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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先锋

“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是看天，如果天蓝，

不敢懈怠，如果是像今天这样的天，就会感到

不安，要加倍地努力”,在 3月 7日的记者会上，

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达了自己对雾霾问

题的高度关注。

应该说，治理雾霾、保护环境是当下中国

社会的普遍共识。共识会转化为社会压力，并

进而推动社会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出台“长

牙齿”的环境治理措施变得顺理成章、水到渠

成。但是，同意治理是一回事，怎么治理是另

一回事，当它与其他议题放在一块时如何确定

优先序则更是另一回事。

因此，雾霾也好，环保也罢，它们终究不能

也不应包办两会议题。这么说，不是要贬低环

境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不是认为不

应该出台、执行严厉的环境治理措施，而只是

想指出，雾霾固然任性，但我们终究无法任性

地去解决雾霾问题。环境污染之错，是我们任

性发展犯下的，事到如今，气愤、着急，虽再正

常不过，但如果就此任性环保、任性治霾，我们

是否又会任性地犯下另一个错，就像我们曾经

笃定地认为一切都应该为发展让路一样？

公共决策的一个基本常识是，任何决策都

要受到资源约束，任何决策都不是在真空中制

定和执行。如果我们有无限制的资源，雾霾根

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比如“APEC 蓝”背后

是大量工厂临时停产，这显然是不可复制、不

可持续的。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分歧，一定程

度上说，均来自于他们对于如何把有限资源分

配到不同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哪个重要、哪

个优先从来就不是口头说说、来个共鸣那么简

单，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然是要真刀真枪

地干的。事实上，这也是之前一些环保、治霾

措施被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体消极抵制的

重要原因。

在社会多元化、利益格局复杂化的今天，

对于公共决策的议题清单，特别是不同议题的

优先序问题，人们无论是在抽象的理念层面还

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都可能存在或大或小的

分歧。不同的个体、群体，对于什么重要、什么

紧迫、什么优先常有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

也是所谓“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重要

特征。此时，一方面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

系统性地解决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又要防止

公共决策被简单、激进的预期、设想所裹挟，让

其失去应有的平衡。就此而言，促进公共决策

机制的现代化，让公共决策保持基本的常识和

理性，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

治霾不靠东风，也不能任性
卢阳旭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

共服务“双引擎”，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

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创新

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既是应对经

济发展新常态的需要，也是打造经济发展升级

版的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

变化，也面临一些不可忽视的新挑战和新困

境。克服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的“拦路

虎”需要创新，提高企业内在动力需要创新，为

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需要创新，让民众享

受经济发展的“获得感”同样需要创新。

让创新成为自觉的行动，必须赋予创新的

动力。

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国家的重视。习近

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

时进一步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 。 抓 创 新 就 是 抓 发 展 ，谋 创 新 就 是 谋 未

来”。惟有创新，才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抓住和用好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交出改革发

展新答卷。

创新的动力，体现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无

论是“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发展战略，还是

国企分类改革、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

局”，都在为全面创新提供机会、提供支持。

创新不会自发成就，创新需要自觉的行

动，而这需要方方面面形成合力。

创新需要政策支持。从国家战略层面需

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造传统引

擎，打造新引擎；从政府管理层面需要全面实

施依法治国，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政

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

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从体制机制方面需要

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

给，给市场主体提供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创新需要市场主体主动而为。各种市场

主体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等不靠，

进行技术创新、管理措施、发展模式创新。国

有企业要加快改革，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向管

理精细化努力，加大研发力度，加快产品升级，

将效益增长点放在创新上；私营企业要发挥体

制灵活的优势，向细化市场发力，努力改变“主

业不突出、产品没内涵、战略不长远、技术没优

势”的短板，向技术要竞争力，向管理要效益，

将自身打造成创新型企业。

创新也需要精神支持，需要理念引导；需

要人才支撑，融资支持，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法

律支持。

创新者强，创新者胜。期待创新汇聚磅

礴力量，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源源不竭的内

生动力。

让 创 新 成 为 自 觉 的 行 动
郭振纲

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把两会

代表委员的情绪“火火火火”地点燃了。会场

里热火朝天地审议，会场外掰开揉碎地解读，

大家似乎都感受到了“一枝一叶总关情”。

年关刚过，记者在珠三角亲身感受了外来

工的“缺口”。许许多多的老板不惜纡尊降贵

放下身段，亲自给外地的打工者打电话，甚至

还许诺如果能够带来亲戚老乡，公司还会给奖

励。一位东莞小工厂的技师，因为家里临时有

些事情没能及时回厂，老板居然每天几个电话

催。那位技师说，其实厂里也没有那么急的

活，就是老板生怕他不回了。

广东报载，“一口上海腔的主持人对着扩

音器喊，上海工作，底薪 2400 元，各种补贴

1150元，综合工资 4500元以上，社保不用你们

掏，WiFi还能随便用。愿意的明早 8点集合报

到，满一车走一车，路上包吃。”其实，到珠三

角企业跨境“抢人”不是个案，在长安人才市

场门口，一家苏州企业的招聘启事悬挂了好

几 天 ，3000 元 起 的 底 薪 也 吸引了不少求职

者。一个企业老板愤愤地说：“回流的工人本

来就不多，现在还被苏州、上海这些企业‘虎口

夺食’。”

其实，几乎是每年一度的“用工荒”，对两亿

多的农民工而言，并不是坏事。两会上已经有了

一些农民工代表，希望官员身份和老板身份的代

表和他们多多地交流。什么时候社会上真正做

到了尊重农民工，尊重劳动者，公平对待，按劳付

酬；不再让他们年前讨薪，过年寒心，良心爱心，

将心比心，“用工荒”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新年后用工荒，是一方面。下半年大学生

毕业，就业又是一个大难题。李总理在报告中

告诉大家，今年高校毕业生749万人，为历史最

高。大学毕业生历史最高，就业却未必历史最

难。李总理指出，要着力促进创业就业。坚持

就业优先，以创业带动就业。《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提出“创客”新词。2015年 1月 4日新年的

第一个工作日，李总理就到了深圳的柴火创客

空间。在60多平米的创客空间里，总理一共看

了3个创客产品，停留了45分钟，超过了预定的

半小时。临走前，创客们送给总理一本创客护

照，还有一张柴火创客空间的会员卡。总理欣

然说：“好，我再为你们添把柴，让更多的人成为

创客！”2015年开局之时，这位大国总理成了一

个创客空间的第99号荣誉会员。

李总理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蕴藏着无穷

的创意和无限的财富，是取之不竭的金矿。”只要

怀揣创业之志，踏上创新之路，今年历史最多的大

学毕业生，也将会成为历史最多的创新火种。

一枝一叶总关情，枝繁叶茂为创新。

一 枝 一 叶 总 关 情
左朝胜

全国两会进入第四天，关于“娃娃”的

提案议案多了起来：核电知识从娃娃抓起，

计算机编程从娃娃抓起，普法工作从娃娃

抓起……诸多以“娃娃”为主体的提案议案

中，独有一项让人眼前一亮：在学校开设专项

体育课，让体育回归体育。

细读关于娃娃的种种提案，个个讲的在

理。而我最为赞同姚明委员提案的原因，兴

许只是童心未泯。虽然从小就是体育达标困

难户，但至今仍记得每到体育课时的欢天喜

地。那时只是简单地认为上体育课可以到户

外，暂时摆脱层层叠叠的书本。这应该只是

姚明建言学校体育教育的原因之一。没有人

能否认体育的魅力。投身一场酣畅淋漓的体

育活动，体会每个细胞充满能量的感觉。旁

观一场斗智斗勇的体育赛事，感受力量与美

的完美融合。

体育的功能不止于此。法国影片《放牛

班的春天》中，马修老师对体育的作用做了精

辟的概括——音乐和体育是促进国家发展的

力量。在强健体魄、培养意志之外，体育在丰

富文化生活、振奋民族精神等方面也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开展专项体育教育需迈过的门槛，

并非只是改革现行体育课组织模式。虽然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实中体育教育却面临

着极大的尴尬。少年儿童是未来的希望。他

们成长为什么样的人才，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如何。尽管校方和家长都清楚，健康的体魄

与优异的文化成绩同样重要，但由于对升学

率的追求，对望子成龙的期盼，学校的大部分

资源被投向对升学率影响较大的学科，家长

的注意力也被各类文化考试所吸引，体育教

育获得的关注甚少，获得的资源也不足以顺

利展开相关教学。体育课被挤占、体育教师

青黄不接、体育设备器材缺乏是中小学的常

见现象。在教育资源缺乏的地区，这种天平

的倾斜表现更为突出。

关于农村体育教育的一项调查表明，很

多农村中学每年学校用于添置新器材的费用

不到 1000元，在一些设有 20多个教学班的学

校，体育教学器材只有简单的篮球、乒乓球。

人们常戏言，某人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在教育资源缺乏的地区，更常见的情况是，体

育由数学老师教授。在这种资源缺乏、关注

低下的情况下，开展体育教育谈不上容易，更

不要说专项体育教育了。

专项体育教育已经在上海市中小学试点

两年，效果不错。这个案例令人鼓舞，但在全

国范围内看来却不具复制性。全国很多地

区，在体育教育设施、经费、人才方面都需要

很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让教育者的观念

认识有所改变。要真正让体育回归体育，首

先要让孩子回归操场，教育回归平和。

期待孩子们回归操场
徐 玢

寻找新经济增长点 图片来源：CFP

（上接第一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提高

创新效率重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要改革中

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方式，建立公开统一的

国家科技管理平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

技计划管理改革提出科研项目的具体管理工

作由专业机构负责，这也与工作报告中“坚持

创新管理，强化服务，着力提高政府效能。提

供基本公共服务尽量采用购买服务方式，第

三方可提供的事务性管理服务交给市场或社

会去办”等内容十分吻合。

王志学说，国务院 11 号文主要是涉及科

技经费管理层面，而 64 号文则从国家宏观层

面宏观统筹，进行政府职能调整改革，两者互

为配套。

“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创新创造关

键在人。要加快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

理改革。扩大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实施范

围，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职务发明法律制度，

使创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最令王志学感到

兴奋的是，时隔 19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也

在两会前迎来首次修订审议。

“经过充分酝酿和实践调研，提交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

（草案），在政策上有一系列的突破，旨在为科

技成果转化松绑加力。”王志学说，修正内容

也较现行法有大幅度增加，补充增加的内容

超过 1/3，涉及完善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分配

制度，明确可以把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的一

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分配给成果完成人。“习近

平总书记 3 月 5 日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

强调，‘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

是人才驱动’，因此我们要对创新人才给予丰

厚的回报。”他说。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去年还有很多改

革举措可圈可点，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

策扩大推广，院士制度向学术和荣誉本质回

归，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

会开放……

王志学透露，目前，科技部、财政部等相

关部门根据 64号文和 11号文，正在研究编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办法和经费管理办

法，并制定相关实施细则，把改革的“规定动

作”做到位。“今年是改革的落实细化之年，同

时，我们将在人才评价奖励激励、健全企业主

导产学研协调机制、加快推进科研院所改革、

全面推进科技管理基础制度建设等关键领域

启动一批新的改革。”

“发展需要改革添动力，科技界也期盼改

革出实效。”王志学表示，“我们将继续突破创

新驱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

新，引导调动全社会资源支持创新创业，让创

新之树枝繁叶茂。”

（科技日报北京3月7日电）

王志学代表：科技体制改革要打好“组合拳”

（上接第一版）
庞之浩说，“黎明”号装有 3 台氙离子

推进器，可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通过电

能子轰击氙气释放出离子，离子被快速排

进太空中，产生时速达 14.32万千米的离子

流，向探测器提供日渐增强的推动力。

他介绍，目前行星际探测器大多使用

的化学燃料发动机，在 20 分钟内消耗 300

千克的燃料，可获得每秒 1000 米的速度变

化。而“黎明”号上的离子推进器每天消耗

0.25 千克氙，可获得每秒 10 米的速度增

量。在最初 4 天，它的时速能逐渐提高到

96千米，1年后时速则升至 8850千米，而届

时消耗的燃料还不到 100千克。

“黎明”号上的氙离子推进器总共消耗

了 400 千克氙燃料，其中在对灶神星进行

探测时消耗了 275 千克，探测谷神星时约

消耗氙 110 千克。其轨道捕获、轨道转移

和从灶神星逃逸都是使用离子推进器。此

外，“黎明”号还装有 12台用于变轨和姿控

的小型肼燃料发动机，每台推力为 0.9牛。

另外，离子推进器还有加速时间长、可

取得较大的速度变化和便于控制等优点，

因此“黎明”号灵活性更大，发射窗口很

长。此前，欧洲智慧 1号月球探测器、日本

隼鸟号等都曾成功使用过推力虽微小但燃

料效率非常高的离子推进系统。

“黎明”号于 2007 年 9 月 27 日发射升

空，目标是分别对热而干燥的灶神星和湿

冷的谷神星进行观测研究。科学家希望通

过这两颗不同小行星的原始信息，了解太

阳系形成之初的状况及过程。

2011 年 7 月 15 日，“黎明”号进入灶神

星轨道，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观测，于 2012

年 9月 5日向谷神星飞去，截至目前已取得

丰硕的成果。庞之浩说，它还将在谷神星

轨道中运行 16 个月，继续自己的使命。最

后会降低运行轨道，无限期地围绕谷神星

转动，这种状态可能会维持数百年。

（科技日报北京3月7日电）

人生如棋局，落子收官之间品性尽显。

面对房子、票子、车子、“帽子”、儿子，一

些党员干部无法绕开权力利益亲情的纠缠。

吴波，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任财政部长，

下出了一盘令人震撼的“五子棋局”，展现出

一位共产党人信仰坚定、清正廉明、克己奉公

的崇高风范。

如今，他离世已有 10载，然而这种品格犹

如高山，离得越远，越觉得伟岸。

房子：不留私产给后
代 两立遗嘱归公

北京，万寿路西街甲 11 号院 4 号楼 1101

室和 1103室，这是吴波生前的居所。

两套房子 200多平方米，地处市区西四环

以内，按照如今的房价，已值千万元。

房改时，不买。晚年，两立遗嘱，坚持归

公。这，就是吴波的选择。“我参加革命成为

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

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

万寿路西街甲 11 号院 4 号楼 1101、1103 两单

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

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

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

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

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遗嘱，掷地有声。在秘书和亲属的见证

下，立于 2000 年 10 月 9 日，当时吴波已经 94

岁高龄。

2003年，老人身体多病，经常住院，对去世

后房子交公的事放心不下，于是又将第二份内

容一致的遗嘱写给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

2005年2月20日，吴波平静地走完了99年人生。

在常人看来，他在房子问题的处理上似

乎有些“过”了。有人会问：当时国家不是已

经出台房改政策了吗？这么做有意义吗？

在熟悉他的亲人和同事眼里，吴波的举

动，既非官员作秀亦非人老糊涂。因为，他是

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人，“一生做无产者”的

决心，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

年轻时投奔延安革命队伍，被错误关押

审查近三年之久，身心受到极大折磨时，他没

有丧失共产主义信仰；“文革”期间被打倒并

下放改造时，他没有放弃跟共产党走的决

心。到了晚年，尽管社会风气浮躁，他依然不

忘初心，坚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者。

尊重他的决定，是亲人和组织不约而同

的选择。

回忆当年接到吴波遗嘱的情景，已退休

多年的项怀诚依然记忆犹新。他说：“吴波同

志对自己要求严格是有口皆碑的。看到遗

嘱，党组同志觉得这是吴老一贯的追求，我们

应该照办执行，也是对革命者理想的尊重。”

票子：“公”钱精打细
算“私”钱不为私用

尽管守着财政部这座“财神庙”，对“公

家”的钱，吴波的精打细算却是出了名的。

在困难时期，财政部为了解决干部食堂

吃菜问题，决定要用栅栏围一块空地种菜。

当时行政司准备花 200元建竹篱笆墙，写报告

请吴波同志批准。他却批示要重新计算，看

看是建竹篱笆墙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结

果因为能省 20元，选择了拉铁丝网。

财政部的老同志回忆，吴波经常对大家

说：“为了国家富强，把账算准算细，节约每一

元钱，应当是财政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

生活中，吴波也不喜奢华，更反对浪费，

吃穿用简朴至极。衬衣露着毛边，睡衣补着

补丁，一日三餐粗茶淡饭。

曾在他身边服务的工作人员杨雷芳说：

“当年组织上安排我给吴老做饭，我想，这可

是大官啊，特地学做了几样大菜，谁知到了他

家才发现，什么海参鲍鱼的，都白学了。”

简朴，不是钱少。对“私人”的钱，吴波常

常不为私用。

曾任秘书陈纪祥说，国家每个月给吴老

52块钱的保姆费，他全交了党费，保姆费则从

自己工资里扣。他经常给社会捐款。家乡的

人有困难，只要给他写信，他就从自己的工资

中拿出一部分救济父老乡亲。

有时，吴波的花钱还给秘书带来了“烦恼”。

据陈纪祥回忆，在物资短缺时期，每逢过

年过节，单位会给老干部们送些鸡蛋、肉禽和

蔬菜，但这些东西拿来后，吴波坚持要交钱。

陈纪祥说：“这可难坏了我，因为单位没

法给这些钱入账。有时实在推不过，只好‘糊

弄’他，把钱转交给家里的保姆买菜用。”

吴波逝世后，留下的存款仅 5万元。除去

丧葬费用，几乎没有什么剩余……

车子：私事不应享受因
公出差的待遇

公与私的界线，在吴波看来，是严格清晰的。

1982 年，应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张劲

夫的邀请，吴老和夫人决定回老家安徽看

看。

期间，安徽省委先后两次派车到火车站

接送。回京上火车前，吴波委托省委办公厅

主任将 50元汽车费转交汽车队。他认为这次

到安徽是私人的事，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

差的待遇，否则就是公私不分了。

财政部党组讨论认为：吴老 40 多年未曾

去过安徽，要给他报销往返的火车票。

吴波一方面感谢组织对他的关怀，但也

郑重声明，这次回安徽探望是私事，往返火车

票坚持不肯拿到公家报销。

据财政部退休老干部王韶光回忆，当年吴波

每个月都要买一张月票，星期天到医院看病号，或

去老同事、老同学家串门，都是挤公共汽车。

有同志劝他说，您也是国家的高干了，和

大家挤公共汽车不安全，以后还是让司机送

您吧！

吴波的回答是：谁知道我是高干？我的

脑门上又没有写着“财政部长”，我和别人挤

在一起，人们也会把我当成一个老百姓，有什

么不安全的呢？

“帽子”：是向人民承担
责任的标志

在一个没有严格离、退休规章制度的年

代，老同志是否离开领导岗位完全看身体情

况和工作需要。

1980年，为带头支持干部年轻化，74岁的

吴波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决定，主动给中

央写报告“让贤”。

据原财政部办公厅档案处处长冯润来回

忆，中央任命他为财政部长不到一年时间，吴

波主动提出来，自己年老体衰，尤其是改革开

放财政任务重，特别需要年富力强的同志来

主持财政部党组的工作。

离开工作岗位后，他还把组织上专门配

备给他的“红机”电话退还回去。

职务和地位，在某些人眼里等同于财富

和利益。但吴波曾说，职务和地位只不过是

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职务越高，责任越

大，肩上的担子越重。

在吴波看来，自己从来不是什么“大人

物”，就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

早春 3月，记者来到北京西城区大酱坊胡

同 20号，在这个四合院中，不仅曾住着吴波一

家，还住着为他开车的司机蔡师傅全家。

蔡师傅家境困难，他家的房租、水电费都

是由吴波代交。一个是高级干部，一个是普

通工人，两个家庭就这样长期生活在一起。

儿子：路要靠自己走，
靠父母不能长久，那是一种
没有出息的表现

在孩子们眼中，吴波作为父亲，不仅不让

沾他这个大官的“光”，有时还“严苛”到干扰

他们的“进步”。

长子吴本宁，自 1955 年 9 月起报名去甘

南支边，4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甘肃舟曲县，直

至去世。吴波的老战友曾想帮他调到兰州

市，被老人知道后拦住了，他说绝不能用自己

的影响为儿子谋好处。

三子吴威立，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

家机关工作，当年在单位变革寻找新去处

时，国资局成立，组织上想把他调进来，吴波

认为儿子不能在自己管辖的单位工作，坚决

拦住了。

幼子吴本立，曾在北大荒支边开拖拉机，

后自己考上教师，被领导“特殊关照”去香港

进修，吴波听到后给北大荒领导打电话取消

了他的进修资格，把名额给了其他教师。

吴波曾说：“路要靠自己走，不能依靠父

母。靠父母不能长久，那是一种没有出息的

表现。”

然而，严苛之下，并非无温情。让吴本立难

忘的是，有一年，他回北京看望父母，吃完饭后，

大家都吃萝卜，父亲却给他一个“国光”苹果。

吴本立说，父亲晚年，越发怜惜儿子们，每次探

望父亲要走的时候，老人总是送到大门外。

如何正确处理亲情与组织纪律的关系，

是对党员干部的严峻考验。现实证明，一些

党的干部往往在这上面栽了跟头。

吴波的儿孙中，没有达官显贵，有的只是

工人农民和普通干部，从他当部长到离休、去

世至今，后辈们没有找财政部的人办过任何

事情，也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情

上打过他的旗号。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吴老的精神、风

范不断激励财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坚定信

念、牢记宗旨，守纪律、讲规矩。吴老的高风

亮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一位共和国部长的“五子棋局”
——追记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长吴波

新华社记者 杜 宇

■两会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