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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不能“任性”，

需 要 放 进 法 治 的“ 笼

子”。

我国已进入经济发

展新常态、迈入创新发

展新阶段，过多的选择

性政策易于扭曲创新市

场的良性竞争，过深的

介入型政策易于抑制创

新主体的内生动力。我

们必须寻求更加有效、

更加长效的法治化方

式，为不必要的行政化

政策“冲动”戴上“紧箍

咒”，让创新者、企业家

真正成为创新创业的主

体，成为创新创业的推

动者和受益者。

应运用法治方式

为产业政策制定实施

明确范围。各级政府

需 更 好 加 强“ 正 面 清

单”建设，公权姓公，法

无授权不可为。对市

场和企业需更好实行

“负面清单”管理，准入

公 平 ，法 无 规 定 即 可

为。应结合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进一步减少产业政

策“红头文件”，减少前

置审批，加强事中事后

监督，加快重大创新政

策法治化步伐，使不在

法律法规范围的产业

政策逐步退出，让法治

覆盖创新和产业生命

周期的全过程。

应加强产业政策的

合法性审查。各项产业

政策出台都应经过一定

的法定程序，着力减少

从政府到市场、企业的

单向“线性化”决策，让

市场、企业和社会各相

关方面更多参与政策制

定过程。近年我国明确

提出要建立行政机关内

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这对减弱产业政策的行

政化色彩、避免“冲动”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内部合法

性审查是一个重要步骤，但不是最后一步，我们需要不

断完善多层次的产业政策合法性审查机制。

应加快建立市场体系建设的公平性审查制

度。对新制订的政策和新建立的制度，首先要进行

公平竞争审查。对已有的各种政策和制度都需要

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加快修订妨碍公平竞争和创新

发展的政策措施。

应探索建立产业政策的创新性审查制度。特

别是探索建立产业与创新政策的第三方评估机制，

把对创新和竞争的影响评估作为产业政策出台的

前置条件。探索健全产业和创新政策咨询、决策、

协调、执行和监督相互分离而又紧密结合的机制，

加强立法部门对产业与创新政策绩效的综合评

估。应紧密跟踪创新创业的重大趋势，及时完善法

律法规，为创新发展扫清障碍。

实际上，我国在推进产业和创新政策法治化方面

已做了不少工作，保护知识产权、强化公平竞争、加快

科技进步、促进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

完善，关键是需要抓好细化实化、加快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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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评公示一经发布，便置身

舆论旋涡。本报 7 日头版刊发的《建还是不建，鄱阳湖

水利工程争议再起》《鄱阳湖工程的十五年博弈》试图

还原这一事件始末。

针对稿件中关切的热点问题，水利领域的两位资

深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春宏

分别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专访。

科技日报：有环保组织提出，没有数据表明鄱阳湖

生态系统已出现不可逆的退化趋势。鄱阳湖秋季枯水

期提前，枯水位降低是否是不可逆的、趋势性的？

王浩：根据我们研究，近年来受长江流域来水整体

偏枯、江湖的自然演变，特别是受三峡水库汛后蓄水影

响，鄱阳湖 9—10 月份水位消落加快、提前进入枯水

期、枯水期延长是事实。2003—2012 年与 1999—2002

年相比，鄱阳湖星子站年平均水位降低了 1.17 米，8 月

下旬—11月上旬星子站水位多消落了 3.6米，鄱阳湖提

前 30—40 天进入河相，枯水期延长了 56 天。2008—

2012 年与 1999—2002 年相比，9 月中旬—10 月下旬，星

子站平均水位降低了约 2米。

未来随着三峡及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的蓄水运用，

鄱阳湖9—10月份水位消落加快、提前进入枯水期、枯水

期延长将呈常态化、趋势性。常态化主要是受三峡及长

江上游控制性水库兴利蓄水影响所致，趋势性主要受长

江干流持续冲刷所致。预计到三峡及长江上游控制性

水库联合运用 50 年至 2052 年末，与三峡水库运用前相

比，9—10月份期间星子站日水位最大降低多年平均值

为2.9米，9—10月份平均水位多年平均降低1.8米。

胡春宏：未来随着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的蓄水

运用，以及湖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江湖关系的变化等因

素的影响，鄱阳湖汛后水位仍将持续降低，并在几十年

后逐渐稳定。

科技日报：为了缓解鄱阳湖的枯水问题，是否一定

要建大型枢纽工程？是否有无坝无闸的替代方案？

胡春宏：从目前来看，要通过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

群联合调度来缓解鄱阳湖 9—10 月份水位消落过快的

局面作用有限，还可能造成水库规划目标难以实现。

如果单从解决滨湖区的缺水来看，可以通过修建提水

泵站、改建引水闸等多种工程措施解决。但鄱阳湖水

利枢纽是一个综合枢纽，具有应对江湖关系变化、修复

和保护湖泊湿地生态系统、解决滨湖区季节性缺水、改

善湖区通航条件等综合作用，它对湖泊水位的调蓄是

其他工程无可替代的。

王浩：鄱阳湖水利枢纽是一项综合利用水利工程，

是通过小规模的开发，实现大规模的生态环境保护。

如果单从解决滨湖区季节性缺水，可以通过修建提水

泵站等手段解决，但生态、航运等功能无可替代。

科技日报：也有学术论文提到，采砂是引起近年来

鄱阳湖秋季枯水期提前、枯水期延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胡春宏：根据研究，采砂对鄱阳湖的最低水位有一

定的影响，但不是造成近年来湖泊水位持续偏低、

9—10月份水位消落加快的主要原因。根据采砂规划，

2003—2013 年鄱阳湖区年平均采砂量约为 3000 万吨，

其中鄱阳湖出口段年平均采砂 1550万吨。实测水位统

计结果表明，2008—2012年与 1999—2002年相比，鄱阳

湖星子站年平均水位降低了约 1 米。根据我们初步计

算，采砂对最低水位降低贡献约占 1/3，河道的自然冲

淤贡献约占 2/3。

科技日报：九三学社最近提出，要将鄱阳湖的问题

放到长江大保护层面进行研究。工程“建不建、怎样

建、建了怎么管”一系列问题，应该由谁主导比较合适？

王浩：鄱阳湖水利枢纽影响范围广、牵涉部门众

多，不同对象对湖区水位要求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

反。鄱阳湖水利枢纽必须站在长江流域整体布局的角

度进行统一管理，在高层次上进行优化协调和综合决

策，以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据我了解，按照国务院领

导的批示精神，该工程已经是在国家相关部委的统筹

组织下，放在长江水系和长江大保护的层面进行研究，

水利、环保、林业、农业等 10多个部门都参与了工作。

胡春宏：我国现行水利工程管理体制下，事关流域

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等重大水利工程都是由长江水利

委员会统一调度。长江水利委员会根据实时的水雨工

情信息、既定的调度原则等，综合制定每年的调度方

案，工程管理的部门根据调度方案运行调度工程。三

峡水库、丹江口水库等都是采用这种模式调度。鄱阳

湖水利枢纽也应该由长江水利委员会统一调度。

（科技日报北京12月7日电）

水 利 界 院 士 回 应 争 议—

鄱阳湖汛后水位降低“建闸方案”无可替代
本报记者 唐 婷 张盖伦

这是一个研究“燃烧”的机构——

所有科研工作都围绕最危险的燃烧展开：研究各

种易燃材料，发掘燃烧的力量，使之变成可利用可驾驭

的动力，是这个研究所的使命。

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群体——

从一无所有起步，半个多世纪中，一代代科研人员

与高毒、高爆危险品为伴，燃烧青春，甚至生命，成功研

制出一系列固体推进剂，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掌

握高能固体推进技术的国家。

这里锻造出一个个“燃烧”的奇迹——

我国大多数固体推进的火箭和导弹，都使用这家

研究所研制的固体燃料推进剂。正是他们研制的新型

固体燃料，有力推动着我国航天和导弹事业进步。

履行“燃烧”的使命，砥砺燃烧的激情。在地处鄂

西北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四院 42 所，几代研究人

员默默坚守，艰难攻关，以一次次壮丽的燃烧，书写出

爱国奉献的传奇。

追赶超越，为火箭腾飞提供更大能量

2016 年 11 月 10 日，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唯一

全固体运载火箭长征十一号火箭第二次发射，成功完

成“一箭五星”飞行试验任务。

这种有着“太空出租车”之称的快速机动火箭，所

用的推进剂就由 42 所研制。研究所党委书记柴玉萍

说，由于采用固体推进，长征十一号首次实现了我国运

载火箭“全箭整体储存、星箭快速对接、高效快速发射”

等技术突破，这在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应急发射

需求方面有重要意义。

“早期火箭和导弹都使用液体推进剂为动力。但

由于液体推进剂储存、运输十分不便，因此美苏先后研

制成功固体燃料推进剂。”研究所所长张小平说，固体

燃料推进剂储存和运输方便，可靠性高，适用性广，在

航天和国防领域都有着重要用途。

固体推进剂技术一出现，就成为大国十分重视和

严密保护的尖端科技。

专门研究固体发动机燃料的42所科研人员，是许多

壮丽发射的幕后英雄。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业都罕为

人知。然而，正是他们在固体推进剂研制上的一次次突

破，推动了我国火箭和导弹事业一个个举世瞩目的跨越：

从最早托举东方红一号飞天的火箭第三级发动机，到如

今固体推进导弹越打越远……在他们的不息努力下，我

国固体推进剂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前沿水平。

“推进剂是决定火箭和导弹飞行能力的基础。”张

小平说，目前，我国航天用固体运载火箭，以及火箭军

和陆、海、空军部队所使用的国产固体推进导弹，多数

复合固体推进剂技术都出自四院 42所科研人员之手。

从上世纪 50年代国防部五院成立固体推进剂研究

小组，到 60 年代组建 42 所，几代科研人员献身科研、献

身国防，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突破了一代代固体推进

剂技术，形成了系列推进剂配方和相关配套技术，不仅

为国防安全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还为我国航天事

业发展提供了独特助力。

神舟飞船逃逸塔所用燃料，飞船、天宫和“飞天”舱

外航天服上的各种密封件，都由该研究所研制。研究

所系统产品开发中心主任邓康清说，长征五号发射前

会排放低温氢气，如不能及时排除则可能影响发射安

全。正是他们研制出的消氢发动机，解决了这一难题，

安全护航火箭成功发射。

自主创新，从星星之火到壮丽腾飞

这是从一无所知开始的艰难攻关。

固体推进剂，被称为“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在

42所科研人员眼中，只有在这一领域跟上对手，祖国的

和平与安全才有强大力量保证。

“当时只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固体推进剂，其他什么都

不知道。”回望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次攻关，81岁的韦启嵩至

今难忘：“研究人员听说有一种材料是液态橡胶，就到专业

的化学研究单位去请教，结果对方说这完全是‘奇谈’！”

“什么资料都找不到，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在固体推进

技术上为我们提供帮助。”76岁的徐桂林仍记得聂荣臻元

帅那句感叹：“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

现实中的重重困难，挡不住科研人员为国铸造和

平砥柱的雄心。

千百次摸索和试验，千百次跨越难以想象的困难……

1958年 7月，一根铅笔香烟大小的固体药条在国防部五

院的一次大会上被点燃。就是那一簇小小的火苗，照

亮了中国固体推进剂的突破之路。

这一点星星之火，经过研究人员 10余年艰苦培育，

最终在 1970年变成了推动民族腾飞的熊熊火炬。东方

红一号卫星上天时，火箭第三级首次使用了我国第一

种固体推进剂，成功将卫星送到了太空。中国从此迈

入世界上少数掌握固体推进剂技术的国家之列。

靠着这种不畏艰险、奋勇赶超的雄心，他们连续实

现多次技术突破，推动了我国固体燃料推进技术的发展。

前进的道路从来都是不平坦的，追赶的进程也会

经历曲折。

上世纪 60 年代，发达国家开始高能固体推进剂研

究，我国也于 1970年启动了一场“高能大会战”。然而，

汇聚了包括四院 42所在内的全国许多相关单位集体攻

关，受当时科研条件所限，历时 9年最终没能成功。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新一代高能固体推进剂面世。

“这是事关我国守卫和平能力的关键技术。”张小

平说，虽然难度和风险空前，“但我们认为，宁可承担风

险，也决不能在先进技术上输了国家安全的未来。”

这一次，他们要再次冲击世界固体推进技术的最前沿。

一种主要成分爆炸力极强且极不稳定，要不要使

用？如何使用？新型粘合剂的合成方式千变万化，根

本不可能一一试验。好不容易摸索出的“可能”路径，

又被新的“不可能”挡住去路。

困难之后还是困难，失败后面连着失败。

“一年做了五六百次试验”，副所长庞爱民回忆说，

几度绝望又几度绝处逢生。最终，课题组的研究人员们

凭着一股九折不回的自主创新韧劲，成功取得突破——

始于上世纪 70年代的高能探索，两代人 30年攻关，最终

换来中国在这一技术领域站到世界前沿的格局。

“迈入固体推进技术前沿的‘无人区’，接下来的突

破会变得更难。”张小平说，着眼未来，四院 42所下一代

固体推进的关键技术已经取得重大突破，更新一代推

进技术的预研也已展开。

牺牲奉献，用青春和生命点燃壮丽的燃烧

8：34：53。

扭曲的表盘上，三根清晰的指针印，永远凝固下那

个壮烈的时刻。

1979 年 7 月 11 日，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彻鄂西北

的郭峪山沟，正在厂房进行混合的高能药剂突然发生

爆炸。两位女研究人员戴学华、杜品芳当场牺牲。

“在爆炸的废墟里，我们找到了烈士的遗物，一个

‘上海牌’手表的表盘。”79岁的张金华回忆。强大的爆

炸冲击波，竟然把三根指针嵌入了表盘。

在此前6年的一场爆炸中，两名研究人员受伤致残。

“固体推进剂研究的对象，几乎全部是敏感高爆和

剧毒化学品，非常容易燃烧爆炸。”已退休的老所长侯

林法说，“但这是国家安全需要，再危险我们也要干。”

上世纪80年代末，42所启动高能推进剂项目。面对

极为敏感易爆，且爆炸力极强的新型材料，时任副所长的

侯林法带头成立“敢死队”，投入这一高风险的研究。

“拿个装材料瓶子，要有一个人在前面专门开路。”

52 岁的特级技师张玉亭说，“只要有一点滴到地上，就

会引起强烈爆炸。”

没有人比这些科研人员更了解其中的风险。侯林

法回忆，在混合这种危险材料时，研究员祝一辰把同事

们都赶走，自己却留下来近距离观察搅拌状态。

“那时，每次试验前我们都会互相开玩笑，问‘细粮

吃了没有？’”80岁的陈荣定回忆。上世纪 60年代初，生

活条件艰苦，科研人员多数时候还在吃粗粮。“大家会

开这样的玩笑，意思是每次试验前都要把细粮吃掉，

‘死也要做个饱死鬼’。”

听到“敢死队”的称谓，听到老科研人员讲起这样

的“传统”，怎能不让人动容？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面对国家安全需要，42 所一代代科研人员选择了面对

危险和困难，义无反顾。

“为了需要一个干燥的研究环境，我们研究所曾一

声令下，一周内全所从四川搬到内蒙古。”徐桂林回

忆。没有房子，就住窝棚或借住老乡家里；没有食堂，

饭吃着吃着就冻住了；最难的是没有工具和仪器设备，

“大家要冒着随时会燃烧、爆炸的危险，在农民加工粮

食的石碾盘上碾化学材料。”

“固化好的药不合规格，我们就用刀切，再用木工刨

仔细刨平。”张金华回忆，在那种一粒火星，一丝静电，甚

至过重的摩擦都可能引起爆炸的条件下，他们硬是靠手

工和非常原始的工具，研制成功我国第一种固体推进剂。

1970 年，研究所又从内蒙古搬到鄂西北的深山

中。“上山砍柴，下山挑水，遇上洪水还会断炊绝粮。”侯

林法说，深山工作 18 年间，科研人员以忘我的精神，一

边克服生活上的困难，一边接连取得技术突破。

今天，再次搬迁到湖北襄阳市的四院 42所，已经建

立起配套先进的实验和安全设施，老人们谈到的生活

困难也已经成为过往的“谈资”。

然而，当我们翘首仰望一枚枚直刺云天的大国利

剑，我们同样应该记住，这些以燃烧的激情托举起它们

的无数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员；应该记住，42所这个鲜为

人知的名字和被尘封的故事。

（新华社武汉12月7日电）

“燃烧”激情，托举起大国长剑
——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四院 42所科研团队

新华社记者 徐壮志 熊金超 袁志国

12 月 7 日，上海国际跨媒体技术装备创新博
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来自美国、中
国以及日韩的广播、电视、电影等数字媒体娱乐
领域的尖端技术和解决方案，将在本届展会上集
中展示，开启跨媒体产业国际贸易合作与创新交
流的窗口。

图为参观者在观看一架装备有4K高清视频拍
摄设备的无人机。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上海国际跨媒体技术装备创新博览会开幕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7 日电
（记者刘垠）7 日，科技部发布的

2015 年 度 全 国 科 普 统 计 数 据 显

示，科普经费投入略有下降，科普

专项经费共计 63.59 亿元，全国人

均 科 普 专 项 经 费 为 4.63 元 ，比

2014 年减少 0.05 元；而科普活动

经费较 2014 年增长 14.48％，达到

84.83亿元。

据悉，2015年全社会科普经费

筹集额 141.2 亿元，比 2014 年减少

5.88％，政府拨款占全部经费筹集

额的 75.54％。此外，2015 年全国

科普场馆基建支出共计 30.89 亿

元，比 2014年下降 32.38％。

统计数据表明，2015 年全国

科普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

还呈现新的发展特点，比如，科普

人员数量明显增长，科普专职人

员 减 少 而 兼 职 人 员 增 加 显 著 。

2015 年全国共有科普人员 205.38

万人，比 2014 年增加 2.06％。专

职科普创作人员和专职科普讲解

人员在科普专职人员中的构成比

例持续增加，并成为科学传播的

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科普场馆建设成果

凸显，科普传播媒介发挥重要作

用 。 据 悉 ，全 国 共 有 科 普 场 馆

1258 个，4695.09 万人次参观科技

馆，10511.12 万人次走进科技类博

物馆，增幅明显。同时，科普传播

媒介发挥重要作用。科普图书种

类从 8507种增长到 16600种，册数

从 0.62亿册增长至 1.34亿册，占全

国图书出版总量的 1.54％，种类和

总册数均比 2014 年度翻番；共出

版科普期刊 1.08亿册，科技类报纸

总印数 3.92亿份，占全国报纸总印

数的 0.91％。

去
年
全
国
人
均
科
普
专
项
经
费
四
点
六
三
元

科技日报南宁12月 7日电 （记者江东洲 刘昊）7

日，广西质量技术监督局在广西石墨烯研究院正式发

布《石墨烯三维构造粉体材料的检测与表征方法》《石

墨烯三维构造粉体材料名词术语和定义》《石墨烯三维

构造粉体材料生产用聚合物》《石墨烯三维构造粉体材

料生产技术》和《石墨烯三维构造粉体材料生产用高温

反应炉的设计规范》五项石墨烯系列地方标准，并从 12

月 30日起开始实施。

此次发布的五项石墨烯系列地方标准由广西质量

技术监督局和广西大学共同提出，由广西大学可再生能

源材料协同创新中心等单位起草。“这是广西在全国率

先发布的石墨烯系列地方标准，首次明确了石墨烯三维

构造粉体材料的名词术语；首次规范了石墨烯三维构造

粉体材料的原料、技术、生产装备及检测方法，它将为广

西乃至全国石墨烯行业规范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学

依据、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撑。”广西大学校长赵艳林说。

广西发布石墨烯系列地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