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8日， 全国人大代表马雪花 （右） 与两位女代表走向会场。 80后的马雪花，
保安族， 是甘肃省积石山县吹麻滩中学的一名教师。 本报记者 杨 姣摄

委员姚明
本报记者 周 凯 刘世昕

“我们让姚明委员休息一会儿吧”，
主持人的一句话让现场的记者会心地

笑了起来 。 今天上午 ， 全国政协十二
届三次会议举行第二场记者会， 邀请5
位全国政协委员就 “政协委员谈发挥
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重

要作用” 主题回答记者提问， 身高2.26
米的姚明委员也在其中 。 一个小时的
发布会 ， 12个问题 ， 有 4个抛给了姚
明 ， 主持人不得不给现场记者提出了
“要求”。

事实上， 作为曾经的篮球明星， 姚
明每年都是两会的焦点人物， 大会堂前
被记者围堵 ， 会场里被工作人员求合
影， 让他很无奈。 不过， 今年令姚明备
受关注的不仅是其名人身份， 而是他写
的一份建议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 去
年， 姚明在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呼吁
改体育赛事审批制为备案制被采纳。 今
年， 他又带来了呼吁推广专项体育课的
提案。

姚明评价政协的双周协商座谈会是

一个非常好的机制， 政协委员可以更有
效地定期在一些专业领域建言献策 。
说到自己的提案这么快被采纳， 姚明委
员很谦虚， 他认为并不是自己的提案写
得好， 而是国务院已经意识到社会对体
育的需求， 并且经过了很多调研论证，
“正好我这份提案赶上了”。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 “明星委员作
秀” 现象时， 姚明并没有回避。 他说，
明星委员是客观存在， 因为受关注更应
该作出有质量的提案 ， 向社会发出声
音， “以更严肃的态度去面对我们要做
的事情。”

“政协委员的职责 ， 除了民主协
商、 参政议政以外， 还有一份职责是民
主监督。” 姚明说， “监督也是双向的，
委员要行使权力， 起到应有的作用， 同
样应该受到监督。”

两会前夕， 中央通过了 《中国足球
改革总体方案》， 把足球改革提升到振
兴国家的层面。 对此， 作为篮球界人士
的姚明毫不掩饰自己的 “嫉妒” 之情，
他 “非常希望校园篮球在不久的将来，
也有这样的一份计划可以走入校园”。

无论足球还是篮球， “很多东西并
不是花钱能买来的， 怎样花得更合理、
更有效， 对我们的管理体制提出了很大
的挑战， 也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姚明
委员表达了他的理性态度。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研究中国人慢病 咋用外国人数据
本报记者 张 国

3月8日， 全国政协委员讨论财政预算
报告时， 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二军医大学
教授王红阳的一番言论， 在她所在的医药
卫生界别小组引发广泛讨论。

王红阳指出， 慢病如今消耗了大量的
卫生资源， 可是我们始终没有一个国家层
面关于慢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 同行们
出国开会作报告、查文献，用的还是外国人
的数据。究其原因，国家预算中从来没有拿
出一笔稳定的投入。 有的学者自己开展相
关研究，申请科研经费，但到三五年资助期

满就要结题， 而流行病学调查持续20年很
常见。

慢病即通常所说的 “慢性病”。 “国
家层面应该安排专项经费。”她对中国青年
报记者解释，心血管病、糖尿病、肿瘤等都
属于慢病，我们国家设有很多研究经费，但
缺少做这些疾病的流行病学的固定投入。
“这是一个慢工出细活儿的事，哪个部门都
不出钱。 我们需要在财政预算里面划出一
块儿，专门做中国人的慢病调查，哪些病逐
年增加，哪些病逐年减少，需要有一个国家
层面的数据来对外发布。”

据王红阳介绍，中国很多课题组在做相

关调查，但要么调查样本不足，要么调查区域
受限， 导致发布的各种调查结果非常乱。“公
众看到的都是零散数据，不能代表中国。”

听了王红阳一番话， 在场的中国科学
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
院院长胡盛寿立即表示要 “附议一下”。

他举了个典型的例子 。 国家 “十二
五” 规划中有一个心血管方面的计划， 他
当时牵头立了一个项目， 来开展中国第5
次高血压调查 。 “中国心血管是第一大
病， 谁都知道， 但是没有确切数据， 有的
是来自小样本或区域的。” 他说， 但这项
调查花完启动经费后， 做不下去了。 他们

去找科技部， 科技部表示财政经费中没有
相应的支持项目， 而卫生部门也没有。

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洁
夫提醒说，上一届全国政协期间，原卫生部
部长张文康做过一次大会发言，专门讲过慢
病防治经费问题，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对此， 包括胡盛寿在内的很多委员认
为，今年重提这个话题特别有必要，因为我
国慢病的发展形势跟几年前比已经发生很

大变化。中国每年发布一个心血管病报告，
用的都是一些估测数据。 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最近发布了有关几大常见慢病的流

行病数据，有人质疑，糖尿病、高血压患者

真的有那么多吗？因为没有权威发布，没有
一个国家层面、点面结合、严格科学的流行
病学调查，引起混乱。

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杨爱明委员

说， 十几年前资助这种研究可能性很小，
中国发展到今天， 应该考虑对几大重要疾
病同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池

慧指出， 没有科学的依据， 就很难作出国
家发展的合理规划。 国家层面的流行病学
调查关系到国家人口安全。 我们现在很多
数据、 药物使用方案等都基于国外。 他认
为， 中央财政应该对全国人口健康状态管
理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

黄洁夫当过卫生部副部长， 他说这个
问题的根源不在财政部， 而在卫生部门。
每年的财政预算蛋糕大盘子定完后， 具体
内容是卫生部门去做。 他提议， 应形成一
个统一的提案， 以期引起卫计委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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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越来越多人爱上厦门海沧

“海沧近几年的发展
变化太大了， 就像烧到了
90℃的水， 借自贸试验区
建设的东风， 马上就要沸
腾！” 春节期间 ， 百名闽
商代表走进福建省厦门市

海沧区， 对当地宜业宜居
的环境赞不绝口。

成立于 1989年 5月的
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 是
全国设立最早、 规划面积
最大的台商投资区。 2003
年8月， 厦门市区规划调
整， 设立海沧行政区， 同
时保留台商投资区。 2008
年获批海峡西岸首个保税

港区， 而眼下厦门自贸试
验区的建设， 更是给海沧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
2014年， 海沧GDP达

到483.1亿元， 综合实力跻
身全国百强区第15名， 是
前15名中唯一一个非长三
角、 珠三角的区， 其人均
GDP、 人均工业产值、 人
均财政收入、 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四项指标居福建

省首位。
站在新的起点上， 海

沧提出了 “美丽厦门·活
力海沧” 的新定位， 走出
了一条机制活 、 产业优 、
百姓富、 生态美、 台味浓
的路子， 将新港口、 新产
业、 新城区、 新家园、 新
机制建设全面推进。

自贸试验区带来新机遇
去年底， 中央把福建列入第二批自贸

区试点。 厦门自贸园区在福建三大园区
（福州、 厦门、 平潭） 中面积最大， 其中
位于海沧的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面积

占了厦门园区的一半以上。
虽然自贸试验区还未正式挂牌， 但海

沧在积极融入自贸试验区建设和 “一带一
路” 的路上已先行一步。

今年元旦 ， 世界上最大 、 最先进的
集装箱船 “中海太平洋 ” 轮首次靠泊海
沧港。 “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 ， 为海沧
建设自贸试验区增加了底气 。 ” 海沧保

税港区管委会投资运行组组长林星火介

绍说 ， 2014年海沧港货物吞吐量 6704.9
万吨 ， 增长 12.4% ； 集装箱吞吐量476.4
万标箱 ， 增长 25.2% ， 占厦门港 55%以
上。

依托投资区、 行政区、 保税港区 “三
区合一” 的管理体制， 加上自贸试验区的
“东风” 劲吹， 许多企业跃跃欲试， 争相
布局海沧， 抢占机遇。 据了解， 目前已有
近百家企业提出入驻自贸试验区的申请，
涉及资金近百亿。

深圳市融创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在国便是其中的一个。 他主动将移动
互联网谷科技园项目引入自贸试验区 ，
该项目可望为海沧引来腾讯等互联网大

咖。 “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将为互联网搭
建更广阔的平台 ， 此时落户 ， 我认为是
最明智、 最有价值的选择。” 朱在国信心
满满地说。

崇仁 （厦门）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较
早入驻海沧保税港区的台资企业， 在该公
司副总经理蒋序甲看来， 自贸试验区便利
的新政和更加完善的配套服务将有助于公

司拓展国内业务领域。

不仅宜业更要宜居
春节期间， 海沧主要景区接待的游

客超过 300万人次 ， 较去年同比增长
24.63%， 旅游收入2.38亿元， 同比增长
31.69%。

在近日举行的 “2015年新春闽西南
旅行商及媒体海沧考察” 活动中， 龙岩
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邱霞用

“震撼” 一词来评价此次海沧之行。 她
表示， 海沧优美的环境和闲适的生活节
奏， 让她感到相当舒适。

海沧的人气如此火爆， 并非偶然。
来看几组数据： 这里造林绿化全省 “四
连冠”、 人均公园面积超过厦门岛内 、
新增绿地总量全市第一、 绿道建设总长
全市第一、 全市最美十条道路前四名中
海沧占据一半……

在文明建设方面， 海沧同样令人刮
目相看： 文明城区创建保持全省领先，
文明指数季度测评、 市容管理考评综合
成绩均位列全市各区第一， 荣获 “2014
中国社会创新奖”、 “首届全国青年志
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 等荣誉称号 。
去年7月， 海沧启动 “我是小袋鼠， 垃
圾不落地 ” 行动 ， 倡导居民不乱丢垃
圾 ， 打造全市首个 “垃圾不落地 ” 城
区 。 海沧还成立了全国首个 “两岸义
工联盟 ” ， 吸纳 19支两岸志愿服务队
伍， 使志愿服务常态化。

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 日月谷温泉
渡假村董事长陈信仲说， “我接触过很
多在海沧发展的台商， 他们最开始来海
沧投资是从市场角度考虑的， 但现在已
经慢慢将海沧视作家乡， 决定在这里定
居。”

对于海沧不断攀升的幸福指数 ，
当地人更是深有体会 。 “过去厦门人
说 ， ‘宁要岛内一张床 ， 不要海沧一
套房’。 2000年海沧大桥的通车， 缩短
了海沧与厦门岛内的空间距离 ， 而近
年来海沧的宜居环境建设 ， 更是消除
了人们对于 ‘岛内岛外 ” 的心理隔
阂。” 从小在海沧长大的廖艺聪说， 现
在厦门人更愿意到海沧来买房居住

了。
厦门市委领导郑云峰说， 经济新常

态下， 改革就是最大的机遇、 最大的红
利。 “一带一路”、 两岸经济和产业合
作、 福建自贸试验区等三大利好， 给了
福建 “最佳发展机遇期”。 抓好自贸试
验区建设 ， 是海沧区2015年的中心工
作、 重中之重。 今年， 海沧将立足台商
投资区25年的深厚基础， 紧抓自贸试验
区建设契机， 再造台商投资区新优势，
进一步推动对台自由贸易发展， 促进两
岸经济深度融合。

（林智仁 周舟）

高校“青椒”话题引发热议

政协委员点拨“周鼎之惑”
本报记者 雷 宇 邢 婷

实 习 生 陈 佩

“讲好一门课能折算成几篇论文 ？”
“科研是自留地， 教学是公家田。” “一个
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

人， 今夜死去了。” 2014年年末， 四川大
学教师周鼎在 《自白书》 中用如此激烈的
言辞戳中了高校 “青椒” （青年教师） 的
痛点， 引起众多关注和热议。

全国两会上， 谈及这一话题， 全国政
协委员、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副校长姜
耀东不无同情。 “每年要完成多少论文、
多少工作量， 在有些学校达不到指标就得
走人。” 在他看来， 周鼎之惑， 不仅仅是
高校青年教师的问题， 也折射出当前国家
科研领域的一种状态。

“学科是不一样的， 不同学科科学问
题的程度也不一样， 用简单的指标衡量一
个人的学术水平， 这并不科学。” 针对周
鼎在 《自白书》 中提及的以科研论文数量
评价教师的现象， 姜耀东委员如是分析。

他认为， 当社会不重视科技进步时，
通过科技进步评奖唤起大众的科学意识、
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是必要的，“但到了每
个人都需要去报奖时 ，就该取消了 ，这在
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恶性循环”。

在各地调研时， 姜耀东注意到这样的
现象 ： 为了应付考核和评职称的论文数
量， 有的老师会尽可能把一篇好文章分成
3篇来发表， “最终， 把一个可以引起深

入思考的问题表面化了”。
对于青年教师的成长之惑， 全国政协

委员、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不仅看
在眼里，还在积极想对策。在学校，这位党
委书记每年都召集几次专门针对青年教师

的茶话会，和他们一起聊困境、话成长。
“上有老下有小，收入相对较低，又要

教学，又要做科研”，马敏一一历数青年教
师的家庭压力、事业压力和环境压力。

他把二三十岁的青年教师纳入到 “高
度重视” 的范畴， “现在的院士、 资深教
授很厉害， 但终究要靠后来人接班， 有了
中青年教师的成长， 学校才有未来， 才有
希望”。

针对青年教师面临的住房困境， 华中
师大前几年通过兴建商品房的方式， 全部
解决了青年教职工的住房问题。 “这几年
住房问题又比较突出， 我们的办法是先提
供中转房。”

周鼎之惑中， 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教师
课上得好， 但科研做得不够， 晋升职称很
困难。

从去年起， 华中师范大学打破唯论文
论的考核机制 ， 把教师分为以教学为主
型、 以科研为主型、 教学与科研并重型三
类教师， 确定相应的评价指标。

“只要教学教得好， 学生打分高， 学
生有获奖， 考核也高， 在学校组织的竞赛
中青年教师拿到奖项了， 就可以评职称。”
马敏委员说， “破解周鼎之惑， 高校管理
者不仅仅是同情、 理解， 还要拿出行动加

以破解。”
全国政协委员、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

烈云不否认青年教师的压力和负担， 他同
时强调， “青年教师必须要过教学关、 科
研关， 特别是研究型大学”。

他承认当前对青年教师的评价体制有

需要完善之处， 但不能缺失那些 “真正对
科学有用的科研成果的意义”。 对教学与
科研割裂的状况， 他期待青年教师对教学
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更深入的认识与思考。

“一个青年教师在学术上的发展和在
教学上的投入 ， 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
在丁烈云看来， 高校科研具有双重功能，
一个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国家贡献， 另一
个是把科研成果转化成教材， 让学生在教
学中受益， “这是最重要的。”

丁烈云所供职的华中科技大学始终倡

导一个理念， “大学是学生的大学、 学者
的大学、 学术的大学”。

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博士生导师

丁烈云道出自己的心得： 一定要过好科研
关， 但不是过了关之后仅写论文而已， 要
把对科研的体会、 经历、 研究成果转化成
教材让学生受益， “专业课日新月异， 教
学书不是炒旧饭”。

面对周鼎之惑， 全国政协常委、 复旦
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更期待青

年教师多一些理性思维和责任担当。
在他看来， 在普遍的社会浮躁中， 青

年教师中也有一种过分焦虑的情绪， “真
正要做一个有为青年， 为自己长远着想，

就应该理性些 、 超脱些 。 ” 葛剑雄说 。
“如果把教书当做一种追求 、 一种乐趣 ，
那么就投入去做， 一个人总会有所得有所
失。”

多年来， 葛剑群都在呼吁政策调整，
教育主管部门要深化职称评审制度改革、
薪酬待遇改革等， 更多给年轻教师提供发
展空间。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