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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 告告

不能打着游戏旷着课，就把学位拿

了。自 6月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

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各大高校都在强调本

科学生培养质量。近日，高校掌门人在人

民网 2018 校长论坛谈到一流本科教育时

表示，把好学生毕业关，不是追求所谓的

“淘汰率”，而是保证培养出的学生是合格

品甚至是精品，否则用人市场会用脚投票。

“都在谈‘回归’，回归，就是回归大学

的根本使命。”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此前大学

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过分强调科研，科研和

名利挂钩，教学则成为附带或者负担，这是

“走了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前段时间，华中科技大学 18 名学生因

挂科数量太多从本科“降级”到了专科，这

一做法也得到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

肯定。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许晓东告诉记

者，加强“严出”，不单是个管理问题。归根

结底，高校还是要从每门课上去下功夫，保

证课堂有内容、有质量。

为人诟病的大学“水课”，在某种程度

上也是老师和学生心照不宣的“默契”。老

师随便上课，给出高分，学生也乐得轻松。

“为了杜绝水课，我们考虑在校内试点‘教

考分离’。”徐飞解释，“教考分离”就是请非

授课老师来出课程的期末试卷，让授课老

师无从“放水”。

不过，在回归教育的路上，高校也有困惑。

“现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评价考核指

标体系。”徐飞说，各大榜单给高校排序时，基

本看的都是论文数量、经费数量和“帽子”数

量，人才培养指标很难量化，也无法在考核

周期内看到效果。因此，做科研，短平快，显

示度高；育人，则显得“吃力不讨好”。

如今强调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高

校有了指挥棒，也吃了定心丸。长安大学

校长陈峰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在对资源的

分配、对高校的评估上，也应该把一流人才

培养作为重中之重，“政策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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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对“洋垃圾”实施禁令近一年时间

后，据报道，在近期一次世贸组织（WTO）进

口许可委员会例会上，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

亚等 5 个 WTO 成员呼吁中方提高对废料进

口限制的透明度。对此，同济大学循环经济

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教授 25日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专访时说，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进口固

体废物是为了解决原料供给，必须以环保为

“准绳”。

提高进口门槛，把脏
的差的挡在国门外

据介绍，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我国开

始进口可以用作原料的固体废弃物，作为资

源不足的补充。据原环保部提供的数据，我

国“洋垃圾”进口规模在 90 年代后迅速扩大，

从 90 年代的 450 多万吨/年增长到 2016 年的

4500万吨/年。

清华大学环境固体废物控制研究所蒋建

国教授也表示，我国自身的巨大垃圾产生量

已经给安全处理消纳带来极高难度，“洋垃

圾”的进入更是雪上加霜。比如电子垃圾中

包含 1000 多种不同成分，会释放大量有毒有

害物质；甚至会携带无色无味放射性污染物

质，不易察觉，无害化处理难度更是超过其他

污染物质。

“目前，制造业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

心动力，还需要大力发展和升级。因此，为了

保证原料供给，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还是

需要的。”但杜欢政也强调，必须“提高进口门

槛”，好的才允许进来，坚决把脏的、差的、有

毒有害的挡在国门外。

资源再生企业多为
“散乱污”

我国资源再生行业还存在技术水平低

下、规模小等问题。蒋建国说，以进口废物为

原料的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有不少为“散

乱污”企业，污染治理能力低下，多数甚至没

有污染治理设施，加工利用中的污染排放严

重损害当地生态环境。进口废物主要靠人工

分拣、手工拆解，其携带的病毒、细菌等有毒

有害物质可能直接感染从业人员。

“因此，我国还需要提高资源再生行业的

门槛，增加准入条件，如企业必须具有一定规

模，进入循环产业园区集中管理，保证环保达

标等。”杜欢政说，对资源再生行业不能“一刀

切”，要“打掉”的是粗放的、污染严重的小作

坊。“其实，资源再生行业不乏如英科、广东金

发这样规模化、规范化的大企业或上市公司，

他们对废塑料等再利用，不但环保达标，而且

生产的多是高端产品，提高了附加值。”

根据经济和环境成本
核算来完善进口政策

杜欢政认为，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进口

面临的是环保、资源两个维度的问题。“从目前

的情况看，如果不进口废塑料，就要进口石油；

不进口废钢铁，就要进口铁矿石。究竟进口哪

一类，环境成本会更高？比如进口废钢铁与用

铁矿石来生产钢铁进行比较，对其经济和环境

成本进行核算，一个一个地进行评价，再根据

评价结论来完善我们的进口政策。”

我国也在提高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

物标准。原环保部会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

布了《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

控制标准——冶炼渣》等 11 项国家环保标

准。新标准就调整了进口废物中非危险性废

物的夹杂物指标，将废有色金属标准中一般夹

杂物控制指标调为 1%；考虑废物的品质，如进

口废五金电器中可回收利用金属的含量由不

低于废五金电器总重量的60%提高到80%等。

“其实，经过几轮修订，我国进口废弃物

管理政策已经是比较完善和严格的。”有业

内人士说，我国与“洋垃圾”相关的管理部门

很多，如环境、发改、商务和海关等，部门间

也需建立良好的协调机制，以保证经济和环

保的双赢。

“洋垃圾”进口管理必须以环保为先
——聚焦“洋垃圾”治理之困（上）

本报记者 李 禾

（上接第一版）
霍顿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感受到这

一点，他说，2015 年开始与中国医学科学

院举办医学会议，每年都来看中国研究的

变化。他认为论坛上的讲座内容逐年进

步。“刚刚在论坛上很多讲座中提到的研究

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顶级的。”霍顿说。

从《柳叶刀》杂志接收中国论文的整体

情况看，过去十年，中国论文的发表数量增

长很快，从 10 年前的 10 名之外，到现在已

经稳定在第 3名。

“而在过去的 3 年，质量上升尤其明

显，很多研究包括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年龄

组，数据调查体现了多样性、规范化，还有

很多非常令人欣喜的进步。”霍顿说，过去

几年，很多高水平的研究者回到中国领导

项目。这些人回到中国工作，说明中国的

研究土壤正在改变。

“我欣喜地看到会场上有两三百位年

轻人醉心研究，足够多人才储备是推进医

学事业发展的基础。”霍顿说。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8日电）

机器人、无人机、VR 技
术……10 月 28 日在广西南
宁 国 际 会 展 中 心 举 行 的
2018 广西工业和信息产品
展示会上，代表着高科技发
展方向的新兴产业吸引众多
市民的目光。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科技日报郑州10月 28日电 （记者乔地
井长水）“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

会”28 日落幕。短短两天，7.2 万人进场求

职，12 万人网上求职，全省 65 个行业、6174

家用人单位发出 8 万多个岗位需求信息。这

是多年来河南需求行业最多、专业最广、需

求人才层次最高的一次“英雄会”。为此，河

南省专门开设绿色通道，提供政策支持、导

师服务。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介绍，此

次 参 会 的 邀 约 嘉 宾 和 高 层 次 人 才 达 1340

人。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 2 人，海外院士

51 人，两院院士 89 人，海外专家、长江学者、

国家杰出青年 118 人，部委领导和知名高校

校长 21 人。

据了解，大会现场有 2100 家用人单位参

会，人才需求总量达 6.44 万人。其中，行政

事业单位 684 家，岗位需求 24475 人，各类参

会企业 1401 家，岗位需求 36351 人。从参会

单位所属性质看，大会汇集了政府事业单

位、科研院所、医疗机构、高等院校等。需求

专业涵盖高等教育、临床医学、教育学、语言

学、航空航天、计算机、金融、核工程类等。

对人才学历的需求，集中在本科以上。其

中，博士人才和硕士人才分别需求 1.14 万

人 、1.61 万 人 ，分 别 占 需 求 总 量 的 16.3% 、

21.12%，本科人才需求 2.92 万人，占需求总

量的 45.34%。

据悉，大会设置绿色通道现场办理区，

针对事业单位引进的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

才，在大会现场设立编制使用、公开招聘、

人员调动、岗位聘用、工资及社保办理等相

关业务窗口，现场办理，联审联办，一站式

办结。

河南招才引智大会发布8万余个岗位需求信息
现场设立编制使用等相关业务办理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