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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陕西农民韩培印的儿子考上大学，他坚信儿子用不
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为了供儿子上学，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
东西。当儿子大学毕业，韩培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
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
民工的老韩自己。韩培印感叹“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
是不是？”（12月 14日《中国青年报》）

大学生不如农民工工资高，表面上看，这是知识贬值、体脑倒
挂，还容易产生负激励效应，引发“读书无用论”思想沉渣泛起。但
实际上，两者不具可比性，我们不必对此过度解读，将此与“读书
无用”画等号。

一方面，判断一名劳动者的收入少不少，不能单纯看他的身
份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而应该看他创造的劳动价值与工资待
遇是否成正比。

由于目前大学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矛
盾，加上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从事的工作往往难以匹配所学专
业。同时新毕业大学生又缺乏经验，求职空间并不大。

从这个角度讲，某些大学生不如民工工资高，实质上是人才
结构、产业结构的问题。并非人才贬值，大学生身价不如农民工。

另一方面，除少数技术熟练者外，实际上多数农民工的工资
比大学生要低，并且面临工作时间长、劳动环境恶劣等问题。屡见
报端的农民工讨薪新闻，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民工就业状况
恶劣这一事实。在这方面，大学生的情况要好得多。他们凭借学历
优势，在与用人单位谈判时有更大余地。

此外，站在未来发展空间的角度考虑，大学生积累工作经验
以后，不仅利于跳槽换工作，而且工资上升空间潜力较大。而农民
工涨工资要困难得多。多数农民工由于没有学历，无法取得城市
户籍，在城市更易遭受歧视。

因此，我们不必对“读书无用”廉价抒情。如果撇开就业大环境，
简单地说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对大学生与农民工都不厚道。

“读书无用”
要理性解读

叶祝颐

科学时评

作为中国科学院下属一百多个
研究所中的一员，2008 年以来，中
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简称
地理资源所）向国家提交了大量咨
询建议报告。其中得到党和国家领
导人批示的数量约占中科院全院总
数的 1/4。
“这与我们资源环境研究的特

质有关系。”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
采访时，该所所长刘毅这样表示。

为决策提供咨询建议

2001年至 2010年，地理资源所
政务信息工作连续 10 年被中科院
评为先进单位，其中 2004年、2007
年、2008 年、2010 年得分位列全院
第一。

研究所提供的咨询报告和建
议，被中办、国办刊物采纳的共有
170 份（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
批示的咨询报告有 100余份。

地理资源所的工作为中科院发
挥科学思想库作用，作出了实实在
在的贡献。
“地理资源所长期注重发挥思

想库作用，并将之纳入研究所发展
战略，从政策导向、激励措施等方面
有意识鼓励和引导。”

刘毅介绍，研究所鼓励科技人
员把科研实践中得出的一些重要结
论，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提出决
策参考的科学依据。这些研究涉及
区域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建设、资
源合理利用、农业与农村发展、重大
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等各个领域。

除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
外，地理资源所的一些咨询报告也
受到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有关部
委的重视。如该所组织研究提出的
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即被国家“十一
五”规划采纳，成为中科院在履行科
学决策思想库功能中具有显示度的
成果之一。

另外，近些年以来，地理资源所
也在陆续推出有针对性的、系统的
建议报告。如《中国区域发展研究报
告》、《中国城市化发展报告》等，通
常两年一册，已形成系列。
“我们要把长期研究变为战略

咨询的系列报告。”刘毅介绍，“我们的发展咨询不光提供给
中央决策，也提供给各个省市，以及整个科技界。”

经得住历史考验

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
自然灾害发生后，地理资源所迎难而上，勇挑重担，圆满完成
国家交给中科院的任务，为抗震救灾和灾区重建规划提供科
学依据。其提供的科技救灾系列报告在国家抗震救灾工作中
发挥了及时的作用。上报咨询建议报告被中办、国办采用 26
份，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 9份。
“通过长期研究，研究所在国家发生重大灾害、突发事件

的关键时刻，特别能发挥学科特长，结合任务，作出快速反
应，提出国家急需、时效性强的咨询建议，发挥科技支撑重要
作用。”刘毅认为，地理资源所能在国家重大自然灾害事件中
发挥作用，重要的原因是其具有长期的科研基础。

经过多年积累，地理资源所对中国区域发展、资源禀赋
等全国各地的情况非常了解，有很好的各个领域的专业积累
和各种数据，包括县级的以及地方人口、经济、自然条件等，
可以对救灾后急需关注的问题很快作出反应。（下转 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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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6 日至 9 日，中
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分
别深入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西安
分院，对各单位实施“创新 2020”工
作情况进行考察和调研。

6日晚，白春礼冒雨在中科院
紫金山天文台、南京土壤研究所、
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和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分别展开调研，重点考察各
单位“一三五”规划实施进展、科技
平台建设和园区建设等情况，并与
研究人员座谈。

在紫金山天文台，白春礼实地
考察了暗物质与空间天文重点实
验室以及空间目标与碎片观测重
点实验室。在南京土壤研究所，白
春礼听取了土壤科学前沿领域研
究情况汇报，对该所在大型仪器共
享管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
分肯定。在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
所，白春礼考察了湖泊流域数据集

成与模拟中心。在南京地质古生
物研究所，他鼓励科研人员发扬
继承创新传统、勇攀科学高峰的
精神，为国家科技创新工作作出
新的贡献。

7日上午，白春礼出席了南京
分院实施“创新 2020”工作座谈会，
听取了南京分院及所属研究所组
织实施“一三五”规划的相关汇报。

他希望南京分院在良好的院
地合作基础上，更加紧密围绕院地
合作“十二五”规划，结合地方重大
需求，寻找和凝练合作重点，寻求
新的突破，努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做出
影响深远的工作。

白春礼强调，“一三五”规划不
仅是研究所原有力量的集成，而且
需要在深入研讨的基础上，进一步
明确定位、减少同质化竞争。“一三
五”不能只停留在规划和理念上，

而要不断创新体制和机制，采取切
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和实施。各
研究所要结合自身实际，把人才、经
费和资源集中投入到“一三五”布局
上，以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

在宁期间，白春礼分别会见了
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省长李学
勇，双方就深化院地合作等工作交
换了意见。

8 日，白春礼分别在中科院国
家授时中心、地球环境研究所、西
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有关实验
室调研，重点考察“一三五”规划
及落实情况，并就相关研究成果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促进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与科研人员亲
切交谈。

在听取了西安分院及各研究
所关于“一三五”规划及其实施进
展和保障措施的汇报后，白春礼指
出，西安分院各研究所“一三五”规

划理念清晰，实施方法切合实际。
要求各单位进一步做好“一三五”
规划的宣传工作，加强广大科研人
员对规划的理解和重视，同时要在
此基础上做好实施和保障工作。未
来院层面将加大对研究所重大产
出落实情况的考查力度，为“创新
2020”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他对西安分院的下一步工作
提出如下希望：

一是在“创新 2020”中做好区
域创新集群建设工作。“十二五”期
间，区域创新集群建设要充分发挥
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知
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之间
的对接和桥梁作用，不断凝练目
标、明确布局、创新体制和机制，集
成“西部之光”人才计划和西部行
动计划等工作，与地方政府和企业
形成合力，在支撑重大产出方面作
出新的贡献。

二是要发挥省院共建单位的
优势，做好体制和机制的对接工
作。要充分利用西安分院和陕西省
科学院合署办公的优势，统一部署
并完善方案，积极探索合作模式和
机制，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工作，不
断提升创新能力，促进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

三是要结合陕西的实际情况，
做好基础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工
作，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环境监测
等领域的支撑作用。

在陕期间，他还会见了陕西省
委书记赵乐际和陕西省省长赵正
永。双方就进一步深入开展院省合
作进行了会谈。

中科院副院长詹文龙以及办
公厅、基础科学局、资源环境科学
与技术局、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
院地合作局负责同志参加了调研。

（柯讯）

白春礼赴南京西安等地调研

夜色中，烟雾缭绕，两旁是高
耸的森林。当车辆在迷宫般的路径
中七拐八转，除了感叹，更是增添
了神秘和探究的欲望。

我们就这样来到了中科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古
傣语叫“勐巴拉那西”，意思是“理
想而神奇的乐土”，真正的彩云之
南，有梦的地方。

天色还朦朦亮，清脆或低沉的
鸟鸣声唤醒了睡梦中的我们。推开
阳台门，乳白色的雾气迷离朦胧，
诗句一样优美的棕榈树叶随风摇
曳。面对这样的景致，一路的舟车
劳顿没有让我们觉得疲惫。

我们踏雾而行，寻找都市无法
拥有的清新。这时，一群穿着“迷
彩”、肩扛“大炮”的摄影人，认真地
凝视天上。一问，才知道他们是观
鸟爱好者，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
业，来这里就是为了观察和拍摄各
式各样的鸟。他们一蹲几天几夜，
乐在其中。

学生般打扮，消瘦、精干的小
伙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他时
而用望远镜注视树冠，又不时与身
边的“迷彩”交头接耳，手上却没有
长枪长炮。
“你怎么不拿‘大炮’？”我们好

奇地询问。

“他是‘风入松’！西双版纳的
‘鸟王’！你连他都不认识？！”旁边
的“迷彩”把我们也当成了爱好者。

仔细询问，知道他叫王西敏，
是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负责科普
的工作人员。

鸟王？为什么这么称呼？这个
浙江小伙子立即引起了我们的好
奇。

2009 年冬天，第一次到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的观鸟王王西敏，
就被这里深深地吸引，再也不愿意
离开。“这里有美丽的风景和种类
繁多的热带鸟类。当时我就想，要
是我能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多好！”
那时，他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斯蒂
芬角校区环境教育专业毕业回国。

对西双版纳“一见钟情”，让王
西敏萌生了来此工作的念头。半年
后，梦想成真，他应聘到园区科普旅
游部，过上了每天与鸟为伴的生活。

“科普，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只是现在
大家都忽视了。这里是国内乃至亚
洲最好的科普场所，我要多做点工
作。”王西敏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科
普生涯。

王西敏的工作从观鸟开始。他
发现这个人群执著而庞大，而植物
园又是鸟类的天堂。于是，他和所
在的科普旅游部开始组织策划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观鸟节，向公众
开展鸟类保护宣传、进行常见鸟类
认知培训。

王西敏自己并不摄影，闲暇时
间，王西敏除了接待各地来访的
“鸟友”，自己还活跃在“鸟网”中，
义务做《中国鸟类观察》编辑，制作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观鸟指南》，
参加环境教育公益讲座，向普通大
众推广观鸟和鸟类保护。他说，自
己只是为那些爱好观鸟、拍鸟的人

们指指路，告诉他们哪里能够观察
到哪种鸟而已。王西敏在“迷彩”中
广受欢迎，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热情
好客，更是因为他对众多鸟儿的分
布和习性了然于胸。

随着越来越多的观鸟爱好者
进入园区，鸟类新种不断被发现，
大批精美的鸟类照片流传出去，也
为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开展深入
的科普教育项目创造了条件。王西
敏的名声也随之越来越大。在鸟网
上，许多人称他为“鸟王”。

现在，在王西敏的带动下，越
来越多的工作人员开始琢磨起利
用园区资源，开发科普项目，科普
旅游部也相继开发出“绿岛历奇”、
“大手拉小手”、“植物艺术”和“秘
密花园”等品牌活动，创办起《雨林
故事》电子
期刊。
“ 这 是

黄胸织布鸟的窝，生子前，雄鸟会
先筑几个未完成的巢让雌鸟选，选
中后，雄鸟与雌鸟共同把巢筑成。
雌鸟抚育下一代，雄鸟会在旁边另
外织一个简单的巢供自己站立，一
直陪伴着雌鸟把孩子养大。”我们
跟随王西敏来到热带雨林民族文
化博物馆听他介绍。
“那是绿翅雀鹎，在国树国花

园里最常见；那是朱背啄花鸟，路
边的电线上就能见到；还有那个是
赤胸拟啄木鸟，类似的还有蓝喉拟
啄木鸟，它们都是百花园的常客
了。”在热带雨林，王西敏看见旁边
飞过的鸟儿如数家珍。

这位是来自北京的，那位是来
自上海的，还有那几位是浙江的
……采访中，王西敏指着远处聚精
会神拍鸟的人向我们介绍，期间一
个又一个远道而来的“鸟友”电话
更让他应接不暇。

天色渐暗，王西敏和我们道
别，说自己要去准备一个讲义，后
天去武汉参加农村小学校长环境
教育培训班，给来自 8个省的农村
小学校长讲授自然体验教育的一
些心得。

“鸟王”王西敏
———走云南见闻之二

本报记者 陈 鹏 □刘洪胜 本报记者 潘 希

本报北京 12月 14日讯（记者陆琦）在“数字海洋”模拟
屏前，触摸海洋的任意一点，那里的水温、盐度、流速等信息
即可显示。这就是我国第一个集成海洋信息的三维可视化
球体平台。

该平台是国家海洋局 908专项（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
价专项）“数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构建项目的成果之一。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项目验收会上了解到，该平台建立
在海、陆、空多维立体信息采集系统基础上，实现了海洋环境
类、自然地理类、海洋管理类等各种信息的可视化表达、综合
查询、空间叠加分析，为海洋的数字化、可视化、透明化表达
提供了崭新的海洋信息立体展现形式，为深入认识海洋、开
发海洋、管理海洋开辟了新的途径和手段。

作为国家 908专项的三大项目之一，“数字海洋”信息基

础框架构建项目于 2007年全面启动，至 2011年 12月全面
完成。搭建了覆盖 11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家海洋
管理、科研、业务等 18个节点单位的数字海洋主干网和远程
视频会商系统，完成了数字海洋主中心和 23个分中心建设；
有效整合了 908专项获取的海洋数据资料和历史海洋信息
资源，建成了覆盖我国海域数据类型最全面、信息内容最丰
富的第一个大型海洋信息基础平台。

除数字海洋三维可视化原形系统外，该项目还开发了另
外两大系统。于 2009年正式发布了 iOcean中国数字海洋公
众版，并基于智能手机研发了数字海洋移动服务平台 iO-
cean@touch，实现了海洋信息移动式服务；建设了数字海洋综
合管理信息系统，包括海域管理、海岛管理、环境保护、海洋经
济、海洋执法、防灾减灾、海洋权益、海洋科技等 8个子系统。

“数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通过验收

首个海洋信息三维可视化平台建成

新华社 12月 14日电（记者沈翀）三峡工程首次生态调度试
验获得成功。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日前公布了今年 远月运用
三峡工程展开首次生态调度试验的监测结果。监测表明，这次调
度试验促进了“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和鳙鱼）的自然繁
殖，对减少三峡工程对关键物种和生态环境不利影响意义重大。

据了解，这是中国首次针对鱼类自然繁殖而实施的生态调
度。本次生态调度使得中下游不同水文站点水位持续上涨 源天
到 愿天。此次监测结果与早期监测结果对比，“四大家鱼”产卵时
间与历史自然涨水条件下响应时间一致，“四大家鱼”自然繁殖
群体有聚群效应，并与其自然繁殖时的习性相符。试验初步证明
生态调度对“四大家鱼”自然繁殖产生了促进作用。

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徐德毅说，长江
干流是我国“四大家鱼”的主要天然原产地，也是受三峡工程建
设、运行影响较为重要的物种。每年的 源月底到 怨月是长江“四
大家鱼”的产卵期，其自然繁殖离不开特定的水文条件，如持续
的涨水过程、一定的水流流速、员愿益以上的水温等。三峡水库蓄
水以后，改变了河流天然的水文情势，尤其是“四大家鱼”自然繁
殖所需要的涨水时间以及水温条件发生了变化。

为促进长江中游“四大家鱼”的自然繁殖，在确保防洪安全
的前提下，今年 远月，长江防总组织了三峡水库生态调度试验及
同步监测。通过调度三峡水库，每日日均出库流量增加每秒 圆园园园
立方米左右。调度期间，出库流量从每秒 员援圆万立方米左右逐步
增加到 员援怨万立方米左右。

徐德毅介绍说，未来 源年到 缘年，三峡水库将继续在每年的
缘月中旬至 远月下旬期间开展生态调度试验，并针对生态调度效
果开展相关监测工作，动态优化水库调度，为逐步恢复长江“四
大家鱼”渔业资源发挥积极作用。

三峡工程首次生态
调度试验获成功

据新华社电（记者张建松摄影报道）中国海监综合能力最强、吨位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新旗舰船———“中国海监 缘园”
号 12月 员猿日从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上海码头起程首航，于 员源日下午抵达浙江舟山沈家门锚地，与等候在这里的“中国海
监 远远”号会合。两艘船将组成编队，共同执行我国定期巡航维权执法任务。
“中国海监 缘园”号是一艘集巡航执法与海洋调查为一体的 猿园园园吨级海监船，是中国目前综合能力最强、设备设施最先

进的多功能大型中远程海洋监察船，为中国海监旗舰船“中国海监 愿猿”号的姊妹船。
中国海监是中国海上综合执法队伍，自 圆园园远年 苑月起，在中国北起鸭绿江口、南至曾母暗沙的全部管辖海域及上空，

开展定期巡航维权执法活动。
图为 12月 14日，“中国海监 50”号三副胡红祥在介绍 VSAT卫星天线系统。

院所长访谈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中国海监新旗舰船即将巡航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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