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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日是安徒生的生日，也是
国际儿童图书日。当天，在北京动物
园，一些幼儿读书组织向前来参观的
小朋友及家长提供绘本、玩具书供其
阅览，并为他们朗读、赠送书签，以培
养幼儿的读书兴趣。据了解，第 30
届爱鸟周活动也同时拉开帷幕，因此
读书活动选用的绘本内容多与鸟类
有关，如《你的头上有只鸟》等。
图为快乐小陶子流动儿童图书

馆志愿者向游园小朋友朗读幼儿读
物。 本报记者张楠 /摄影报道

我们建一一班（1961届）和梁
思成先生有着一段深厚的师生
情，回顾起来，与先生相处的戏剧
性的场面幅幅相连，仍如同昨日。
先生在我和同学们的心中是成长
中亲切的“老伙伴”。现在细想起
来，相处那六年间的点点滴滴影
响了我一生做人的原则和做事的
习惯，不知不觉中铺垫了我们的
敬业之路。
现在就讲几个小故事吧。

这“小老头”画得真好！

1955年，高高兴兴走入清华
园的时候，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孩
子。因为能咋呼，班主任派我暂任
文娱干事。为了使来自全国各地
互不相识的同学熟悉起来，组织
全班同学到颐和园玩了一次。一
到谐趣园，我们不由得叫了起来:
“快来看呀！这里有个小老头水彩
画画得真棒！”他又瘦又小，抬起头
来看了看我们胸前佩戴的清华大
学新生的小布章：“了不起，清华大
学的学生。你们也喜欢画画，是哪

个系的呀？”我们颇有些得意地表
示：“当然，我们是建筑系的学生。
你知道？进了清华大学要上建筑
系还得再考一次画画呢。”“建筑
系？你们的系主任是谁呀？”“不知
道，还没正式开学，怎么会知道系
主任是谁呢？不管他是谁都行呗。”
“好，我也累了，不画了。我请你们
上楼去看看吧。”他请我们上了楼，
吃了许多好吃的零食，然后又带
我们到对面竹林旁的一块平整的
场地上席地而坐，他坐下去很困
难，就垫起了一块东西。当时玩的
是“叫名字”游戏。他自报的名字就
是“小老头”，而且一下子就记住了
我们四五个人的名字。
开学后才知道，那“小老头”

竟然就是我们的系主任梁思成。
那是在林徽因先生刚去世而且他
正遭“复古主义大批判”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关照他在谐趣园休
养。

有趣味的专题课

对于在谐趣园时的不逊，我

们丝毫没有什么顾虑，因为直觉
说明他对我们并没有反感。幸运
的是，特殊的机会使他对我们班
多了一份特殊的关心，主动不定
时地给我们讲专题课，甚至辅导
课程设计，传授给我们一种看问
题的思想方法。

一天，他要讲形式与内容的
关系。他提前来教室，在黑板上
自左向右一口气画了一串不同
时代身着不同服装的妇女。正当
同学们对他绘画的功夫赞叹不
已时，他开讲了：“大家看，这是
妇女服装形式随时代变化而变
化的洋片。在妇女大门不出、二
门不迈的时代，可以裙袍拖地。
民国时期，有了职业妇女，要上
班，要上街，人力车是主要交通
工具，穿旗袍很合宜。可现在，妇
女要劳动、骑自行车，动作幅度
很大，再穿那苗条合身的长旗袍
就会出笑话了……”先生用图
画、比喻、趣谈生动而轻松地让
我们信服了在功能、行为、观念、
形象之间存在着“必然”，存在着
辩证关系。

知人

一年级结束前，在二校门旁
遇见先生，他问我暑假怎么安
排，并要给我留一点家庭作业。
我求他别再让我放假都玩不成。
梁先生说，这作业不妨碍你又吃
又玩，只需要你去和你家周围扫
街或摊大饼的那种人交往，交两
个朋友，把他家各方面的情况写
下来，就能交卷。（下转 A2版）

大医精诚

今日导读
清明院科学与文化的纠缠A3版

清明，自唐以降，逐渐兼蓄寒食、上巳二节，成为固定的节日。然
而，纷繁过尽，已被抽象成文化符号的“清明”，又纠缠了怎样的科学
元素呢？

野北漂冶的居屋梦B1版
在房价高企的今天，想要拥有自己的固定住所，真正融入北

京、扎根北京，对于大多数“北漂”们来说，似乎成为一个遥不可及
的梦想……本文选取两名“北漂”，分别是一名房地产中介与一名
企业经理，记录他们在当前房价调控政策影响下的尴尬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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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李元卿
当前，水问题是困扰中国的一大问题。近期，笔者的

一位学生从德国归来，介绍了德国的节水教育和做法，让
人感触良多。

在欧洲乃至世界，作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德国是个淡
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但是生活富裕的德国人在对待
水的态度上，却显得那么“抠门”，甚至有些吝啬。如果你
是个初到德国的外国游客或者留学生，好像任何一个德
国人都会给你上一堂珍惜水资源的课。许多初来乍到的
外国人认识德国这个国家，无不是从认识水开始的。几年
前，一位中国的女博士到德国汉诺威学习进修，刚开始没
有住在学校安排的宿舍，而是住在一位好客的德国朋友
家里，为感谢房东对她的热情关照，这位女博士饭后总抢
着去洗碗刷碟，没想到房东太太却一脸不高兴。原来，这
位中国女博士洗碗的时候总喜欢开大水龙头用水冲碗，
而不是用手洗碗。这对爱水如命的德国人来说，简直是不
能容忍的：“如果都像你这样洗碗，全汉诺威的水都被你
一人用光了！”接着房东太太又亲手示范给她看应该怎样
洗碗。结果用她教的方法洗碗，确实节省了好多的水。
一位普通的市民，首先想到的是整个城市，而不是区

区几个水钱。因为多用了那么一点似乎微不足道的自来
水，就对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毫不客气地当面纠正，确
实让人感到意外和不可思议。也许这就是德国人的资源
意识：多用了不该用的水就是浪费，就有人出来纠正和批
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节水意识已经渗透到每个
公民的头脑中去，深深地扎了根。
在德国，听不见关于节水的大道理，更看不见大街和

室内墙壁上张贴的号召人们节水的口号和标语，也很少
看到报纸电视中宣传节水的广告，更看不到人头攒动、大
张旗鼓的街头节水宣传活动。那里有的只是人们默默无
闻、不动声色节水的自觉行动；因为节约用水，准确地说
是保护水资源和提高水的利用率，已深入人心，成为每一
个德国公民自觉、自律的行动。在德国人眼里浪费水和其
他资源，是一种没修养，不道德甚至是可耻的事情。德国
的家庭生活垃圾也采取分类处理，居民倾倒垃圾前都按
照法律的规定，先将垃圾按纸张、木材、玻璃、金属、塑料
等仔细分开，再分别放入回收箱，这样既保护了环境，又
节约了大量宝贵资源。可以说，理性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已成为人们的习惯，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人们的
脑海中，落实在行动上。
德国人对外国人的节水教育也很重视。上课时德国

的老师会问来德国求学的外国小学生：“德国的水是不是
很多？”学生们在德国到处可看到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星罗
棋布的湖泊，德国的水资源确实非常丰富。大家无不踊跃
发言，说德国的水很多。有几个来自阿拉伯沙漠国家的留
学生甚至激动地说：“我们一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的
水！”老师却说：“让我们先来读一读课文吧。”课文里讲
到，德国有多少家工厂，每天要消耗掉多少吨水；德国有
多少家公司，每个公司每天要用多少吨水；德国有多少个
家庭，每天会用掉多少吨水；德国有多少所学校，每个学
校每天要用掉多少吨水；我们用掉的水又会产生多少吨
污水，这些污水又会污染多少吨新鲜水等等。接着老师又
问：“我们德国的水真的很多吗？”这时大家都不再吭声
了。此时老师话锋一转又说：“我们德国水确实很多，那是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节省着用的缘故。同学们，你们到德国
来，也一定要省着用水啊！”经过老师的此番开导教育，不
少留学生也养成了自觉节水的习惯。
我国是有 13亿人口的大国，又是个水资源十分缺乏

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值的 1/4。水的
供应量与用水量矛盾突出，不少地方可以说是“水危机”
四伏。在全国 600多座城市中，有多达占 2/3的 400多座
城市缺水或者严重缺水。为了增加水的供应，解决工业、
农业和生活用水的危机，政府不得不花巨额资金建设南
水北调工程。但是，缺水却不注意节水，用水大手大脚，随
意浪费水的现象普遍存在。在许多地方，有些人还错误地
认为节水是抠门和小气，从整体上看，国民的节水意识还
不强。要扎扎实实地做好节水工作，解决可能出现的“水
危机”，维护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向节水工
作做得细致有效的德国人虚心学习，少些高谈阔论，少些
坐而论道，少做表面文章，多做些扎扎实实、实实在在、富
有成效的工作；要从孩子开始，认真搞好国民节约资源、
爱护环境的教育，重视资源意识教育，同时要加强用水的
科学管理和监督，增强公民的人与资源环境关系的道德
素养，从身边举手之劳的小事做起，养成现代人应有的良
好节俭习惯。 （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

向德国学习节水教育

阴本报记者 易蓉蓉

去年底，来自福建厦门的老张到北京
协和医院看病。这次，他还是想挂风湿免
疫科唐福林大夫的专家号。回想起一年前
排了两周的队挂不上号、最后花 1800元从
号贩子手里买号的情景，他从心底里犯憷。
一个 14元的专家号被号贩子宰到 1800
元，老张着实心疼了好多天。但这次出乎
老张意外的是，他仅用一天时间就顺利地
挂上了唐大夫的专家号，看上了病。不仅
如此，唐大夫还在诊室里通过电脑系统为
他预约了一周后的复诊号。老张激动地
说：“两次看病，差别很大。唐大夫了解我的
病情，能对症下药。这样顺利地看到唐大
夫，不仅省了我的钱，还省了时间，心里痛
快了，不堵了。”
《科学时报》记者了解到，老张的幸运

缘于北京协和医院最近推出的一项改革
举措。在开展“整顿医疗秩序，维护患者利
益”的专项行动中，协和医院严格执行实名
制、借助信息化手段开通电子预约，取代了
延用几十年的手工预约条，从根源上切断
了号贩子写假预约条牟取暴利的生财之
道。
“看病难、看病贵”是新医改致力解决

的问题。而医改又是世界性难题。在新一
轮公立医院改革的浪潮中，北京协和医院
究竟出台哪些妙招破解“看病”难题，为诸
多大型公立医院的改革提供镜鉴？日前，
《科学时报》特意专访了北京协和医院院长
赵玉沛。
穿着白大褂的赵玉沛匆匆而来，裹挟

着一阵风，手起脚落中带有外科医生特有
的干脆利落。记者知道他有很多头衔：中
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外
科杂志》总编辑、博士生导师、外科教授、英
格兰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但“北京协
和医院院长”是他众多头衔的第一位。
“外科大夫与医院院长之间有着怎样

的联系？”面对记者的问题，赵玉沛，这位协
和建院以来第一位“民选”院长，毫不思索
地答道：“做管理和当大夫隔行不隔理，二
者有太多的共通之处，都既是科学，又是
艺术，都需要经验的积累，更需要在契机
来临的时候敢于决断。”

挂号难和看病难：
他让实名制真正“实”起来

访谈是从老张的就医经历开始的。
“过去总是考虑到患者大老远地来看

病，总不能因为没带身份证就拒之门外，
我们于心不忍，就给号贩子留下了可乘之
机。他们通过伪装病人骗取预约条，或者
干脆制作假印章、模仿医生笔迹等手段制
造虚假预约条，然后高价倒卖给患者骗取
黑心钱，手段卑劣。即使像复诊预约这样
一项方便病人的举措，也成为号贩子倒号
的新途径，严重损害了病人利益。这么大
的漏洞不堵，就变相毁坏了医院的声誉。”
赵玉沛说，协和期望通过真正推行实名
制，制止这个恶性循环。当然，就像大禹治
水，不光靠堵，更要靠疏。

在赵玉沛的亲自指挥下，协和开展了
一场“整顿医疗秩序、维护患者利益”的活
动。从 2010年 11月 22日起严格执行实名
制建卡、实名制挂号和实名制就诊。11月
30日起在协和全面铺开诊间电子复诊预
约。每位医生的诊桌上出现了一份电子预
约流程图供学习，点击鼠标几秒内即可完
成加号，这种新方法由于快捷、准确、安全，
并可自动统计加号情况，帮助医生根据患
者病情需要、自身工作量和精力情况作好
接诊的统筹安排，因而很快受到了医生们
的欢迎。协和还为各病房开通了门诊医生
工作站，医生在患者出院时就为其办好了
门诊复诊预约。
“我们还将继续加大投入，改造信息系

统，让患者通过 114电话预约和网上预约
都会更加便捷。”赵玉沛说。早在 2009年 10
月份，协和就与北京联通公司合作，利用已
有的 114/116114电话接入平台，实现电话
预约服务。该平台可同时接入 2000人，提
供 24小时人工服务，15秒接通率在 98%以
上，患者 5分钟之内可完成预约挂号。

堵漏洞：
他改革“药事会”治理商业贿赂

如果说，实名制和电子复诊预约系统
都是协和最近实施的新招，那改革“药事
会”治理贿赂则是赵玉沛当副院长时的杰
作。

2005年，为治理商业贿赂，赵玉沛从
医院的“药事会”下手，他把以前固定的 25
人扩大到 180人。医院里的专家、教授几乎
都纳入了“药事会”的成员，“药事会”权力
得以分散。 （下转 A2版）

契机来临时的决断者
———访北京协和医院院长赵玉沛

科学时评
栏目主持：张明伟 信箱：mwzhang@stimes.cn

我与清华

思念我们的“老伙伴”
阴黄汇

系统工程界
纪念钱学森百年诞辰

本报讯今年是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创始人钱学森诞辰
100周年。近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
所联合举办钱学森诞辰 100周年纪念会。中科院数学与
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汪寿
阳表示：“钱老生前保留的唯一荣誉学术职务是中国系统
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他晚年更多的是在推动系统工程
和系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为我国系统工程和系
统科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夏畦、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副

主席顾基发、上海理工大学校长许晓鸣、中科院数学与系
统科学研究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小山等系统工程界
专家分别作了大会发言，回顾了钱学森对航天技术、系统
科学和系统工程作出的开拓性的巨大贡献，并表示将继
承、研究、发扬钱学森的系统科学思想，不断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推动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的新发展。系统
工程界专家及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师生共 100
多人参加纪念会。 （陆琦）

本报北京 4月 2日讯（记者张
巧玲）“‘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一个
基本要求就是坚持把科技进步和
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重要支撑，这个要求已落实到规
划确定的各项指标当中。”

4月 2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
部长万钢详细解读了“十二五”科
技发展规划的有关情况。

万钢表示，“十二五”期间，要
切实把科学技术摆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各项
战略任务，用科技的力量推动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对此，“十二五”规
划已有了明确指标。

如在科学教育一栏中，明确全
社会用于研究试验的支出要占
GDP的 2.2%，这个支出包含了国

家财政对于科技的投入，但更重要
的是带动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支出，特别是企业用于创新的
支出。

第二个指标是每万人发明专
利的拥有量，这个指标意味着我国
在未来五年发展中，会更加注重知
识产权的创造、保护和应用，也意
味着今后科技创新必须更加注重
和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更加注重
惠及民生、惠及大众，更加注重“人”
的因素，发挥人的创造能力。

具体来说，充分发挥科技对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引领作用
主要体现在：

一是加快实施科技重大专项，
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把实施重大科技专项作为培育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抓手、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力争取得一

批重大标志性成果。
二是前瞻部署基础科学和前

沿技术研究。瞄准世界前沿技术发
展，重点突破核心关键技术，抢占
战略制高点，优化和完善基础研究
布局，促进基础学科协调均衡发
展，推动跨学科研究，培育和支持
新兴交叉学科。

三是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提升
传统产业。大力推进制造业信息
化，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传统
产业升级和重点产业振兴。加快发
展创意产业、研发设计与服务、现
代物流等知识型现代服务产业，发
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四是切实加快农业农村科技
创新。继续实施粮食丰产工程，加
快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
的现代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实施农村清洁社区、农村

信息化、科技特派员等科技行动，
构建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要支
持农村农业科技人员进村入户，把
科技带到农民的身边，使农民的生
产生活能够得到更强的科技支撑。
五是大力提升科技改善民生

的能力。加强人口健康、环境保护、
公共安全、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的
技术研发与集成示范。制定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科技行动规划，加强气
候变化的科技问题研究。
万钢还表示，“十二五”期间，

我国还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
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主要包括
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推进
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加大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推进力度、
着力增加全社会科技投入、造就宏
大的创新人才队伍、进一步扩大科
技对外开放等。

科技部部长万钢：

“十二五”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实际效应

本报上海 4月 1日讯（记者
黄辛）中国第 27次南极考察队，
在圆满完成各项度夏科考任务
后，于 4月 1日乘坐“雪龙”号极
地考察船顺利返回位于浦东的极
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中国第 27
次南极考察队于 2010年 11月 11
日从深圳盐田港出发，全队共 190
名队员，总航程约 2万海里，共完
成 31项科学考察工作。
中国第 27 次南极考察队的

度夏科考，依托长城站、中山站、
昆仑站开展了多学科站基综合科
学考察，在生物、测绘、地质、气
象、冰川等学科方面取得成果，采
集了大批富有科研价值的样品和
数据，如鱼类多样性调查和样品

采集、南极拉斯曼丘陵及邻区地
壳演化研究、大气臭氧观测、极地
环境无线传感器网络观测平台现
场测试、极地遥感项目现场验证、
普里兹湾冰间湖锚碇周年潜标布
放等。同时，考察队还组织实施了
长城站站区维护和中山站“十五”
能力项目扫尾工程，完成了极地
考察“十五”能力中山站项目的现
场验收。
据介绍，在南极冰盖之

巅———冰穹 A地区，在－58℃的
严酷低温中，队员们此行不仅为
获取年代更悠久的“气候年轮”，
完成了冰芯钻探场的地板铺设和
钻探槽开挖任务，为建起全球纬
度最高的天文台完成了台址测
量、自动支撑平台搭建任务，而且
成功地在昆仑站前树起了镌刻有
胡锦涛总书记题写的“中国南极
昆仑站”站名的昆仑玉碑。目前仍
有 29名越冬队员坚守在南极长
城站、中山站，即将开始漫长的极
夜生活。在随后的近一年时间里，
他们将开展气象、生态、极光等项
目的科学观测研究及后勤保障工
作。
“雪龙”号还在此次远航中创

造了首次直接抵近南极大陆冰盖
作业、选定新的冰盖登陆点，以及
在南极夏末冬初通过海冰卸运单
体重达 25吨重型装备的新纪录。

中国南极考察队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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