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改革将促进我

国形成导向明确、精

准科学、规范有序、

竞争择优的科技评

价机制，为建设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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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言 堂

为科技人才“松绑加油”
□ 佘惠敏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的《关

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

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提出，进一步优化科研

项目评审管理机制、改进科技

人才评价方式、完善科研机构

评估制度、加强监督评估和科

研诚信体系建设。项目评审、

人才评价、机构评估这“三评”，

关系到我国科技创新领域干什

么、谁来干、怎样干的重大问题，

是众人瞩目的热点，也是改革瞄

准的“痛点”。这个文件的发布

实施，是推进科技评价制度改革

的重要举措。

“要通过改革，改变以静态

评价结果给人才贴上‘永久牌’

标签的做法，改变片面将论文、

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

标准的做法，不能让繁文缛节

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

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

的精力耽误了！”习近平总书记

近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这段

讲话，赢得全场科技工作者的

热烈掌声。

“三评”改革，核心任务是

建立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的分类

评价体系，坚决克服论文导向、

灰色利益等突出问题，从制度

上打掉说假话、浮夸之风，营造

潜心研究、追求卓越、风清气正

的科研环境。

《意见》体现出本次“三评”

改革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

“实”字为先，二是“公”字当头。

“实”字为先，是指本次改

革坚持尊重规律，坚持问题导

向。改革将遵循科技人才发展

和科研规律，科学设立评价目

标、指标、方法，简化优化“三

评”工作流程，为科研人员和机

构减负；将聚焦“三评”工作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破除机制体

制障碍，提高改革含金量和实

效性。

“公”字当头，是指本次改

革坚持分类评价，坚持客观公

正。不论是人才、项目还是机

构，分门别类地依据不同工作

特点设置不同评价标准，显然

是对过去“一刀切”式评价体系

的拨乱反正，要客观、真实、准

确反映不同评价对象的实际水

平；从本次《意见》看，推行同行

评价、引入国际评价，提高科技

评价活动的公开性和开放性、

保证评价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

性，也是科技评价体制改革的

重点和大势所趋。

“三评”改革，改的是科技

创新领域的指挥棒和风向标。

与建设创新强国的目标相比，

当前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

依然突出，一些核心技术依然

受制于人，重大原创性成果和

顶尖人才团队依然短缺，全社

会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机制

和环境依然有待优化……坚决

推进“三评”改革，正是为了把

人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

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

放出来，为科技人才“松绑加

油”，让“千里马”竞相奔腾。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

人民生活福祉。这样的变化，给

我国科技工作者提出了重大的、

全方位的历史责任。“三评”改革

正是为了让我国科技工作者更

好地完成这个重大历史使命。

《经济日报》评论认为，此

次“三评”改革将促进我国形成

导向明确、精准科学、规范有

序、竞争择优的科技评价机制，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提

供有力制度保障。

□ 韩 梁

在巴林麦纳麦举行的第42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贵州梵

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

中国第 53 处世界遗产和第 13

处世界自然遗产。至此，中国成

为世界自然遗产总量最多国家。

30 多年申遗历程，不仅让

世界深入了解中国丰富瑰丽的

山川风物、历史文脉，也让保护

遗产、传承文化的理念日益深入

人心。从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到《文物保护法》

修订，从“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

设立到遗产保护的“数字化迭

代”，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

展，是念兹在兹的信条，更是精

进有为的履诺。

《我在故宫修文物》带火了

文物修复，故宫文物医院让公众

直观感受文物修复的“工匠精

神”。从西藏布达拉宫到厦门鼓浪

屿，成为旅游胜地的中国遗产地，

旺季游客限流已经成为惯例……

着眼长远，精心呵护，才是世界遗

产的“正确打开方式”。

“金榜题名”固然可喜，但

不能永远抱着金榜睡大觉。保

护与可持续发展并举，才能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急功近利的过度开发，则可能

破坏遗产地的独特自然景观和

人文气质。

从欧盟到美国，制定可持续

发展计划，成立专项基金保护遗

产，成为越来越多世界遗产地的

通行做法。本届世界遗产大会

决定，将伯利兹堡礁生态系统从

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移出。正

是停止石油勘探、保护红树林等

有效保护措施，才让这一世界遗

产不再“濒危”。

对世界遗产的珍视，是一份

深沉的文化觉醒与文化自信。文

化遗产是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结

晶，更是民族和社会向心力的源

泉之一。对文化遗产精神价值的

深度开掘，有助唤醒共同文化记

忆，增强身份认同，提升中华民族

的凝聚力和中华文明的感召力。

申遗成功，是保护与传承之

路的新起点。未来，中国的世界

遗产名单还会继续丰富。一个

对遗产心存敬畏、对文化充满自

信、在传承中不竭创新的中国，

必将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人类

社会永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 房清江

据报道，《广州市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条例》7月1日起

正式实施，条例全面推行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明确不分

类即违法，并创新了一系列

制度机制。比如，计量收费、

分类指导员等。如果不分类

投放生活垃圾，可能会因违

法被罚款200元以下，并被拒

绝接收垃圾。

近些年，国内一些城市通

过立法建立了垃圾强制分类

制度。不过，与完善的立法

相比，垃圾分类制度“落地”

的效果还有不小的差距。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是大势所趋，

通过惩治来约束单位和个人

履行分类责任，以及正确地分

类，也是必要的手段，有利于

促进垃圾分类制度的执行。

不过，垃圾分类执法处罚难的

问题也客观存在，因为垃圾分

类涉及的面太广，管理执法的

成本太高。

因此，垃圾分类除了建立

必要的惩戒制度之外，还要抓

好清运对接，尽量将垃圾的投

放与运输环节相衔接；建立奖

励机制，调动居民的积极性

等。当前，一些城市推出可回

收垃圾有奖积分、可回收垃圾冲

抵物业费等，都是不错的尝

试。不过，关键还要在惩戒的

基础上养成从源头分类的习

惯。这样，垃圾分类才能真正

落地。

□ 魏文彪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

改委近日联合下发通知，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全面取

消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

证服务收费，尚未完成电子

注册的学历学位继续通过人

工核查提供书面认证，相关

服务所需经费由财政按规定

保障。

现实中，少数人拿着虚假

的学历学位证书到企事业单

位应聘，一些虚假学历学位证

书足以以假乱真，令用人单位

防不胜防。因此，不少用人单

位要求求职者出具国内高等

教育学历学位认证。然而，一

直以来，毕业生与求职者申请

已在高校学生学籍学历和学

位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中注

册的学历学位认证，并不是免

费的，如果是申请2002年以前

的未经电子注册的学历学位

认证，更是需要交纳100元上

下不等的费用。

向申请学历学位认证的

毕业生与求职者收取费用，

不仅会加重毕业生与求职者

的经济负担，而且相关单位

借毕业生的个人资源与公共

信息谋利，也会影响政府部门

的形象，助长乱收费的不正之

风。三部委通知要求取消高

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服务费，

无疑是正本清源之举，有利于

减轻毕业生与求职者的经济

负担，保障毕业生与求职者的

权益，让民众享受到越来越优

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申遗是保护与传承之新起点

垃圾分类重在“落地”

取消学历认证收费是正本清源

监管与创新并不矛

盾，行政与法律监管

思维只有跟得上商业

模式、业态的创新，客

观分析新业态带来的

问题，帮助新生事物

克服“成长的烦恼”，

才能最大程度地孕育

出新动能。

□ 李洪兴

微信朋友圈频现冒牌货的

广告，二手交易平台屡屡为售

假提供温床，短视频软件不时

冒出假货展示……近日，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改委、

工信部、公安部等 8 部门联合

开展网剑行动，对网络售假问

题挥出重拳，严厉查处制售侵

权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随

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监管

机制和监管办法，正进一步完

善与创新。

近年来，新业态、新模式如

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其中以

电子商务领域最为突出。这一

新业态经过多年发展，商业模

式日臻成熟，相关法律法规出

台不少、法律责任认定也较为

全面。然而，由于其存在虚拟

性、跨区域性和即时性等特点，

同时形式多种多样、变化速度

较快，给监管带来新的课题。

统计显示，假冒伪劣、误导宣

传、信息泄露等，分别占电子商

务问题的 29.4%、22%和 13.4%。

很多打着创新幌子的新产品、新

服务，不过是花样翻新的假冒伪

劣、贩伪售假。对此，《人民日

报》评论认为，随着新业态、新模

式的不断出现，监管者不能被

“新”遮蔽双眼，必须及时擦亮监

管的探头，在“鱼目混珠”“鱼龙

混杂”中努力做到去伪存真、去

芜存菁，为消费者守住底线。

首先是行政与法律监管思

维的更新，要跟得上商业模式、

业态的创新。

任何领域和行业的创新发

展都有一个过程，对监管者而

言，既不能放松正常的“品控”，

又不能“一棍子打死”。多年

前，快递业刚刚兴起时，不少地

方曾以有损市容为由严令禁

止，但最终难以阻挡服务需求

的转型。对于新业态、新领域

出现的新趋势，应该时刻保持

密切关注，对备受诟病的问题

要坚决遏制，对出现的新事物

也要有“让子弹飞一会儿”的包

容，无须“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

掉”。客观分析新业态带来的

问题，帮助新生事物克服“成长

的烦恼”，才能最大程度地孕育

出新动能。

其次是及时介入，并把市

场监管重点放在有效率的“监

督”。新技术、新业态诞生之

初，及时介入跟踪观测非常重

要。比如，共享经济兴起，是否

注意到了押金管理的问题；在

线销售平台出现，对大数据“杀

熟”等要有足够警惕。又如，跨

境消费日益升温，是否对退换

货难、代理造假等现象有足够

敏感。把监督前置、让管理兜

底，充分运用“大数据系统”助

力任务目标，运用“移动云办公

系统”落实重点工作，以“移动

执法”精准定位监管，不少地方

在创新监管手段上的探索，为

提高监管效率提供了借鉴。

归根结底，监管与创新并

不矛盾。好的创新，都能够丰

富和提高消费者的体验，这与

监管者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目标是一致的。新业态呼唤

“新监管”，“新监管”也能助力

新业态。监管要“日新”，就要

做到精准精细。无论是护航既

有经济形态的健康发展，还是

密切关注新业态、新模式的成

长演变，强化监管都应看准方

向、把握时机，在制度创新、手

段创新中因时因地因事不断进

行调整。把握公众的需求、顺

应市场的发展、跟上技术的进

步，筑起保护和规范创新的河

床，就能产生束水冲沙的良性

效果，让真正能够服务我们美

好生活的创新脱颖而出。

用“ 新 监 管 ”助 力 新 业 态

变本加厉
徐 俊 作（新华社发）

转 移
徐 俊 作（新华社发）

□ 拓兆兵

长期以来，社会各界以多

种形式帮助贫困地区脱贫，文

化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

等新方式效果显著，脱贫攻坚

实现了换挡提速。但一些尚

未脱贫的地区，因为自然条件

恶劣，发展脱贫产业难度较

大。笔者以为，要啃下扶贫的

“硬骨头”，还需打好科技牌。

首先，用好科技手段，有

助于解决贫困地区水资源匮

乏难题。一些地方严重缺水，

影响了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

养殖业难以实现规模化。而

用人工增雨、集雨等科技手段

就可以增加降水量，大面积推

广节水滴灌技术，就可以节约

用水。

其次，用好科技手段，有

助于解决土地产出低的难

题。用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果

蔬、中药材、小杂粮等优势特

色农产品基地，研制微型农

机，就能让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有机衔接，提高劳动效率和

产量。

此外，用好科技手段，还

有助于解决气象服务不足难

题。旱灾、风灾、冻灾、雪灾、

冰雹等都会给农牧业生产造

成损失，如果通过科技手段减

少“天灾致贫”现象，就能够最

大程度减少农民损失。

宁夏海原县位于最为贫

困的西海固地区，山大沟深，

极度缺水，很难发展脱贫产

业。但近年来，通过科技攻

关，该县种起了硒甜瓜等特色

农产品，实现了小规模、高品

质和高产值，有力促进了农民

增收。因此，打赢脱贫攻坚

战，科技的力量不可忽视。

脱贫攻坚要打好科技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