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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爽）“保障公民健康权益和国
家战略利益，需要依靠法治这一国之重器。因此，
需要加快制定《国民健康法》。”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日前表示，随着经济快速发
展，我国的人口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疾病谱及自
然环境也发生巨大变化，居民的健康问题和疾病
负担越发严峻。

“首先是老龄化问题突出。目前，我国 60 岁以
上人口有 2 亿，而到 2030 年，老龄人口将超过 3
亿。届时，我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
国家之一。”张伯礼介绍说，此外慢病负担日益沉
重，亚健康和青少年健康等问题也令人担忧。因此，
当前亟待制定《国民健康法》。

在他看来，健康立法首先要明确公民的健康权
益，即每个个人、单位、集体、社会组织都有维护、帮
助、促进公民健康的责任和义务。同时，通过立法明
确政府职责，形成由卫计部门牵头，教育、政法、公
安、环保、食药监、工会、妇联等各部门、各行业联动
的工作机制和监管机制。

“还应重视全民健康教育。一方面将健康教育
纳入婴幼儿、学龄前、中小学教育课程，另一方面职
业学院、高等院校应设立健康教育、管理、促进专
业，其他团体和组织也应把健康教育纳入常态化活
动内容，确保健康教育从娃娃抓起。”张伯礼同时建
议，将中小学生的健康状态纳入学校考核体系，对
不达标的学校进行处罚。

全国人大代表张伯礼院士：

应加快制定
《国民健康法》

本报讯（记者甘晓）3 月 7 日，全国政协委员、
中科院院士姜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对大推力、大
运载能力火箭的需求将逐渐增大。而计划今年发
射的“长征五号”火箭，将启用新研制上面级“远
征二号”。

据了解，“长征五号”是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
中运载能力最大的一型火箭，起飞质量约 869
吨，具备近地轨道 25 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14
吨的运载能力。“长征五号”将于今年 9 月前后实
现首飞。

姜杰介绍说，“长征五号”的首飞主要是对火箭
各系统进行验证，并搭载最先进的上面级“远征二
号”及诸多实验载荷。上面级指运载火箭最上面的
一级或多级，能将一个或多个有效载荷送入预定轨
道，如同“太空摆渡车”。

其上一代产品为“远征一号”，是为我国新一代
北斗导航卫星专门研制的采用常规推进剂的轨道
运载器。它曾首次实现上面级直接入轨技术发射中
高轨卫星，意味着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太空摆渡车”
开启了太空之旅。

据悉，在我国即将实施的探月三期工程中，实
现月面探测并返回的嫦娥五号也将由“长征五号”
火箭发射。

全国政协委员姜杰院士：

“长征五号”
将启用新“摆渡车”

近日，一则全国人大代表呼
吁“河北省与京津高考招生公平
化”的提议在网上引发热议。来
自河北的人大代表方丽平希望
打破地区壁垒，让河北考生也能
和京津考生拥有高考“平等”的
竞争权。

无独有偶。全国人大代表、
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政协副
主席刘春香也建议，三地应统一
高考命题，统一录取分数段，统
一录取标准。

的确，同北京、天津相比，河
北的高考考生要面临着更加激
烈的竞争。而为保障京津发展，
河北又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
献。对于上述两位来自河北的人
大代表来说，呼吁“京津冀高考
一体化”，借此为河北考生争取
一些补偿，无可厚非。

不过，笔者认为，在全国两
会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代表委
员们不应只局限于一隅，而是应
放眼全国，为更多学子争取高考
的公平。也就是说，推进“高考一
体化”更需全国视野。

关于高考公平，有多种理解
和建议。统一高考命题、统一录
取分数线，就是其中一种。这种
理解和建议当然有其合理性，从
表面上看能让全国的学子享受
到高考公平，但细细一想，便会
发现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蕴含
着实质上的不公平。

比如，北京的教育资源一直
很丰富，而贵州等偏远地区的教
育基础非常薄弱。面对同样的高

考试题，北京考生的竞争力显然会比后者强很
多。因此，统一高考试题简单，但若统一录取分
数线和标准，实质上仍未解决高考招生的不
公，只会让弱者更弱。

关于实现高考招生公平，笔者建议，“高考
一体化”不必局限于京津冀，而应从开始制度
设计时就全国一盘棋。具体而言，在统一考题
的基础上，应按照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当年参
加高考的人数，按比例分配教育部直属重点高
校的招生名额。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得到了全
国人民的支持，理应站在全国的角度分配招生
名额。

现实中，和山东、河南、河北等高考大省相
比，某些发达地区的考生升入重点高校的比例
高不少。而按照各省考生人数分配招生名额，
是保证高考招生相对公平的一种有效方法。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在一些偏远地区，
考生人数相对较少，如果完全按考生人数决定
招生名额，可能会给当地考生造成另一种不公
平。因此，高考招生政策还是应适当向落后地
区倾斜，给当地学子创造更多到重点高校学习
的机会。至于如何倾斜、如何分配，则需要代表
委员们放眼全国，提出更加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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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佳雯

近几日，又一股寒潮光顾京城。虽然春寒料
峭，但雾霾笼罩下的北京终于再次迎来晴朗的
好天气。

不过，尽管雾霾已经消散，但如何治理雾霾
依然是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

之前一谈及雾霾治理，大多会将主要矛头指
向重污染企业。而在此次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提
出，雾霾治理仅关注工业能耗显然是不够的，社会
用能排污问题也在治理过程中逐渐浮出水面。

3 月 7 日，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秦大
河在记者会上便指出，散烧煤和未清洁的煤是造
成当下中国城市雾霾的主要原因。

煤炭散烧须根除

事实上，雾霾治理的观念在实践过程中正
逐步发生着调整与变化———由以往对于重污染
企业点源的关注，正逐步向“工业用能＋社会用
能”转变。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
长谢德体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所谓社会用
能，是指除工厂等企业用能外，人民群众社会生

活中产生的能源消耗，其中包括采暖、机动车，
也包括家庭用能。

谢德体关注的采暖季社会用能，正切中了当
下北京空气污染治理所关注的焦点。

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大气部副主任雷宇介
绍，在北京采暖季的 4 个月里，煤炭消费占全年煤
炭消费的 2/3，采暖季平均一天的燃煤量是非采暖
季的 4 倍，污染物排放量是非采暖季的 7～8 倍。

细分来看，燃煤散烧等取暖手段的污染物排
放和环境影响，又远远超过集中采暖。据了解，煤
炭散烧或在排放控制水平较差的燃煤设备中燃
烧，其污染物排放量比在电厂中燃烧要大得多。
雷宇告诉记者，“煤炭等固体能源的燃烧，对北京
采暖季空气污染的贡献非常大。”

今年伊始，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北京调研
并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谈及如何
防治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时，他首先提
到的便是“强化散煤污染控制”。

与此同时，在今年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的“三大战役”中，“农村散煤”问题被列为榜首，
政府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煤改电”“煤改气”“无煤村”———北京市对
煤炭散烧的改造，归根结底是对农村用能清洁化
的推动。而这恰恰也反映了以往社会用能以煤为

主、结构单一的弊病。

防止生物质能“边缘化”

除了散煤燃烧，在谢德体看来，还有很多由
普通百姓日常行为带来的空气污染。机动车自然
是其中之一，秸秆焚烧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2015 年 10 月 18 日，环保部在京通报，过去
两周内全国 20 个省份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的火
点，污染防控形势严峻。而就在通报的前几天，华
北、华东、华中地区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范围雾霾。

环保部的通报引发热议，其中不乏对其将雾
霾责任转嫁给农民的指责。虽然后续“秸秆焚烧致
重霾”的解读并非上述通报内容的本意，但秸秆焚
烧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却迅速进入人们的视线。

谈到秸秆焚烧，谢德体有着亲身体会。“过
去，成都周边经常烧秸秆，飞机甚至在附近的双
流机场都无法降落。”谢德体说。

全国人大代表、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能源
环保所所长赵立欣也表示，抛开秸秆焚烧对雾霾
形成有多大贡献不谈，大量秸秆在开放空间燃
烧，一定会对空气质量有影响。

赵立欣说，秸秆焚烧在北京周边相对较少，
在粮食产区出现得较多。

不过，通常 10 月左右，北京还是会因秸秆焚
烧经历一个重污染过程。而在东北等地区，秸秆
焚烧与采暖季高度重合，也反映出许多地方烧秸
秆成为百姓采暖手段的现实境况。

在赵立欣看来，秸秆焚烧的背后，是国内秸秆
利用不良的现实问题，并进一步造成了环境污染。

秸秆并非一无是处的废物，发展成为生物质
能便是重要的利用途径之一。只不过，当下这种
新型能源却因经济竞争力不及燃煤而面临着被
边缘化的困境。甚至由于认识不足，被一些地方
政府定义为“高污染”能源。这种情况令赵立欣感
到十分不解和无奈。

看似简单的秸秆焚烧问题，背后却隐藏着国
家能源结构发展不平衡的大难题。

丰富终端用能选项是关键

“一煤独大。”赵立欣在谈到国家能源结构时
不无感慨地说道。

正是这种能源结构的不平衡，一方面致使
煤炭燃料产生严重空气污染，另一方面挤压了
秸秆这类原本可发展成清洁能源的“废弃物”
的生存空间，甚至陷入了焚烧、污染、再焚烧的
恶性循环。

五问：社会用能如何转型？

■本报记者 甘晓

在拿到“十三五”发展纲要的那一刻，全国
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与光电
技术实验室主任王向朝非常兴奋。因为他看
到，纲要中提到将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其中除
创新人才、青年英才、企业管理等人才计划外，

“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也赫然在列。
这已经是今年两会上王向朝第二次感觉到

国家对技能人才的重视。几天前，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了“工匠精神”，
这个词也是第一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4 年、上海市政协委
员 14 年的时间里，王向朝一直在调研有关“工
匠精神”的问题，也提交过提案。

在随后举行的小组讨论会上，王向朝自然
而然地又将话题引向了“工匠精神”。

“那天开全体会议时，坐在我旁边的一名
委员的名牌夹一直没法掰开。身边好几个‘大
力士’帮忙，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王向朝的
发言用身边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开头，吸引了在
座委员的注意，“我们的产品为什么就不能做
得好用一点呢？”

他说：“按照政府工作报告，要加快建设质
量强国、制造强国，必须重视技能人才。”在王
向朝看来，高质量的产品归根结底是由具有工
匠精神的高端型技能人才做出来的。而工匠精
神的核心就是追求极致。

如今，这些身怀绝技又追求极致的人才却
不知去哪了。

对此，在座的科研工作者都深有感触。“这
个问题非常严重。据我所知，在长春光机所这样
的科研机构里，从事磨玻璃、镀膜的工作人员都
是老同志了。”一名委员高声说道。

“没错，我们现在很高精尖的制造企业的确
是缺少工艺。”全国政协委员李鸿补充道。

工匠，曾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职业，包
括木匠、铁匠、石匠等在内的手工匠人以精湛技
艺构建了传统的日常生活。讨论中，委员们发
现，工匠缺乏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人才培养和评

价机制不完善，高考“指挥棒”导向了重学历、轻
技能的理念。

同时，工匠职业也缺乏实在的晋升通道。李
鸿表示：“在飞机制造行业，设计一个型号成功
了，设计师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工艺师同样付出
了很多劳动，评价的结果却要差很多。”

针对这一问题，在今年的提案中，王向朝提
出了完善技能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让具有“工
匠精神”的企业脱颖而出、加大“工匠精神”宣传
力度等五点建议。

“作为电气工程师，我知道，光有绝顶聪明
的脑袋，不亲自动手做，根本无法进行创新。”全
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吴一戎表示，“我完全
同意王委员的提议。”此外，吴一戎认为，工匠精
神还应与信息化、智能化等现代化手段结合起
来，精耕细作地提高产品质量。

“纲要中提到计划培养 1000 万名高技能人
才、1200 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有了这些人
才，又有了人才培养体系，我们实现质量强国、
制造强国才有了基础。”王向朝最后说。

“身怀绝技”的人去哪了？
———“工匠精神”引发政协委员热议

院士代表委员建言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美国等发达国家
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
新优势。我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
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全国人
大代表、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在两会期间接
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制
造 2025》正是我国应对挑战，从制造业大国
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战略规划。而要实现这
一目标，建设制造业强国，核心是创新，根本
是人才。

然而，对于中国高端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
现状，李家俊表现出重重忧虑。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重点工科大学培养的各行业具有硕士以

上学历的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只占制造业企
业人力资源总量的 2%，远未达到《中国制造
2025》的要求。

为此，今年两会，李家俊代表中国卓越大
学联盟（以工科为特色的北京理工大学、东南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9 所国家“985 工程”
大学，也称“E9”）的 9 位校长，提出了《加快培
养高端工程技术人才 支撑中国制造 2025》的
议案。

议案提出，当前我国制造业人才资源总量
不足，人才结构矛盾突出；工程人才培养体系
尚未健全，协同育人意识薄弱；同时，对以“人
才为本”建设制造强国的认识和投入不足。

为此，经过与其他高校校长充分讨论，李
家俊代表卓越大学联盟提出了以下建议。

首先，打造“全链条”工程人才培养体系。
包括建立和完善制造业相关人才标准体系，改
革企业职称评聘机制，建立制造业工程师执业
资格制度，加快工程师认证与国际市场接轨。
其次，进一步激发和释放重点工科高校办学活
力，建立企业行业参与大学人才培养的长效机
制。再次，加大对制造业工程人才培养的支持
力度，出台国家政策，落实工程人才培养的实
习实训环节。最后，建立分类培养、分类评价体
系，扎实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为“中国制造 2025”贡献力量。

9高校联名建议加快培养高端工程技术人才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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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全国政协委
员、中科院院士吴一戎在全国
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发言。

3 月 9 日，全国政协委
员、中科院院士王光谦在会议
休息期间阅读《中国科学报》。

本报记者甘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