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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指明预算改革“路线图”
9 月 2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研究完善预算管理、促

进财政收支规范透明的相关意见。业内人士指出，这再次释放出预
算管理制度改革提速的信号，也为这项改革指明了“路线图”。

而在刚刚过去的 8 月 31 日，新修改的预算法正式表决通过，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这为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奠定了法律
基础。

我国重金属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9 月 2 日举行的第二次重金属污染防治部际联席会议上传出

消息，《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实施 3 年来，我国重金
属污染物排放量得到较好控制，重金属环境质量总体稳定，部分重
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趋向改善，但重金属污染环境风险隐患依然
突出。

环保部副部长翟青指出，目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形势依然非
常严峻。污染物排放新增量控制难度大，地方治理资金不到位，涉
重金属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不落实，环境风险隐患依然突出。监
管能力不强、法规制度建设滞后、标准体系不完善，导致污染场地
修复治理尚有大量工作。

“公证遗嘱库”已录入 100 余万条数据
9 月 3 日举行的国际公证联盟亚洲事务委员会第四次工作会议

上传出消息，我国公证遗嘱备案查询平台目前已存有中国公证机构
自 1980 年恢复重建以来办理的 100 余万条公证遗嘱数据，我国的公
证遗嘱库已成为目前已知的全世界最大公证遗嘱信息库。

教育部重申推进教育均衡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 9 月 1 日表示，保障免试就近

入学是义务教育法赋予每个孩子的权利，更是各级教育主管部门
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可推卸的职责。

他同时强调，要深入推进均衡发展，做大优质资源“蛋糕”，努
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上好学。

“全国安全用药月”启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9 月 1 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

两个月的 2014 年“全国安全用药月”活动。从 1 日起，全国安全用药
专家咨询热线将长期开通（400-030-0606），一对一解答群众的安
全用药问题。

我国将积极渐进推动“天空开放”
9 月 2 日，中国民航局相关负责人在此间举行的“全球友好机

场总裁论坛”上说，本着积极渐进的原则，不久的将来我国有望实
现全面“天空开放”，不限运力，不限承运人数量。

中国民航局国际司司长韩钧说，我国民航在发展国际航空运输
方面将继续坚持“积极、渐进、有序、有保障”的方针，根据市场发展
需要和保障能力大小开放国际航权，以满足消费大众的需求，并确
保行业健康发展。

我国建成世界最大特种经济动物基因库
世界最大的特种经济动物基因库日前在中国农科院建成，为我

国动物遗传资源保存利用提供了基础支撑。
该项目历时 36 年，整合了我国农业、林业、教学科研等领域特

种经济动物种质资源，涵盖鹿类动物、毛皮动物、特禽及其他特种
经济动物种质资源 509 个品种，保存在 69 家特种经济动物资源单
位的保存场、专业实验室等。

14 版关注 中国高铁十年启示录
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1万公里。

15 版纵览 诉说地下的故事
地下空间的门道远比外行人看到的更复杂。

16 版探索 河海交汇处 探寻新能源
盐差能是可再生能源家族中的“新面孔”。

18 版读书 王蒙的烦闷与激情
作家王蒙暌违十年写作长篇小说《闷与狂》。

19 版作品 华罗庚：从清华到中科院
在华罗庚回国后，他应当是出掌中科院数学所最合适的人选。

20 版雅趣 书法国学两辉映
王向东将国学与书法融为一体，向人们传递着国学精神。

6 版观点 中国互联网立法的原则问题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应该获得更大的空间。

7 版智库 中国能源革命不能没有“一片”
崛起中的中国，能源安全乃国之大计，而安全又系之于自主。

8 版博客 又中秋
能几日，又中秋。除了聚餐和月饼，小孩子不懂团圆中的苦乐。

10 版印刻 蔡启瑞: 探赜索隐 止于至善
我国催化科学研究与配位催化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11 版学人 钟志远：致力突破世界难题
因在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等领域的成就而获“贝塞尔研究奖”等。

12 版视界 穿越你的黑暗在掌上
曹军团队研发的盲人手机软件已开始改变一个群体的生活。

13版
科普 人类智力进化未终结

9版
人物 吴国雄：半世纪风雨气象路

风雨过后见彩虹，吴国雄在气象科学之路上的数十年坚持，终于让他一跃登上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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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处西藏西部，平均海拔 4500 米
以上，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对于中国
天文学家而言，阿里的意义并不只是它美
丽的自然景色，更在于它优秀的天文资源。

在阿里地区狮泉河镇南 30 公里的山
脊头部，几座白色的圆顶建筑物格外引人
注目。海拔高、云量少、水汽低、透明度高、
视宁度条件好……这正是天文学家梦寐以
求的观测站。

为了寻找并建设夜间光学天文观测的
绝佳地点，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于 2003 年成
立“西部选址组”，旨在科学地发现和有效
地利用优质天文台址，并安置我国未来大
型地面光学红外和亚毫米观测设备，使我
国跻身世界天文与空间强国之列。

自此，科学家们开展了长达十多年的
艰苦工作。

据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西部战略选址项
目组首席研究员姚永强介绍，现代化的专
业天文台址，需要具备优良的视宁度和大
气透明度、较小且稳定的风速、合适的日照
数、足够的海拔高度等。

科学层面的要求，注定了天文台选址
的艰难。十年来，科学家们按照国际惯例，
对我国西部近百个候选点逐步进行了四个
阶段的筛选，最终选出新疆帕米尔高原卡
拉苏、西藏阿里物玛和狮泉河监测点。

同时，野外生活上的艰难也让科学家
们刻骨铭心。卡拉苏建站时，五六名科研人
员亲自上去做苦力。“给养都上不去，吃喝
都要自己带。”国家天文台喀什基地原主任
王金良回忆说，“值守期间，一天只有一杯
水可以用来洗脸。”

姚永强的责任心感染了整个团队。他

不仅每个站点都亲自考察、动手建设，而且
操心路途安全。为了让同事在后排休息，并
帮助司机消除疲劳，他成了整个队伍中雷
打不动的“副驾驶”。

最终，由于卡拉苏监测点云量稍大，物
玛监测点交通不便、补给不足，阿里狮泉河
监测点成为“优胜者”。

阿里地处全球望远镜分布的空乏区，
具备天文与空间观测的地理优势。其高晴
日数、高透明度和低水汽条件，对于高能、
紫外、红外、亚毫米波观测和太阳观测都具
有绝对优势，适宜建立全波段观测基地。此
外，建成后的阿里天文台将成为北半球首
个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天文台，可协同其他
国际天文台对特定天体目标进行全天不间
断的追踪观测。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主席海部宣男接受

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一旦阿里天文台建成，
将是亚洲最佳世界级天文台，成为推动亚
洲天文学界合作的极好平台。

今年 6 月，国家天文台与西藏阿里地
区签署合作协议，确定了阿里监测站的成
立。整个阿里天文台建设预计将持续 10 年
时间，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国际天
文学界将共同出资支持阿里天文台的建
设。业内专家认为，阿里天文台也将成为天
文学界国际合作的典型案例。

在姚永强看来，中国西部天文选址的工
作远未结束，“选址是为建设中国新一代望远
镜设备的前瞻性研究，直接关系到国家重大
天文设备的投入决策和长远的发展战略”。

姚永强和同事们仍然在漫漫“选址路”
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进。

（详细报道见第 4版）

十年：找一处仰望星空的地方
姻本报记者 甘晓 实习生 张雅琪

不唯GDP之后：
拿什么衡量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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