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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 张巧玲
“我们终于过了这一关了！”再次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北京
师范大学副教授李雯（化名）心情显得
轻松多了，孩子已顺利通过“小升初”，
他们不用再为奥数纠结。
“你们的报道应该能引起很多家

长的共鸣。”李雯说，因为《中国科学
报》的报道，奥数问题正引起身边更多
人的关注和思考。
李雯告诉记者，每个家长在送孩

子上学之前都有各种憧憬，然而，进入
校门和社会后都会变得不由自主：“送
孩子去学奥数是不得已的‘妥协’。”
相比之下，黄女士和冯先生更加

无奈，他们都是来北京的普通打工族，
每年却不得不拿出 4000多元钱送孩
子上奥数班。
“听‘过来人’说，‘小升初’的考试

题里有奥数内容，我们不得不给孩子
提前作准备。”黄女士说。然而令她困
惑的是，虽然自己的孩子已经上了一
年半的奥数班，但由于奥数题跟学校
里学的内容完全不同，因此对孩子平
时成绩的提升几乎没有帮助。

冯先生的孩子现在正读小学四年
级，却已上了两年奥数班。然而，一个
年级几百个学生中，真正能对奥数表
现出兴趣的学生却寥寥无几。“如果老
师说有事暂停一次课，孩子们都会很
高兴。”
学奥数，孩子累，家长心疼，但家

长更多的是无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
者，李雯想到更多的，是由奥数引发的
对中国基础教育现状的失望和担忧。
她表示，如果《中国科学报》的这组报
道能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真正在促
进奥数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一些建设性
的作用，将会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家长共鸣：何时不为奥数纠结

“看到你们的系列报道
‘该死的奥数’，很高兴。”中
科院院士李邦河在致本报的
信中说，两年多来，他在全国
政协一直在为中小学减负努
力，2011年提案的理论部分，
就曾发表于去年 4 月 15 日
的《中国科学报》。“看到你们
反奥数的决心如此之大，很
高兴，因为媒体的威力有时
大过政协提案。但媒体如与
政协提案结合，则威力更
大。”他在信中表示。
“我支持你们的报道。”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
授张寿武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时说，“用奥数
作为小升初的选拔手段，这
当然是极其愚蠢的做法。有
些孩子小学还没有学懂数
学，怎么考试？难道他们就是
笨孩子了吗？小学生学奥数
都太早了，初中后期开始学
还可以。”

他表示我国应试制度应
向法国学习。“美国的教育体
系不以考试手段来选拔人
才，所以中国基本无法借鉴，
而法国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
都在考试，但是他们比我们
考得高明。”张寿武说，“法国
最著名的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每年
只录取少数顶尖人才，而所有优秀人才都
是通过考试选拔上来的。”
“我反对奥数班。”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
学原校长刘经南开门见山地说。据他说，奥
数在武汉同样“横行无忌”，他正在上小学
的孙女为了考取武汉市一所重点中学，也
在学奥数。

他认为，通过奥数考试选拔学生的教
育方式正在走“歪路”，在应试教育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深、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
“奥数并不能让孩子真正发展自己的

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性。如果我们每
一代都搞应试教育，我们如何建立世界一
流的教育体系？中国的新一代还有什么个
性科研？我们如何创新？”他质问说，“这是
我们民族发展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打破
的现实！”

中国工程院院士舒兴田认为，小学生
应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然而，现在很多小
学生为了考个好中学，把童年时间都泡在
奥数里，丧失了全面发展的空间。
“我国原始创新跟西方国家相比还

有很大差距，如果不广泛培养学生的兴
趣，使他们全面发展，仅仅‘死念书、念死
书’，我国创新仍将难以超越别的国家。”
舒兴田说，“孩子们不应该在每个星期天
与节假日都像机器人一样地学习再学
习，我们的教育制度应该还给他们一个
快乐的童年。”

姻本报记者 潘希 麻晓东冯丽妃
见习记者 孙爱民

“我非常支持你们的报道，希望你
们可以顶住压力，做出好的报道。”正
在欧洲出差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接到《中国
科学报》记者电话时，如此答复。

冯骥才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培养高素质的学生。而现在的教育却
大大限制了孩子的天性，扼杀了孩子
的创造力。“现在的教育已经不仅仅是
负担的问题，而是已经逐渐造成孩子
心灵的畸形，是他们的心灵桎梏。”
“奥数培训班铺天盖地，家长也越

来越实际。其实还是要让孩子自由发
展，如果没有天分，千万不要硬让他去
学。”一级作家、著名科普文艺作家叶
永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如是说。

对这个特殊的社会现象，中国互
动媒体集团总裁、《世界都市 iLOOK》
杂志主编兼出版人洪晃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时，用了她独特风格
的语言：“现在，奥数已经到了走火入
魔的地步。”

在洪晃看来，坚决不能“把科学弄
得跟邪教似的，把教育弄得跟真人秀
似的”。

其实，叶永烈的儿子曾在奥数比
赛中获得一等奖，最终成为一家大公

司的软件工程师。“当时我们都不知道
奥数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会和升学
挂钩，直到高考前才知道可以保送入
学。”但叶永烈仍然认为，奥数不应该
成为众多学生求学路上的“路障”。

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在跟同事聊孩
子的事情时，从来都不谈奥数的话题，
“我们聊孩子，都是聊幸福与快乐的事”。

崔永元的孩子没上过奥数，“像一
些重点学校，公开或是偷偷地把奥数成
绩与升学直接挂钩，那实际上就是暗
示：不学不行、非学不可。这样我们就得
探讨一下奥数对孩子有什么作用了”。
“如果一个孩子梦想的职业是开

卡车或者当画家，而奥数影响了他上
好学校，那就相当的惨无人道了。”崔

永元认为，如果教育部规定奥数必须
学，那就应该力排众议，理直气壮地摆
到桌面上；如果教育部门不是这样理
解的，并不是每个人非学不可，那就不
应该把它和升学挂钩，“这涉及到一个
公平的问题”。
“如果奥数关系一个人的前途，那

么我可能一点戏都没有，我连算数都
不行，更别提奥数了。”崔永元表示。
“孩子是人，是一个个的人，教育

必须尊重他们、爱惜他们。这不仅是对
国家和民族负责，更是对孩子的心灵
负责。”冯骥才言辞犀利，“我们现在的
教育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也
到了全体知识界共同讨论的时刻，教
育部门必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
副局长岳晓武表示，上半年违
法用地呈现“两降一升”态势，6
月份发现违法用地面积约占
上半年的三成，下半年违法违
规反弹压力加大。（7月 26日
《证券时报》）

据报道，包括土地出让金
和相关税费在内的土地收入，
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
财政来源。同时，违法用地“成
本低廉”，诱使一些地方政府
打着“堂而皇之”的理由，从违
规使用土地中得到利益。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违
法问题，一是改变当前土地出让
金占地方财政主体的现状。放眼
全球，土地财政并非中国独有，
在一些发达国家，城市政府一级
的财政收入中七成都是靠土地
税收，但这些税收主要来自土地
保有环节而非出让环节。

二是治乱必须用重典。31个县（市、区），
73 名地方官员———这是首轮土地问责结果
“黑名单”中的关键数据。今年上半年，又有
185名责任人受到党纪处分，82名责任人受
到政纪处分，46名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冀望这些处分和问责落到实处，使违法用地
切实得到遏制。

科学时评

姻本报记者程春生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锁定农业科技，明确“加快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加农产品供给能力”的
主题。与此同时，山西省出台相关文件，咬定农民
收入翻番的目标，将农业科技列为实现这一目标
根本保障之一。
作为全省农业科研的旗舰队，山西省农科院

如何乘势而为，进一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
引领和驱动农民增收，为全省建设现代农业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呢？带着这些问题，日前《中国科学
报》记者专访了山西省农科院院长刘惠民。

农业科技事业迎来新机遇

“当前我国已到了必须更加依靠科技进步促
进农民增收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历史新阶段。”谈及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定调“农业科技”这个话题，刘
惠民指出，这一决策兼顾了当前和长远，可谓抓住
了农业实现全新突破和跨越发展的关键。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农业科技公

益性、基础性、社会性的地位。”刘惠民认为，当前

一系列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政策措
施，为农业科技事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环境
和发展机遇。
刘惠民说，山西省农科院将把握机遇，扎实推

进前沿技术的创新研究和科研成果的示范推广；
组织农科专家走出大院、走向基层，以成果示范穿
针引线，引领和支撑全省现代农业发展。

应加强种业科技创新

种子技术是现代农业的关键核心技术。种子
产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决定现代农
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山西省农科院要在新品种选育、推动全省种

业整体升级中，发挥国家队和主力军的作用。”刘
惠民表示，农作物新品种选育一直是山西省农科
院科研工作的重点。在旱地作物育种、杂粮作物育
种、果菜育种和农作物转基因育种等领域居国内
先进水平。
刘惠民指出，推进育种科研事业，更好地支撑

山西全省现代农业发展，关键是要构建以市场为
导向的育种运作模式，重点是瞄准玉米、小麦等大

宗粮食作物和杂粮、果菜等特色农作物，积极开展
种质资源搜集、保护、鉴定，创新育种理论方法和
技术，创制一批改良育种材料。

商业化育种是当前国家农业科研院所普遍面
临的一大“瓶颈”，但山西省农科院破解这一瓶颈
有自己的妙招儿。刘惠民透露，山西省农科院近期
将通过参股、控股、改制、合作等多种形式，组建育
繁推一体化的大型种子骨干企业。

技术集成和示范推广是关键

“遴选、集成、配套、示范、推广”适合某一区域
的稳产、高产农业新技术，是山西省农科院近三年
来大力实施“山西省农业技术推广示范行动”项目
的主要经验，更是该院主动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
的一个缩影。

目前，山西省农科院已组织 300多名科技人
员深入全省 80多个县（区）农村蹲点搞服务，示范
推广了 150多个优良品种和 100多项先进适用的
农业技术。
“让先进的农业科技最大化地与种粮大户

结合、与农业企业结合、与农业专业合作社结

合、与示范园区结合；让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最大化地得以充分发挥，让示范样板引领
农业转型；让科技成为农民丰产增收和山西现
代农业建设的强力助力器，我们会乐此不疲，不
断地努力。”
刘惠民期待推出更好的农业科技成果和技

术，为农业的转型跨越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张楠）纳米银作为一种越来越常用的材料逐渐
为人熟知，而其天然来源和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均未明确。
日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刘景富课题组，在纳米银、纳米金的天然来源与
环境过程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美国化学
会出版的学术期刊《ACS纳米》上。

刘景富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因为具有防臭、杀菌等特
性，纳米银的应用范围已经相当广泛，如衣袜、喷鼻剂、洗衣机、
药品等，目前全球 1300多种含有纳米材料的商品中，超过 30%
使用了纳米银。而纳米金主要作为催化剂应用在化工行业。

然而大量人工金属纳米材料如纳米银、纳米金的广泛使用，使
其不可避免地进入环境，增加了环境和人体对金属纳米材料的暴露
风险。此外，环境中贵金属离子的还原也可产生大量的金属纳米颗
粒。目前，人们对金属纳米材料的环境过程及天然来源知之甚少。

经过研究，刘景富课题组发现，在天然日光照射下，环境水
体（如河水）中的溶解性有机质（DOM）可将 1价银离子与 3价

金离子还原为零价纳米银与纳米金。他们采用多种手段，研究了
模拟日光照射下纳米银的生成动力学，发现纳米银的生成与
pH、溶解氧、银离子及腐殖酸浓度有关，并揭示了其反应机制：光
照下腐殖酸中的酚羟基还原溶解氧产生超氧阴离子，并进一步
引发银离子的还原。

这一研究表明，DOM光照引发 1价银离子与 3价金离子的
还原，是自然界纳米银与纳米金可能的天然来源；在富含 DOM
的环境水体中，溶解氧可显著促进纳米银的光还原生成，因此溶
解氧引发纳米银溶解这一传统观点需要进行修正。事实上，金属
纳米材料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作用可能比以往认为的更复杂。

刘景富介绍，该研究成果对深入研究金属纳米材料在自然
环境中的生命周期以及金、银矿的成矿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他们
可能进一步研究微生物、植物还原金、银离子的机制。

该课题组较早前研究的环境水体及抗菌产品中纳米银的分
析方法，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1 年发表在美国《分析化学》杂志
上，美国《化学与工程新闻》周刊进行了报道。

自然光下银离子可还原为纳米银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事实上，有关奥数的批评和指责性报道已持

续多年，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
《华商报》等各大媒体近年来也做了大量有关“根
治奥数班”的报道。而针对本报此次推出的“该死
的奥数”系列报道，多家媒体同行纷纷给予好评，
认为代表了舆论界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尽管在 7月 26日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央视著名主持人张泉灵表示自己的孩子还
没到上奥数班的年龄，但这并不影响她对奥数问

题有着一针见血的认识。
张泉灵去年 8月份就在央视《新闻 1+1》栏目

主持过一期讨论如何根治奥数班的节目。她在节目
中直言，奥数早已被各种各样的专家证实，它是一
种让少数人赚钱得利，让家长赔钱赔时间，让孩子
失去童年，不断证明自己是一个笨蛋的项目。在根
治奥数班的对策方面，张泉灵表示，要衡量当地的
行政主管部门到底有没有真正地“出硬招儿”来管
住奥数班，“不看他们‘打’了多少奥数班，要看他们
有没有掐断利益链，名校有没有招奥数班的学生”。
新华社一位教育领域的记者向《中国科学报》表

示，事实上，奥数及其背后的利益链问题也是他们关
注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各地分社也陆续做过有关奥
数的报道。他认为政府应下决心斩断奥数背后的利
益链；而媒体的报道，有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
与本报不谋而合的是，《广州日报》也在最近

发出一篇批评奥数的报道。7月 3日，该报一篇题
为《“奥数”，人类已经无法阻止你疯狂》的报道指
出，奥数陷入功利怪圈，是屡禁不止、高烧不退的
重要原因。要涤荡害人的奥数，当从考题开始，哪
怕是民办初中考试，也要对超出小学年龄段孩子
接受能力的奥数题坚决说“不”。

此外，本报系列报道也得到来自《中国青年报》
记者李建平、《科技日报》记者李大庆、《新京报》记
者仲玉维等媒体同仁的好评和关注。李建平表示，
《中国科学报》的系列报道既讲述了奥数的来龙去
脉，又对比了国内外、境内外奥数的情况，还有来自
家长、学校、教育专家的声音，内容翔实可靠，说服
力强。他认为，奥数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关键是不能
将奥数的成绩与小升初、中考等挂钩，“我们要反对
的是这种被异化了的奥数”。

面对采访，同行深表同情。一再呼吁一定要坚
守，一定要挺住。

院所长访谈

山西省农科院院长刘惠民：

科技创新助农业转型跨越
如
何
遏
制
违
法
用
地
冲
动

姻
田
方

“该死的奥数”系列报道之九

院
士
专
家
声
援
：
支
持
正
义
报
道

姻
本
报
记
者
冯
丽
妃
李
晨

社会名人支持：奥数已走火入魔

本报奥数报道引强烈社会反响

媒体齐声赞同：报道代表良知

“在奥数问题上，我们
的意见一直比较明确，几
乎在每年的义务教育阶段
入学工作意见中，我们都
明确规定严禁将包括奥数
在内的各种竞赛成绩作为
入学依据。”7 月 26 日，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北京市教委的官员
这样表示。

早在 2003年，北京市教
委便已作出了类似规定，但
时至今日，在部分学校招生
部门的眼中，奥数成绩依然
是决定学生是否被录取的重
要判断依据。这也是奥数问
题一直难以解决的一个重要
原因。

北京教委相关负责人向
媒体表示，目前北京市遵循
的是就近上学原则。因此，从
政策上讲，并不存在重点校
和非重点校之分。但所谓“好
学校”的概念在家长意识里
已根深蒂固，而且重点校和
非重点校在硬件设施和师资
力量等方面，确实存在差异，
这就导致了学生在选择学校
时，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倾
向性。“奥数问题没有得到解

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教育
资源的不均衡。我们也在努力改变这一现
状。”该负责人表示。

事实上，教育部对包括整治奥数在内
的中小学生减负问题早有明确规定，11年
前就已明令禁止奥数与升学挂钩。

在记者 7月 26日辗转获得的对全国
政协去年的一份相关提案的答复中，教育
部再次重申，“不得将各类考试和竞赛成绩
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与升学的依据”；并
列举了各地“针对普遍存在的‘奥数热’现
象”所采取的整治工作，其中，成都市规定，
教师校外兼职教奥数或私办奥数班将被
严处甚至开除；公办学校以奥赛成绩选拔
学生，校长最重可“撤职”。其打压奥数功利
倾向的态度十分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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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的压力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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