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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陈学伟团队在
《CELL》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锁定了对稻瘟病具
有广谱持久抗性的水稻天然变异位点，是一项同时具
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价值的成果。随即，四川农大
发出共计1350万元的奖励支持经费，表彰参与研究
的科研人员。

一篇论文奖励1350万，值不值、该不该、好不
好？一时间在科研圈引发了新的争论。

首先看一下这笔奖金的组成，只有50万元是给论
文作者团队的奖金。其余1300万中，50万元是一次性
资助的科研经费，1250万元是分5年资助的科研经费。

由此可见，尽管“天价论文”听起来引人垂涎，
科研人员个人获得的奖励其实也只有50万元。真正
的大头仍然落在了科研经费上。对陈学伟和李伟滔等
论文作者来说，这笔奖金最大的意义，显然不是改善
个人生活，而是继续开展更有价值的研究。

事实上，对科研人员和科研项目的长周期稳定
支持，一直是众人呼吁的热点。四川农大的这一奖励
模式，等于让获奖团队在至少5年之内，可以免除跑
项目、申经费等等后顾之忧，专注做一些长期研究工
作。甚至，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研究走得更深更远，例
如将含有这一突变位点的新水稻品种推向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看，四川农大的这一“大手笔”
其实是非常划算的。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消息问世后，人们的点赞
多于质疑。“不多”“真不算多”之类的字眼屡见于评
论区。越来越多的实例表明，从政策制度到公民舆
论，都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表达着对科研工作者高级
脑力劳动的认可和敬意。

近年来，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科研评价和科技
奖励体系、科研经费管理等方面，新政策、新文件层
出不穷。其中一个共同目的，就是让科研人员真切体
会到“获得感”“荣誉感”和“归属感”。从这样的趋
势来看，未来“天价论文”很可能会越来越多，通过
潜心钻研、刻苦工作而名利双收的科技工作者也会越
来越多。

当然，在科研逐梦的路上，金钱永远只是激励
手段，而非目的初衷。因此，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角
度来讲，奖励什么样的研究、以什么样的形式奖励，
都是必须谨慎商榷的问题。

未来，希望看到更多实至名归的“天价论文”，
也希望看到更加合理的科技奖励机制带领科研人员走
向成果越来越好、腰包越来越鼓的良性循环。

科学网 2017.7.4 文/李晨阳

□ 刘晓军

黑客能监控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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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上旬，城乡规划及相关行
业一年一度的学术盛宴——清华
同衡学术周如期进行，异彩纷呈
的 活 动 越 来 越 吸 引 人 。 7 号 下
午，素衣布鞋的单霁翔出现，在
会场引起了不小的”震撼“。熟
识的朋友还未来得及握手寒暄，
年轻的建筑师、设计师即围拢着
他签名合照，主持人在台上一再
催促：“大家让开一条通道，请单
院长到台上开始演讲。”

神秘的宫殿变得亲民可爱了
单霁翔是 600 年来第一个走

完了故宫 9000 多间房屋的人。因
为他，有了火遍网络的恶搞明清帝王
像，有了引爆豆瓣的纪录片 《我在故
宫修文物》，让人觉得遥远神秘的宫
殿，一下子变得亲民可爱起来……

单霁翔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
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只有 30%。2014
年达到 52%，2015 年超过 65%，去年开
放到了 76%。大部分空间开放，每年
以 10 个百分点的速度往前走。

今天的故宫，与 5 年前有很大的不
同。商业化的紫禁城广场经过清理，
变得清新、庄重、典雅、干干净净；
30 个每天全开的售票窗口，加上 60%
的网上预约，原先排一个多小时对才
能买到票，现在不超过 3 分钟……进门
顺畅了，标识清晰了，黑黢黢的大殿
现在有了 LED 冷光源，既关照到了古
建筑保护，又满足了参观者的意愿。
曾经，诺大的紫禁城没有一个凳子，
没有一个椅子，若要休息，只能席地

而坐，或者坐在台阶上，最好的座位
也许就是树坑。现在，整个开放区域
分别设立了结实美观的座椅、塑凳，
上万名观众随时可以休息。

单霁翔的演讲风趣幽默，娓娓道
来，听众席上时时爆发出笑声。在场
的听众大都工作、生活在北京多年，
很 多 人 大 概 有 一 二 十 年 没 去 过 故 宫
了，而此刻，演讲还没听完，就已经
有了希望“重游故宫 800 遍”的冲动。

听演讲之前，就已经听说了故宫
5 年来的一些变化。现在看来，故宫
最根本的改变，是从以往的管理者方
便 为 中 心 ， 变 成 了 现 在 以 服 务 对 象
——观众方便为中心。参观故宫，再
也不用像原先犹如拓展训练般，需要
鼓足很大的勇气才有可能成行。故宫
这个伟大的世界文化遗产，正在因为
这种改变，最大限度地融入普通人的
生活。

快速发展中我们慢慢迷失了什么
也是在同衡学术周，中山大学

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教授何
艳玲的演讲，《更自主、更健康
——复杂社会中的城市治理》引起
不小的反响。聚焦复杂社会中的
城市治理问题，关注中国城市发
展的建构性风险。何艳玲认为，
城市发展的新逻辑、新价值和政
府 的 新 角 色 应 建 立 在 “ 以 人 为
本”的基础上，其核心是理解和
承认人的多重性，并将其带入到
城市公共决策过程、城市管理过
程和城市技术过程中。
会后，笔者对何艳玲作了专访。这

位哲学专业出身的学者，现在非常接地
气地研究社会学，每年做大量的调研，
并且为地方官员做培训。在她看来“我
们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创造了非常多的
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和社会故事没有讲
得很完整，包括公共服务方面的缺失、
社会的分化。空间被作为经济增长的容
器，而不是作为社会交往、情感依托、
闲暇消费的容器。”

“公共服务”，说起来范围很大，诸如
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教育、科技、文化、
卫生等等方面，可细想起来，又小到与我
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城市里步行可达空间
是否合理，公交地铁中的站台设置是否安
全舒适，广场上设计是否人性化，到博物
馆玩一天是否累得半死却找不到休息吃饭
的地方，等等。每个人在生活的城市中都
会有非常深刻细微的体验，都会有相对一
致的需求。 (下转第 2 版)

动不动就头晕
可能是这些病作祟

世界上首座熊猫外型的光伏电站在山西大同郊外落成，近日，已开始正式并网发电。电站由黑白两种颜色组成。
熊猫的黑色部分，由单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成；白色部分由薄膜太阳能电池组成。全部投入使用后，电站能在25年内提
供32亿千瓦时的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煤炭105.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70万吨。 新华网

匆忙的都市里可以有个坐下来聊天的地方

找寻我们缺失的社会公共服务

为“天价论文”点赞

故宫午门广场环境改善后场景（故宫博物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