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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里有
面儿地活着，似乎成了一种十分普世的价值追
求。与此相悖的行为，便会显得滑稽可笑。

或许，在这样一个“务实”与“现实”的时
代里，刘景双的确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始
终用那份执念守护着自己的做一名科学家的
最初梦想。

他告诉朋友，粗茶淡饭、节衣缩食的简单
生活同样幸福快乐。

他告诉学生，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
科学和远方的田野。

他告诉农民，科学论文并不玄乎，它同样
可以写在庄稼地里。

如今，刘景双走了，但他朴实、忙碌的身
影留在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记忆里。刘景双
走了，但他不畏、不息的科学精神留给了这片
生养他的黑土地。

刘景双走了，却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思
考。物欲横流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容易迷失，
也常常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茫然与懊悔过
后，是不是该把曾经丢失的那点精神找回来
呢？现在，或许还不晚。纪念建党95周年人物风采录

好榜样科学大院

2016 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
主会场天津梅江会展中心设立
了中国—天津展示区，设置书
法、杨柳青年画和茶艺等中国传
统艺术展示及机器人表演等，展
现天津的文化底蕴和打造智慧
城市的成果。

图为中国—天津展示区中
展出的机器人。

连漪摄（新华社供图）

○主持：张林彭科峰 ○邮箱：lzhang@stim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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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日前正式公布第
八批共 83 家“离岸社团”“山
寨社团”名单。这使得民政部
曝光的“离岸社团”“山寨社
团”总数达到 748 家。民政部
表示，将持续对名单进行更
新，欢迎社会公众继续提供

“离岸社团”“山寨社团”名单
及活动线索。

从根本上说，“山寨社团”
的横行是一种大规模的弄虚
造假行为，不利于社会诚信体
系的建设，应予以严肃打击。
首先，它们的名称和在民政部
正规注册并备案的社团几乎
同名或者非常接近，很容易让
公众产生混淆，不利于正规社
团组织工作的开展。其次，这
些社团组织为获得经济利益，
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有偿评
奖活动，给一些不明真相或者
盲目追求荣誉的民众颁发看
似“高大上”，其实根本不具备
权威性的奖励，客观上给某些
人在社会上“招摇撞骗”提供
了便利条件。此外，一些社团
组织还大搞行业培训非法收
费，或者直接敲诈勒索企业。

然而，为何“离岸社团”
“山寨社团”横行的现象屡禁
不绝？这和此类社团的注册方
式有关。为躲开国内有关部门
的严格监管，这些社团的组织
者利用境内外对社会组织登
记管理制度的差异，在美国、
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等登
记条件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
行注册，大打法律的擦边球。
客观上，这种做法增加了有关
部门处理取缔的难度。

近年来，民政部门多次连续发布非法组织
名单，希望加大信息公开力度，让公众重视并关
注这一现象，防止上当受骗。不过，在笔者看来，
单纯依靠公布“离岸社团”“山寨社团”的方式，
并不能对这些非法组织起到足够的威慑力。加
之传播手段的局限性，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认
识到这些组织的危害性。

信息公开只是一种必要的方式，但不是遏
制“山寨社团”横行的根本解决之道。在此基础
上，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打击“离岸社团”“山
寨社团”的力度。比如，立法部门应及时修订相
关社团管理法规，填补管理与监督空白；同时，
建立与境外机构的协同机制，从法律上寻找取
缔这些境外注册组织的根本途径；有关部门对
于那些花钱从“山寨社团”买奖的个人应当予以
相应惩罚，铲除这些非法组织评奖的土壤。总
之，只有多管齐下，依靠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山寨社团”长期横行的现象才能得到终结。

■本报记者王佳雯

近日，美国天文学家公布了一项来自哈勃空
间望远镜的最新观测。该结果显示，现在宇宙的膨
胀速度比宇宙学的标准模型预言快了约 9%。如果
相信这一观测结果，就意味着人们所熟悉的标准
宇宙学和谐模型（LCDM）可能存在瑕疵。

这让研究人员不免略感疑惑：难道这一发
现是大自然和人类开的一次不大不小的玩笑？
抑或其背后隐藏着重大科学发现的线索？

矛盾点何在？

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赵公博看来，上
述研究引起宇宙学界广泛关注，主要原因是在
LCDM 模型框架内其结果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以及重子声波振荡测量并不一致。

“宇宙膨胀速度在宇宙学研究中一直都是
热点，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分歧。不过，这
一分歧是逐渐减小的。”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
员陈学雷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据了解，基于 LCDM 的理论框架，欧洲空间
局普朗克卫星实验通过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精
确观测，给出当今宇宙膨胀速度为 66.53±0.62 千
米 / 秒 / 百万秒差距（km/s/Mpc）。然而，最新测
量的宇宙膨胀速度为 73.24±1.74km/s/Mpc，
比通常认为的速度快了 9%。

陈学雷介绍说，事实上，9%的分歧差得并
不算多。那么，这一研究为何还是引起了相关领
域科学家的普遍关注？

“差多少要与误差比才有价值。”陈学雷解
释称，虽然 9%差得不多，但该测量误差为 2.4%，
比 9%小很多，这从统计学上而言是显著的。这
也说明两个数值之间的确存在出入，而科学往
往从这些小的出入中发现新问题。

可信度多高？

测量数值与预言数值出现了偏差，问题究竟
出在哪儿？这才是科学家真正关心的问题。依据陈
学雷的判断，造成偏差有两种可能性：观测的系统
误差和理论上被科学家忽略的因素。“从我们的角

度而言，更感兴趣的是后一种可能。”陈学雷称。
不过，对于该测量数据的置信度，也有科学

家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
系教授蔡一夫告诉记者，“现在的结果只有 3σ

（99.7%）的置信度，是很低的。通常，实验上 5σ
（99.9999%）的置信度才会被认为是证据。因此，
目前只能认为是一个超出标准模型的疑似迹象”。

但他补充称，宇宙加速膨胀在 1998 年被超
新星观测发现时，第一组实验的置信度也只有
3σ，而第二个超新星实验组抱着检验之前结果的
目的开展实验观测后，得到了超出 5σ 的置信度。
因此，蔡一夫认为，科学突破虽然艰难，但对科学
发现的意外结果还是应当保持开放的态度。

采访中，专家均对该结果为天文学后续研究
带来的可能影响表示关注。赵公博告诉记者，这一
研究结果意味着目前标准宇宙学模型很可能需要
扩展，暗能量可能不是广泛认为的真空能。

“如果这一结果正确，很多科学家都要凌乱
了。”蔡一夫告诉记者，在天文学研究的历史上，
科学家对于宇宙理论的理解经历了多次消化、
更新、再消化的过程。

“1998 年之前，科学家觉得对宇宙理论已经
理解得不错了，后来发现了宇宙加速膨胀，之后花
了近 20 年的时间才对加速膨胀有了一定的理解。
而此次观测表明，宇宙很可能是超加速膨胀。”蔡
一夫表示，要解释宇宙的超加速膨胀，可能需要修
改宇宙尺度的引力理论或对现有的宇宙学模型进
行更新，对宇宙的认知也将发生一系列变化。

重大发现线索？

利用该研究方法获得的宇宙膨胀速度相较于
通过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测出的数值高一些，对科
学家而言也并非今天才发现的现象。然而，问题在
于，“新发表的结果，实际上充分检查了各种可能
存在的问题，发现差别并没有缩小，反而可能增大
了。”陈学雷说，这就需要科学家去考虑是否在理
论上存在一些以往被忽视的因素。

“比如，是不是拟合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模型
不准确。也有人猜想，银河系所处区域可能正好是
宇宙当中密度偏低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不是膨胀
速度比别的地方快一些。”陈学雷表示。

这意味着未来从事观测的研究人员需要尽可
能地反复检验数据。然而，能否实验上最终确认这
一观测结果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宇宙学研究的历史上，有很多次由于观测
结果不吻合所产生的矛盾，引导科学家通过引入
新模型、考虑新可能性等办法予以解决，从而带来
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发现。“比如，暗能量就是在
观测中这样发现的。”陈学雷说，此次研究是否会
带来新的重大科学发现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这
很可能是大自然提示我们的新线索”。

■本报记者李瑜

在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以下简称东北地理所），提起刘景双的名字，
差不多每个人都能跟你聊上两句，而且绝不
重样。

他是研究所里的“特权户”，手里的门禁
卡可以 24 小时进出办公楼，这种“高端待遇”
整个所里再也找不出几个。

他是同事眼中的“周扒皮”，回忆起与刘
景双搭班的那段日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
是犯困，披星戴月干活是常有的事。

他是学生心里的“严师傅”，即便是已经
毕业多年的老学生，到刘景双面前汇报工作，
仍感到如履薄冰，生怕被他抓住把柄。

他是朋友圈里的“嘴把式”，尽管刘景双
总说自己厨艺高、牌技好，但就算相处了几十
年的老哥们，也从未见过他露上两手。

他是农民堆里的“大兄弟”，皮肤黝黑的
他常年操着一口浓郁的东北腔，和农民唠起
嗑儿来，根本看不出哪个更像是科学家。

刘景双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风风火
火地在东北地理所转了 30 多年。如今，这个
一辈子不知道啥叫累的科研狂人终于停了下
来。然而，大家对他的评价却非常简单：“可惜

了一个既有科学思想又能付诸实施的强人生
命太短暂。”

今年 6 月 6 日，刚满花甲之年的刘景双
因肝癌医治无效于长春离世。带着亲人、朋友
和学生的不舍，刘景双没有留下一句话就急
匆匆走了。但对于这片黑土地和生活于此的
人们，刘景双留下的却是一道永远都抹不去
的“光”。

光，黑土地上的生命礼赞

刘三是吉林省德惠市米沙子镇晨光村的
农民。如果不是遇到刘景双，这个种了一辈子
地的东北庄稼汉，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种
地方面竟然是个外行。

2004 年，刘景双带着他的“高光效栽培技
术”（以下简称“高光效”）来到晨光村。尽管这
是刘三头回见到中科院来的科学家，但刘景
双的做派并没有让他感觉眼前的这个人和自
己有啥不一样。

让刘三从错觉中走出来的，是刘景双手
里的“高光效”。

“高光效”是一种全新的耕作栽培技术，
是地理学理论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和发
展。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学专业的刘景双
在长期科研工作中发现，东北地区不管哪
种作物，种植垄距均为 65 厘米；同时，种植
垄向随道路或林带而定，不是东西垄就是
南北垄，而这与太阳高度角、方位角变化以
及东北地区夏季盛行西南风的特点相背
离。为此，刘景双提出了依据不同作物的株
高和生长特点，通过改变作物的垄向和垄

距使农作物最大限度地接收太阳光，提高
光合作用效率进而获得增产的新课题，并
开始了定位研究。

“过去，农民地里的垄向都是随道路而
定，有东西垄、南北垄，但‘高光效’技术要求
垄向必须正南偏西 20 度。”作为“高光效”项
目研发团队的一员，德惠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副主任姜亚伦早已对此如数家珍。

不仅如此，“高光效”也让黑土地有了绵
延下去的可能。近十几年来，随着东北地区保
障粮食安全压力的加重，一个严峻的现实随
之显现：黑土地越种越薄。严重的板结化让黑
土地正在慢慢失去生机，很多地方若不是靠
着经年累月的增施化肥，粮食产量将会大幅
下降。

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刘景双不希望
这片黑土在自己这代人手里失传。“高光
效”构建的玉米苗带轮换休耕模式和玉米
秸秆高效还田技术体系，创新性地攻克了
粮食产量再提高、耕地休耕、秸秆还田等一
系列技术难题。

“有了‘高光效’，黑土退化得到了遏制，
黑土地可持续利用成为可能。”东北地理所研
究员王洋（大）感慨地说。

为黑土地多留一份“光”
———记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所研究员刘景双

来自哈勃空间望远镜的最新观测结果显示，现在宇宙的膨胀速度比宇宙学的
标准模型预言快了约 9%。此项发现使得天文学家纷纷猜测这是———

大自然的玩笑还是新线索？

本报北京 6 月 27 日讯（记者潘希）中国科协军民融
合学会联合体成立大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国科协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学会联合体第一届
主席团主席、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出席成立大会并
讲话。会议由学会联合体第一届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探
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主持。

尚勇表示，组建学会联合体是中国科协贯彻落实习总
书记和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的举措。发起成立军民融合学会
联合体的 8 家学会，以国防科技大型企业或高等院校等为
支撑单位，与军工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能够通过经济领
域和国防领域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等资源要素的交流共
享，构建一个军民统一的建设基础，使一种资源发挥两种
功能、一份投入产出双重效益，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同步提高。

据介绍，中国科协军民融合学会联合体是由中国兵
工学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核学
会、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电子学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等 8 家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共同发起
成立的非法人学会联合体。

同时，军民融合学会联合体的主要任务，一是建设
军民融合科技创新高端智库；二是搭建军民融合协同创
新的大平台；三是建立军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长效合作
机制。

会上，杜祥琬表示，将在军民融合学会联合体的基础
上正式成立军民融合科技创新高端智库，为国家军民融合
战略实施及有关重大政策制定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会
后，该学会联合体召开了第一届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审议
了联合体组织章程等。

编者按：今年是建党 95周年。在
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本报开设“科学
大院好榜样”专栏，记录在中科院科
技创新征程中涌现出的优秀共产党
员个体与先进基层党组织。

刘景双生前在农田中查看玉米长势。

（下转第 2版）

达沃斯中的
现代科技

本报讯（记者刘晓倩 通讯员王晶）6 月 24 日，中科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筹）（以下简称西北研究院）在
兰州成立，并宣布领导班子成员。据悉，西北研究院实行院
长负责制，整合了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兰州油气
资源研究中心、兰州文献情报中心以及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青海盐湖研究所，中科院兰州分院院长王涛兼任西北
研究院院长。

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表示，整合西北地区相关研究力
量成立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是中科院党组着眼于支
撑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决策。中
科院将以 3 个特色研究所的体量和每年 2000 万元的基本
科研经费给予支持，并在科学院主持的科研、人才、平台等
项目中给予政策倾斜。

据了解，西北研究院有 5 项建设目标：一是服务国
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北地区生
态环境修复、资源勘探利用、重大工程建设和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二是瞄准国际
地球科学发展前沿，在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冰冻
圈—岩石圈相互作用与全球变化等领域建立国际先进
水平的理论体系；三是在“一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
和“率先行动”计划的形成和实施中，研发西部地区生态
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关键技术和
优化模式；四是凝聚一批长期扎根西北的学科带头人和
创新团队，促进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科学及相关学科的发
展；五是通过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建设，积极参
与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和四类机构分类改革，为进入
特色研究所（群）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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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时代仍需要点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