报记者 洪星摄

“一个重要的评审会前，我们首先要搞到名单，看

看各自认识哪些专家，分头‘打招呼’。”3月 7日，科技界

小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郑兰荪说。

“我跟某某评委很熟，再去打招呼，没有必要……”

郑兰荪跟同事说。

同事答：“不行！这是规矩——发个短信、打个招

呼，是为说明‘这次欠了你的账……’。”

“评审会变成利益交换。我支持你，你支持我，

像分赃一样。搞完学术评审会，心情非常不愉快。”

郑兰荪说，为了团体和下面的年轻教师，他不得不

“搞”。

同一会场的潘建伟委员说，常见如此评审：评 A 的

学生，A离场；评 B的学生，B离场；其实 A和 B互相支持

对方的学生。

“打招呼”不是这两年才有。一位著名生物学家

2010 年告诉媒体：“有个科研经费没有给我带领的梯

队，评委私下反馈说：××看不起我们，不给评委打招

呼。”

“我的学生酒量现在都非常好；我学生的学生，30

岁不到，被逼着拼命喝酒，真是逼良为娼。”郑兰荪说，

“我不敢多劝，怕害了他们——像我们一样不会交际，

不会公关，生存不下去。”

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委员告诉科技日报，他从来不

“打招呼”。因为他批评过“打招呼”，不愿自相矛盾。

但同事和朋友都认为高抒很怪——“你要搞搞啊……

别人搞，你不搞。你不就吃亏了吗？”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对规则不敏感，

对吃亏很敏感。”高抒说。

另外，谈到人情逼迫，高抒说：“全世界都有人情文

化。但为了人情，搞得人沮丧沉重，就过头了。”

然而，高抒认为不正之风的根源，是管理而不是

文化。高抒说：“现在所有的人都搞项目，没有项目

活 不 了 ，因 为 科 研 单 位 考 核 要 看 项 目 和 论 文 数 量

的。”

经常批评科技管理体制的尹卓委员说：“年轻人

一入行就看出门道了：‘没项目，我就不能当课题组

长，不能有成果，不能评奖。有了奖才能升副高、正

高、院士……’纯洁的心灵就这样被污染了。他们开

始想方设法走后门拿项目，当上课题组长再把项目发

包出去——‘我挂第一作者，你挂第二作者。你拿钱，

我出名’……”

“功利主义谁造成的？明明白白的‘法条’造成

的！”尹卓说，歪风根源在于各种管理规定。

“ 中 国 有 数 以 百 万 计 的 科 学 家 ，哪 有 这 么 多 项

目？”高抒说，“物资短缺时代，人就到处找后门，生活

所迫。好比一个月只发半斤肉票，人就得到处跑，去

弄肉。”

“慢慢地，人的精神没了，干一番事业的劲头没

了。”高抒说，“本来人们是志在科学问题，才做科研的；

如果为生存而战就不好玩了。”

（科技日报北京3月8日电）

评 审 会 前 打 招 呼，名 堂 多 多
本报记者 高 博

3月8日 晴，重霾转优
每年“两会”都恰逢国际妇女节，女代表们格外靓

丽、自信。下午趁出席第二次全体会议，女代表纷纷

在大会堂前照相留念，个个盛装亮相。这一天理应完

全属于她们。

大会主持人沈跃跃副委员长代表主席团向女代

表和全国、世界妇女致以节日快乐，全场掌声雷动。

接着，听张德江委员长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李建

国副委员长作修改《立法法》的说明。人大会议进入

第二阶段。

连日来，审议相当热烈，采访也是热度不减。出

乎意料的是，马桶盖，一个平时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竟然因为一位名笔的博文，不断在会内外被提及。我

在接受采访时就被无数次追问：你怎么看？说明了什

么？丢了谁的脸？等等，你得不断解释、表明态度。

从东渡抢购日本马桶盖，到日本马桶盖其实是杭

州造的，马桶盖“任性”地被反复讨论和诠释。我对善

意且好奇的记者说，马桶盖就是马桶盖，不必人为地

去渲染和上纲上线，似乎变成了什么关乎“国格”和

“耻辱”的事情。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岂能

被这小小的马桶盖打翻。这是基本态度。

当然，一滴水能折射一个世界。从马桶盖那点

事,确也告诉我们一些道理。一是中国制造的日用商

品，从其功能和本质质量而言，已经不输洋货，应当有

这个自信。二是中国制造应当杜绝山寨、减少贴牌，

打造自主品牌。三是加强创新设计，不断适应人性化

需要。四是创新商业营销，促进信息对称，引导和增

强国人对国货的信任。

对此，浙江的企业界代表委员讲得好，品质是根

本，营销是核心，自信是关键，三者缺一不可。我们要

深刻领会和贯彻“中国制造 2025”，打响“浙江制造”

的品牌。

昨天开放日的记者提问，我为什

么不谈及此事，因为对此我真的不屑

一顾。

（作者系浙江省科技厅厅长）

“中国制造”岂能被马桶盖打翻
周国辉

“去年，我申报了一个科研项目，3 年研究周期内，

使用材料的品牌、价格、数量，必须精确；连组织、参加

学术会议的目的地、天数、人数，都必须提前估计。这

个预算怎么填？”3 月 8 日，宜宾学院发酵资源与应用四

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主任魏琴代表，向科技日报记者

谈及自己申报省级科研项目的遭遇，真是有那么点哭

笑不得。

近年来，国家、省市各级政府，强化科研经费管理，

将有限科研经费落在实处、用在刀刃上。这得到了基层

科研人员的欢迎。但魏琴也发现，随着项目管理愈发严

格，项目申报中一些近乎苛刻的预算要求，背离了科研

工作的实际。

去年年底，魏琴申报了一份植物发酵研究的科技支

撑计划项目。不过，在该项目预算中，药品、化学制剂、

耗材的用量，让她“很头疼”，“酒精、葡萄糖等常用基础

材料，用量还能估算；但随着项目进行，需要不同的实验

路径来完成研究目标，或者实验中的新发现、新探索，都

可能用到计划外的实验耗材，这部分材料的品牌、价格、

数量无法预算，更无法列入项目开支。”

“更无法理解的是差旅费。我这个项目为期 3 年，

却要在项目启动之初的预算表中，填写目的地、出差原

因、天数、人数。这些谁也无法估计，但又必须填写。一

旦不填写，却实际发生，可能就不能报账。”魏琴说，在过

去较为“松散”的科研预算管理中，科研人员实际使用费

用在“大盘子”不变的情况下，相对灵活；如今，在强化经

费使用管理后，所有费用，从预算、到实际发生、到票据，

必须完全吻合。

在魏琴看来，国家加强财政经费管理无可厚非，但

科学研究具有不确定性，不该像管理行政经费一样管理

科研经费，“科研工作充满不确定性，很多方面的费用支

出内容确实难以估计。不要因为经费的僵化管理，影响

了科研任务的完成，这就得不偿失了”。

“这需要把握一个度。”魏琴建议，“在预算合理且必

要的情况下，只要没有发生违法违纪使用经费，虚假报

账、揣腰包等情况，应该给科研人员更灵活的经费使用

权”。 (科技日报北京3月8日电)

科研项目三年周期，钱怎么花却要一次说清，高校代表诉苦——

这个科研预算我该怎么填？
本报记者 盛 利

“全球每年有 125 万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中国有

11 万人，其中有 70%因制动问题丧生。”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魏传忠在 8 日上午的小组讨论会

上说，“依靠全新的刹车原理研制出的平面叠合运动制

动器可以大大降低此类风险，可他的发明者去年为了搞

研发，竟然卖了房子！”

魏传忠说的是曾被列入北京市重大科技成果推广

计划的停易制动器的发明者王庭义。据了解，基于直线

运动及旋转运动两种简单运动模式，人类使用的传统制

动模式分为盘式及鼓式两种。“盘式刹车磨损寿命短、使

用周期中制动率会降低，美国和日本的大型车基本不用

这种制动器；鼓式刹车较盘式具有成本低、寿命长等优

点，但是刹车鼓在受热后直径会增大，造成踩下刹车踏

板的行程加大，容易发生刹车反应不如预期的情况。”王

庭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而平面叠合运动制动器是基

于完全不同的基础理论——合成后的平面运动，它使接

触面完全吻合，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刹车装置的制动率并

延长磨损寿命。”

“不仅如此，传统制动器的电轴转动使汽车的霸径

回位不好，平面叠合运动既有直线运动又符合旋转运

动，可以马上回位降低汽车能耗。”王庭义补充道。

而在魏传忠看来，这项技术最重要的是降低了

PM2.5 的排放，“传统制动方式在摩擦的同时产生摩擦

件的局部磨损，由于磨损速度太快，且轮胎中含有纤维

物质，摩擦片摩下来的灰中便含有这种携带短纤维成分

的粉尘，它漂浮在 1.1—1.6 米的空中，正好是人呼吸的

范围，是肺癌和矽肺病的致癌物，而新的制动方式是平

面与平面接触，大大降低磨损面，产生的此类物质不及

传统制动方式的三分之一。”对此，王庭义还为记者提供

了一项调研数字：仅北京站一处，采用平面叠合运动制

动器每年可降低至少五千吨这种致癌物。

尽管这一制动装置已经受到一汽、中通客车甚至德

国奔驰的垂涎，但由于“在过去长期的研发过程中借了

很多钱”，去年，为了研制出装卸过程简单易操作的第三

代产品——“傻瓜型”平面叠合运动制动器，王庭义卖掉

了自己的房子。“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任何新的技

术都需要一个产业化的过程，况且汽车制动装置是一个

系统工程，我希望呼吁国家可以关注此类科技成果，别

让科技工作者‘一个人扛’。”魏传忠说。

（科技日报北京3月8日电）

魏传忠委员：

帮帮卖房子搞科研的人
本报记者 刘晓莹

“老百姓去不去基层医院，关键看人，不是钱的

事，更不是行政命令能解决的。”对于国家卫计委副主

任马晓伟的话，江苏省卫计委主任王咏红代表非常认

同。在她看来，“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

‘门可罗雀’的现象，关键是要建立起分级诊疗制度。”

王咏红说，这几年，江苏加大了对社区医院和乡镇

卫生院的投入，在硬件上 100%达到了国家标准，但“硬

件上的变化并没有换来信任，病人来得还是不多”。有

一次，她专门到一家乡镇医院“暗访”，“一个多小时，只

等来了一个病人，还是来转院的”，“我们还搞了一个调

查，目前江苏大城市周边区县的患者，不管大病小病，

甚至感冒发烧，也涌向城市大医院，而三级以上的大医

院床位率甚至达到 110%。如何吸引病人到基层就医，

这是一个难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综合改革，完善分级诊疗体系。王咏红表示，今年初，江

苏省被国家医改领导小组确定为首批4个深化医改综合

试点省份之一，分级诊疗制度就是改革重点之一。

王咏红认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将基层医院“做

强、做通、做顺”，“首先是做强，得让患者相信基层医生。

在加大基层医院硬件建设的同时，加强对基层人才的引

进和培养。”王咏红表示，江苏正在探索“家庭医生”制度，

“一个医生负责一部分人的医疗、预防、保健。家庭医生

看完认为需要转诊，患者再到大医院去。”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做通，就是要打通基层医院和

大医院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王咏红说，小病患者从

大医院分流到社区医院后，可以降低小病的医疗费用，

社区医院医疗资源闲置现象将得到改善；大医院由于

康复期病人“压床”造成的医疗资源紧缺矛盾也会得到

缓解，大病到大医院也不会人满为患，看不上病。

“第三个方面就是做顺。通过医保报销、服务收

费的经济杠杆作用，引导市民到基层就医，在基层报

销比例比三级医院高 20%左右，基层价格总体水平比

县级医院低 50%以上。”王咏红透露，江苏将对医保报

销政策做出调整，探索建立逐级转诊制度，医保支付

政策将进一步向基层倾斜，引导建立合理的就医模

式。 (科技日报北京3月8日电)

大医院床位率110%，基层医院1小时进1人，怎么办？

王咏红代表为基层医院减少资源闲置支招
本报记者 王延斌

“从前一些乡村学校的学生还有可能考上清华北

大，现在几乎没有机会！”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

国科学院委员会主委王元青在 8 日上午的小组讨论

会上提到了这种教育不公平现象。发言还不过瘾，茶

歇时间，他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教育部原副部长陈

小娅在走廊里继续热议。

王元青以内蒙古的一些乡村高中为例，按照规定，

乡里的学费标准比起县里、城里要低得多。“比如现在

一个乡里的高中生学费是300，县里可以收到800，一个

学生平均就能差到 500，而高中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

政府又不能给你补齐这 500块钱，学校收不上来钱，不

仅基本设施跟不上，就连优秀的乡村教师都留不住。”

“这个我非常理解，我们的教育体制是在国务院

领导下省级政府牵头、以县为主的管理方式，而中央

财政首先保障的是义务教育这一块。”陈小娅说，“虽

然高中也是公共产品，但是高中和义务教育的不同是

你还需要有一定的付出，因为教育也是有成本的。这

个付出还不能随便收费，是省物价部门、教育部门以

省政府名义给不同高中设立收费标准，这也是现阶段

的事实。”

“可是这个差异会使好的学校越来越好，差的学

校越来越差，长期下去势必造成教育不公平，国家是

否应该有一些经费支持？”王元青追问。

“政府有相关的公共经费拨款，但我想到了乡镇

下面也不会是每个学校都一样。”陈小娅说。

讨论到这里，一些记者围了上来。“2013年北京小

学生均收费是 2.1万元，河南却不到 4000块钱……”没

等记者说完，陈小娅便接过话茬：“并且我想即便是在

河南本省，郑州和某个乡、县肯定差距更大！”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消除这种差距就把目

前已经发展得很好的地区的收费标准给拉下来，毕竟

乡里的学校要赶上这个差距确实需要一个过程，这个

过程中也不排除会产生差距越来越大的可能。而这

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让这些乡村学校自生自灭，目前政

府做的工作至少是‘托底’，国家也在不断调整教育布

局，随着未来的发展，我们会朝着缩小这个差距的方

向努力。”陈小娅说。

（科技日报北京3月8日电）

不要加剧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本报记者 刘晓莹

“修复污染土壤已经刻不容缓。”全国人大代表刘

正军一直关注我国土壤修复进程，全国人大代表万连

步也用“耕地地力后劲不足，土壤养分失衡，生态功能

变差，污染日趋加剧”来概括现状。在 2014 年 4 月，环

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 16.1%，其中耕

地污染问题最为突出，土壤点位超标率达 19.4%。

3 月 7 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记者会坦言：“良好

的土壤质量是维护农产品安全和人民群众健康的非常

重要的保障。”

土壤修复作为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正事，多年来

仍然面临日益严峻的境况。作为中国环境保护协会副

会长，刘正军对此深有感触。一朝污染，百年难除。“污

染土壤的改良与修复是个系统工程。没有稳定的资金

投入和技术投入，很难在短期内见到效果。”万连步说。

近年来，土壤污染的危害逐渐显性化，高层开始重视，

相关立法、治理规划、试点项目陆续出台，土壤修复市场亦

在启动中。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袁

驷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已经开展了大量实地

调查，土壤污染防治法制定工作正有序推进”。

实际上，对土壤修复的环保实践早已走在前面。

刘正军作为环保战线的“老兵”，还是上市公司湖南永

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中一家子公司

专门致力于土壤修复。

但是，“目前制约污染土壤修复的最主要问题在于资

金来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历史上虽然提出过‘谁污染

谁治理’的要求，但是大多数造成污染的责任主体已经找

不到了。那么，谁来出这个治理的资金就是一个大问题”。

拿重金属污染治理为例，从目前的行业情况看，专

项地方债的发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方政府支付问

题，但从盈利模式看，仍然缺乏土壤修复资金的正向循

环，即修复好的土地仍然不能较好地通过土地交易循

环补充其他污染土地的治理资金。

为此，日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指出，政府的宏

观调控机制创新也在积极探索之中，可以通过购买服

务、股权合作、共同投资等，将政府与社会投资结合起

来 ，其 中 比 较 受 推 崇 和 关 注 的 是 PPP（Public-Pri-

vate-Partnership）模式。陈吉宁在记者会上也认为，社

会环保投资的“下一步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包括正在推

动的 PPP第三方治理模式，以提高治理效率”。

究竟 PPP 模式在土壤修复领域进行了哪些有益探

索？这种模式能否破解亟待解决的资金困局？

永清集团在 2014 年 1 月与湘潭市岳塘区开展合

作，政企双方成立合资公司作为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

项目的投资和实施平台，在综合治理好重金属污染后，

这片工业区将整体开发为生态新城，土地重新得以利

用，永清集团从土地交易中获得治理收益。

研究机构称，“‘岳塘模式’首创的土壤修复开发转

让获取增值收益的模式，打破了行业发展的资金瓶颈，

从机制上补充了从土地修复到收益实现的机制，或是

未来业务样板工程”。

为了更进一步推进第三方治理新模式的事实，刘

正军在今年提出建议，“政府可采用环境绩效合同服务

等方式引入第三方治理，开展综合环境服务，打破以项

目为单位的分散运营模式，采取打捆方式引入第三方

进行整体式设计、模块化建设、一体化运营”。

他说：“这样做，一定比政府单独治理更有效率，也

更有效果。” （科技日报北京3月8日电）

PPP模式让土壤污染治理不差钱？
本报记者 房琳琳

科技厅长的两会日记

■两会话题

■代表委员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