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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黑龙江省通过了 《黑
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一条规定是：“本省行政区域内依
法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
粮食作物，禁止非法生产、经营和为种
植者提供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禁止非
法生产、加工、销售、进境转基因或者
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用农产品”。此条
规定很快引起争议。

有人对此辩护称，中国政府目前是
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和大豆的，
而黑龙江省存在一定的偷种转基因作物
现象，《条例》 是把政策重申一遍，有
利于树立黑龙江省农业的形象。不过，
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涉及严格的立法权限
问题。目前，对于农业转基因的安全评
价、种植品种、种子经营等有 《农业转

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进行规定，也
就是说，农业转基因事务的立法权限在
国务院一级，黑龙江省的 《条例》 中涉
及转基因的规定不仅多余，而且是越
权。

今年 8 月印发的 《“十三五”国家
科技创新规划》 中，也明确提出“推进
新型抗虫棉、抗虫玉米、抗除草剂大豆
等重大农产品产业化”。可以想象，未
来几年，如果农业部批准了转基因玉
米、大豆的产业化，黑龙江省的 《条
例》 将明显处于违法境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地方上的
食品安全条例无权谈及转基因食品，国
家层面的 《食品安全法》 也没必要规定
转基因食品。国内食品安全的权威、中
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曾明确指出：“转基

因不属于食品安全问题”，因为按照《食
品安全法》中对食品安全的定义，“指食
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
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
性或者慢性危害。”而批准上市的转基因
食品无毒无害，也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
危害，因此它不属于“食品安全”应探
讨的范畴。将转基因列入食品安全相关
法律法规，将会误导公众认知。

黑龙江省的 《条例》 规定禁种转基
因作物，不仅是法律常识出了问题，更
反映了相关立法者科学素养的不足。黑
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姚大为
对该条规定解释称，“当这种技术还不
能准确回答安全不安全时，谨慎推广应
该是明智的选择。”而事实上，包括世
卫组织、美国 FDA、美国科学院、中国

农业部等机构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都
有明确声明，即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产品
是 安 全 的 ， 不 存 在 “ 不 确 定 ” 的 问
题。

应该看到，地方政府打着“顺应民
意”的旗号，却做了误导公众的事，对
于全社会的法治、科学意识的培育都很
不利，亟须更高层面的关注。

《京华时报》2016.12.21 文/洪广玉

近日，一则名为 《科研人员录用
需要改变注水制》 的评论令人深思。
论者提出，科研不能搞人海战术，“海
量的科研人员和论文，并不能说明中
国的科研投入有足够的产出”。和许多
产业、行业一样，科研队伍早该挤一
挤泡沫了。

科研队伍挤泡沫应从源头抓起。
目前，具有博士学位已成为进入科研
队伍的“硬杠杠”。博士不但是科研队
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处于科研队
伍入口处，承担了蓄水池、后备军的
功 能 。 博 士 教 育 在 我 国 起 步 很 晚 ，
1978 年，我国才有第一批 18 名博士生
入学，1982 年，才有几个人获得博士
学位。但是，2001 年，在教育产业化
的 浪 潮 下 ， 博 士 也 开 始 扩 招 ， 2006
年，美国培养出了 5.1 万名博士，中国
大陆则是 4.9 万名。两年后，我国每年

毕业的博士数量就超过了美国。2011
年，我国新增博士点数量已超过 1000
个。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博士都进入了
科研队伍，但是这一切毫无疑问扩大
了这支队伍的蓄水池。

可惜的是，乌央乌央的博士报考者
中，只为镀镀金者有之，为躲避就业压
力锋芒者也有之，量的飞跃并没有带来
质的提升，反而把蓄水池的水搅混了。
近年来经常见诸报道的学位论文造假、
注水的情况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们今天
要挤泡沫，应把科研队伍的篱笆扎得更
紧一些，把那些没有科研潜力的人挡在
门外。前段时间，国务院学位办对学位
点作了瘦身，就具有挤泡沫的意义，此
举应进一步推进。

同时，应把学历与职级、薪水、待
遇之间的强联系变为弱联系。也就是
说，科研单位也好，行政单位也罢，固

然可把学位作为录用的进场券，但迈进
门槛之后，不论什么学位的人，都应站
在同一起跑线上，对科研人员的考评，
看出身但更应重表现，简单根据学历定
级定薪的制度应尽快调整，职级的晋
升、薪水的增长更应与科研成果以及工
作绩效紧密挂钩。

另一方面，还应积极借鉴海外许
多著名的科研机构铁面无私的淘汰机
制，推动科研人员的合理竞争，改善
科研人员的评价机制。尽快消除为了
获得经费等资源，陷身于人脉经营、
文 山 会 海 、 项 目 运 作 ， 沦 落 为 填 表
格、贴单据的怪诞现象，让科研人员
真正从科研绩效获得存在感。这样，
才能将那些把科研岗位当作避风港的
虚情假意者请走，科研队伍的水平也
才能得到整体提升。

《科技日报》2016.12.23 文/眉间尺

在 12 月 21 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
第十四次会议上，抑制房地产泡沫被列为

“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
之一，再次被提及。

此次会议提出：“规范住房租赁市场
和抑制房地产泡沫，是实现住有所居的重
大民生工程。”需要提及的是，在去年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到房地产，主
题是“去库存”，而现在则将房地产视为

“重大民生工程”。笔者认为，这次会议
的重大意义不在“抑制房地产泡沫”，而
在于让房地产告别经济政策，回归民生和
社会政策的基本属性，这无疑是中国房地
产政策的巨大变化。

长期以来，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在
稳增长和地方政府创收方面发挥了独特的
作用，以至于形成了对房地产的过度依
赖。同时，土地出让金也逐渐成为地方政
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一
方面导致房地产行业的种种乱象，同时，
随着房价的上涨，房子也逐渐脱离了居住
的基本功能，成为资产配置的主要工具。

只有房子不再成为稳增长的工具和地
方政府创收的手段，房地产市场才有可能
真正健康，房子才有可能回归居住的本
质。

当然，要抑制房地产泡沫，让房子真
正成为“住的”而不是“炒的”的关键，
在于中国房地产制度的重构和长效机制的
建立。这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要求围
绕住房的居住属性，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
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
制度为主要方向，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
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分类调
控，地方为主，金融、财税、土地、市场
监管等多策并举，形成长远的制度安排，
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笔者认为，中国房地产制度建设和长
效机制的框架基本建立。未来将以居住功
能为出发点，以市场和政府各自的定位为
基准，在土地制度、住房信贷制度、税收
制度、住房保障制度以及交易制度等方面
构建起合理的、能够满足老百姓基本居住
需求的制度体系，房地产将告别“增长工
具”，而成为真正的民生产业。

未来长效机制的出发点是民生，是居
住功能，对市场和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定
位和边界应给予明确界定——以市场为主
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
障。

房地产首要的是民生政策，人应该有
房子住，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可惜在过去
10 多 年 ， 房 子 成 了 创 收 和 稳 增 长 的 工
具。回归到“民生”，这是一次重大的制
度纠偏。 《新京报》2016.12.23 文/马光远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观念
的觉醒，近年来人们对健康服务的需求
越来越高。日前，有专家呼吁将体检纳
入医保，引发各界热议，支持者占到大
多数。

这个初衷非常好。理论上讲，健康
体检有利于及时发现疾病隐患，以最少
的成本保障全生命周期健康。国外有研
究表明，在预防上投入 1 元钱，能节省
医疗花费8元钱。

然而，从医保本身的定位看，其主
要作用是保基本，即补偿居民基本医
疗、基本药物的支出，保障每一位居民
有医可用、有药可吃。而体检针对的是
健康人群，目前尚不属于基本医疗服务
范围。从保障水平看，我国基本医保体

系由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
农合、医疗救助等制度构成，其特点是
广覆盖、低水平。想进一步提升保障水
平，就必须考虑承受能力。

近几年来，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
由于筹资水平不高，加上大病保险、重
特大疾病救助、门诊大病统筹等险种与
项目纷纷纳入报销范围，看病费用不断
上涨，基金支付压力持续加大。体检直
接纳入新农合、居民医保，未必是审慎
且合适的选择。

从当前情况看，可以从个人账户结
余想办法。人社部 2015 年统计公报显
示，城镇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结存6000多
亿元，个人账户积累 4429 亿元。由于 3
种基本医保饥饱不均，可能会造成一个

家庭内参加居民医保、新农合的成员钱
不够用，而参加职工医保的成员钱花不
出去的怪现象。因此，不妨将个人账户
改造成家庭健康账户，专门用于补偿家
庭成员购买健康体检、疫苗、健身等的
支出，全家共济使用，量入为出。如此
既不违背基本医保的定位，又能盘活巨
额个人账户结余资金。

健康管理不仅要解决好谁来埋单的
问题，更要处理好谁来监管的问题。我
们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保险机制来
对健康体检服务进行准入、运行、退出
的全程监管，防止“花了钱买不来健
康”。

设立家庭健康账户，购买健康服
务，符合健康新理念，也是人民群众的
现实需要。在此基础上，逐步转向以预
防为主的健康管理，才能更好地建设健
康中国。

《人民日报》2016.12.23文/李红梅

近日，在北京举办的“汉语盘点
2016”会议上，作家王蒙谈到对网络流
行语的看法。他说特别反感“小鲜肉”

“颜值”这类说法。此语一出，立即引
起热议。

很多人觉得王蒙先生有些食古不
化，未必如此。具体还是要看语境，比
如他提到“给力”“洪荒之力”有幽默
感，就说明他对流行语并非一概拒斥。
在谈到“小鲜肉”时，他的原话是：

“哪怕直接说出人性的欲望，也比这个
词好听。”显然，他认为这与真诚有
关。无论是扬是抑，王蒙关注的更多是
字词背后的幽默感、真诚度。

网友喜欢戏谑、解构，把网络语言
当成了一种互动礼仪。在这里，运用语

言的目的是为了社交，什么语言并不重
要，哪个流行就用哪个。但在王蒙这
里，语言的鲜活与文雅成为关注目的，
因此仅仅说话还不够，还要涉及到用什
么语言表达。从这里衍生出去，捍卫语
言的纯洁性，和掌握语言的流行性，可
能会存在具体词句方面的冲突，但本质
上并非一定要彼此对立，你死我活。

总有人迷信流行语的力量，觉得它们
终将取代过去；但也正是流行语的野蛮生
长，使我们看到捍卫语言的必要性。有人
捍卫语言，也有人在创新语言，正是在这
个过程之中，语言完成了自己的进化，而
各方都达成了运用它的共识。

当代社会正处于快速变化中，这种
更新速度太快，以至于很有可能打破平

衡——创新的水流太快，而捍卫的阻力
太小。这是一个很严峻的现实：我们的
后代，很有可能患上语言贫乏症。

正是这种质疑和反思，以及王蒙对
于“小鲜肉”的不满，一起构成语言更
新中的旧秩序。它们亟待和流行语碰
撞、激荡、融合。在这里，是俗是雅都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好自己，没必
要为了反对而反对。说到这里，不如看
看王蒙在 《守住中国人的底线》 中的一
段话：“与其哀哀地酸酸地悲叹或咒骂
旁人的庸俗，不如自己多读书、多学
习，提高自己的品位，扩大自己的眼
界，同时理直气壮地在正常情势下过正
常的生活。”

《南方日报》2016.12.22 文/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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