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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科技界的一个
热门话题是“协同创新”，
有的部门已开始实际运
作。然而，怎样理解协同创
新，说法不一，有的倡导通
过实行产学研紧密结合或
科教融合加以推动，有的
主张以不同机构联合承担
项目来强化实施，有的则
强调协同创新应做到“顶
天立地”，贵在“协而不
同”。这些说法和做法都有
一定道理，但非协同创新
的本质。

笔者的认识是，协同
创新的本意与可贵之处在
于：组织不同部门、不同学
科的专家，统筹科技资源，
共同解决一个具有明确应
用目标的重大科技问题。
这一目标和科技问题应当
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
能在实践中得到应用的，
不是止于“文章”的。

这并不是说，协同创新
中没有理论问题探索和对
基础性问题的深入研究，但
这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前提。

协同创新要求人才“各
尽其责，各显其能”，因而，在协同创新工作
中的领军人物往往会成为成败的关键。

建国以来，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研
发可视为协同创新的一大范例。就农业领
域而言，黄淮海平原的综合治理（特别盐
碱地治理），杂交水稻的培育、推行与持续
增产等，都可视为通过协同创新取得的硕
果，或具有明显的协同创新性质。

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有了较大幅度
的增长，项目和经费逐年增加，研究成果
出了不少，但尚缺少重大突破，原因之一
是项目设置分散、重复，未真正做到多学
科有效交叉、协同攻关。

为此，面向未来，在应用为主的研究
领域，应强调以解决关键性科学技术问题
为主，而不是简单地将发表文章数量或引
用率放在第一位。

譬如在农业研究方面，我国推行农业
节水多年，有成效，但不够显著，今后在缺
水区实施以少量水补灌为特征的半旱地
农业是一条重要出路，但一系列科技问题
有待解决，这需要农业、工程、生物、信息
等多学科专家共同作出努力。

协同创新不分大小，可以是国家层面
上的重大问题，也可以是区域性或行业中
的关键问题。同时，不少科研单位内部通
过协同合作来挖掘潜力的空间也很大。

总之，协同创新并非是一般的科技合
作，更不是简单的汇集工作，它贵在有一
个明确的共同奋斗新目标，成在所取得的
科技成果能被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
践中去。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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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 冯丽妃
“材料是制造业的基础，决定着整个国家的

强富与贫穷。强国梦，材料不可或缺。”3月 23日，
中国“材料之父”、两院资深院士师昌绪在中国科
技馆作了题为《材料与社会》的报告，探讨中国梦
实现之路。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静海担任此次报告主

持人。

新材料是强国之基

从石制工具开启人类文明，到钢铁推动第一
次产业革命，再到硅半导体将人类社会带入信息
时代，材料的发展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实现强国梦必须重视新材料的研发、产业

化与应用。”师昌绪说。
据介绍，以汽车材料为分界点，材料可以

分为传统材料与先进材料两类。前者如钢铁、
水泥、塑料等，它们在市场中以量取胜；后者则

以技术取胜，具有高附加值，是未来高端制造
业的基础。
先进材料与航空航天的关系尤为密切。材料

的轻量化与强度等特性都决定着飞机的性能。而
我国航空航天飞机材料仍需大量依靠进口，因
此，未来解决这些“卡脖子”的问题是关键。
此外，新材料也与能源、医药、生态环境密切

相关。医用材料、太阳能与风能开发、核反应堆的
安全性、海水同位素提炼石油等都离不开材料。
被称为“未来材料”的纳米材料和智能材料也要
依赖材料学的发展。

须高效开发材料

“高端制造业材料必须先行。但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材料发展还不能和国际水平相媲美。”师
昌绪指出，当前，我国新材料自给率只有百分之
十几，仍需大量依靠进口。
他同时表示，材料发展并不是只发几篇论文

就可以解决的。

当前，我国材料科学发表的论文数量已超过
美国，位列世界第一。但相关研究成果只是停留
在文章上面，没有转化成应用。因此，师昌绪呼
吁，改变这种状况迫在眉睫。

2012年，美国提出“材料基因组计划”，当前
国内相关研究对这个概念也有所涉及。对此，师
昌绪解释说，“材料基因组计划”本身和生物基因
没有任何联系，其本质精神是缩短材料产出周
期，高效发展先进制造业。对于我国来说，通过团
结合作、协同创新，提高研发效率尤为重要。

“信仰就是中国梦”

“材料发展是改善人们生活、增强国家实力
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师昌绪说。
“您觉得这个时代应该有什么样的信仰？”有

听众问。
“我的信仰就是中国梦。”他一丝不苟地说，

“我没有信仰过基督教，也没有信仰过佛教，我信

仰的‘教’就是中国强！”
“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个信仰，这

个信仰就是使中国强盛，中国梦就是大家共同的
梦。”他告诫青年人勿忘国耻，齐心协力解决所面
对的问题。
“除了学习材料的一些基本知识，我们更要

学习师老等老一辈科学家对祖国、对科技事业的
责任心。”李静海在报告总结中表示。

两院院士师昌绪：

实现强国梦必须重视新材料

院士之声

本报北京 3月 26日讯（记者张巧玲）北京谱仪 III（BESIII）
实验国际合作组今天宣布，在最近采集的数据中发现了一个新
的共振结构，暂时将其命名为 Zc（3900）。粲能区的粒子一般都
含有粲夸克和反粲夸克，称为粲偶素，都是中性的，不带电荷。
新发现的 Zc（3900）含有粲夸克和反粲夸克且带有和电子相同
或相反的电荷。这提示其中至少含有 4个夸克，可能是科学家
们长期寻找的一种奇特强子。

BESIII实验国际合作组发言人、中科院高能所实验物理中
心副主任沈肖雁表示：“超出传统夸克模型的新型强子态的寻
找一直是北京谱仪实验最重要的物理目标之一。带电 Zc（3900）
的发现很可能为寻找和研究新型强子态开启了一扇大门。”

据了解，传统的夸克模型认为，介子由一个夸克和一个反
夸克组成，重子由三个夸克或三个反夸克组成，介子和重子统
称为强子。然而，描述夸克之间强相互作用的理论却并不排除
以其他方式组成的粒子，如夸克胶子混杂态、强子分子态、多夸

克态、胶子球等。学界对这些奇特强子的寻找从未停止，但目前
的证据尚不足以确认它们的存在。国际上许多实验对强子谱进
行了广泛的研究，发现了一系列新的共振结构，但由于数据的
匮乏和理论的局限，尚不能确定这些粒子的属性。

据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北京谱仪于 2009年经过改造
后，可以测量正负电子对撞后的衰变产物，重建对撞过程。此次
发现的 Zc（3900）质量比一个氦原子略大，寿命很短，在 10-23秒
内衰变为一个带电粒子和一个 J/鬃粒子。这一性质与普通介子
态完全不同。业内专家认为，虽然其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他衰
变和产生模式等性质仍然未知，但这一新发现却提供了奇特强
子态存在的有力证据，对于定量的理解强子是如何由夸克组成
的、检验强相互作用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相信随着更多数据的积累，我们将会对 Zc（3900）以及近

几年国际上发现的其他新粒子的性质有更深入的了解。”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说。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发现新的共振结构

让器官捐献照进阳光

本报北京 3月 26日讯（记者潘希）记者今天获
悉，针对科普场所、大型企业及科研机构缺乏高层次科
普专门人才的现状，教育部与中国科协正在联合开展
一项推进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培养的试点工作。

据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
生教育司副司长孙也刚介绍，2012年，首批试点工作
已在清华大学等 6所高校和中国科技馆等 7家科技场
馆开展。试点高校招生类型为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中国科协科普部部长杨文志说，目前国内大多数
科普场所在科普展览设计、教育活动等方面还停留在
简单模仿复制阶段，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此外，许多
大型企业、科技传媒、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也急需科
普专门人才。

目前，试点工作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科普场馆及
相关行业各类展览与教育活动等科普产品的设计开
发、理论研究、组织实施与项目管理能力的高素质复
合型人才。培养模式采用课堂授课和现场实践相结
合等方式。

高层次科普人才
培养计划出台

本报北京 3月 26日讯（记者丁佳）今天，水利部、
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
首次摸清了我国水利家底。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共有流域面积 50平方公里及
以上河流 45203条，总长度 150.85万公里；常年水面积
1平方公里及以上湖泊 2865个，水总面积 7.8万平方
公里（不含跨国界湖泊境外面积）。

在水利工程方面，全国共有水库 98002座，总库容
9323.12亿立方米；水电站 46758座，装机容量 3.33 亿
千瓦；过闸流量一立方米每秒及以上水闸 268476座，
堤防总长度 413679公里。

在用水情况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年度用水量为
6213.2亿立方米，其中，居民生活用水 473.6亿立方米，
农业用水 4168.2亿立方米，工业用水 1203亿立方米。

在水土保持方面，全国土壤侵蚀总面积为 294.91
万平方公里，其中，水力侵蚀面积为 129.32 万平方公
里，风力侵蚀面积为 165.59 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措
施面积为 99.16万平方公里。

据了解，根据国务院决定，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于
2010～2012年开展，普查时期为 2011年度。

全国首次水利普查
结果发布

姻本报记者 周熙檀
“我 19岁，身体很好的，我的器官符合捐

献条件吗？”一位女孩打电话到广东省红十字
会器官捐献办公室。

3月 11日上午，20分钟内，这样的电话就
响了两次。两天后，这位女孩的《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书》静静地躺在了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
献办公室负责人李劲东的桌上。
日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由 19个试点

向全国铺开。消息一出，各地红十字会器官捐献
咨询电话都“热闹”了起来。天津市人体器官捐
献管理中心每天的咨询电话就超过 20个。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实现器官

捐献 683例，捐献大器官 1869个。相比每年
30万人等待移植，这个数字微不足道。然而对
于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来说，这意味着，阳
光已经照进冰冷的角落。

立法保证顺利实施

3月 12日早上，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管
理中心主任宫敬义与协调员匆匆赶往医院。
一位 26岁的女孩意外身亡，器官捐献协

调工作迅速启动。家属极度悲伤，拒绝捐献，但
协调员仍去作最后的努力。
这对捐献协调员来说，是经常面对的情

况。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院长郑树森表示：“器官捐献者虽然去世了，但
其捐献的器官仍然存活，不但救治了移植受者
的生命，也延续了捐献者的生命，器官捐献实
现了受者和捐献者生命的延续，是人间的大
爱。”
虽是人间大爱，器官捐献工作却并不顺

利。“在实际工作中，70%～80%的潜在捐献者
都是因为家属反对而最终无法实现捐献。”宫
敬义说。因此，在成功的 683例捐献背后，是数
量庞大的不成功案例。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公民

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
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
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
的意愿。”
“一个不同意都不行，因此我国器官捐献

协调成功率比国外低太多。”李劲东说。
即使器官捐献者生前明确了捐献意愿，死

亡后若父母、配偶等反对，器官捐献协调员也
只得作罢。而国外则通过立法来赋予那些在临
终前决定捐献器官的人坚持个人意志的权利，
比如英国的《人体组织法》。
所幸，今年 3月 1日起，我国首部专门针

对身故后人体器官捐献的地方性法规《天津市
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正式施行，为解决这一难
题提供了法律依据。《条例》规定：“捐献意愿表
达人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应当尊重捐献意

愿表达人的捐献意愿。”

专业机构亟待建立

3月 12日晚上 9点多，中国人体器官捐
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还在加班。从
去年 11月开始，每天工作到 11点左右，成为
了他的常态。
“这几个月，我瘦了十几斤。”高新谱所面

对的工作，千头万绪。原来，近一段时间，我国
与器官捐献相关的各项政策都在研究和整理
中，包括协调员管理制度、信息系统研发、管理
体系建设等。
据他介绍，我国目前培养了 332名协调员，

人数少，水平参差不齐。“下一步我们要重新培
训，使协调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高新谱说。
高新谱表示，对于器官捐献工作来说，现

在最重要的不是法律依据不足、协调员不足的
问题，而是专门机构亟待尽快设置，“否则器官
捐献工作开展没有‘发动机’”。

2012年 7月 6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
理中心成立，成为我国器官捐献工作的最高执
行机构，解决了此前器官捐献工作开展没有独
立机构，没有人员编制的情况。
但目前，在地方，只有天津市设立了专门

的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如果大多数省市
都成立了管理中心，器官捐献工作前景就会很
好。”高新谱说。

建立紧密合作网络

2012年 11月 27 日下午，17 岁花季少女
吴华静的骨灰安放在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
献者墓园。此时，接受其肝移植的病人，已经能
够下地活动。
吴华静的名字还出现在广东省红十字会

器官捐献者纪念碑上，至此，已经有 525个名
字永久镌刻在此。
李劲东认为，通过原卫生部器官分配与共

享系统分配器官，设立器官捐献者纪念碑等针
对性举措，是广东省器官捐赠数位居全国首位
的重要原因。

今年 1月 1日～3月 11日，广东省已实
现器官捐献 31例。2012年，仅广东省就实现
器官捐献 113例，器官捐献数量已经超过了其
他渠道供给的数量。

与此同时，许多业内人士认为，借鉴西方
发达国家器官捐献的成功经验至关重要。

郑树森说：“西班牙移植协会建立了以医
院为基础的器官捐献系统，该国 45个有移植
项目的医院供体器官捐献占全部捐献数量的
63%。”
而让李劲东焦虑的是，虽然目前广东有器

官移植资质的医院积极配合，但那些没有资质
的医院则比较消极。“须与医院建立紧密结合
网络的机制，这样才能使器官捐献工作短时间
内获得突破。”李劲东说。

师昌绪

本报北京 3月 26日讯（记者丁佳）记者今天从国
家财政部获悉，根据预算报告，今年中央财政将为农
民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
贴（简称“四补贴”）支出 1700.55亿元。

2013年，中央财政继续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
总金额为 151亿元，补贴资金原则上要求发放到从事
粮食生产的农民手中。

农资综合补贴将根据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变
动，依据“价补统筹、动态调整、只增不减”的原则及时
安排和增加补贴资金，合理弥补种粮农民增加的农业
生产资料成本。

而良种补贴政策将对水稻、小麦、玉米、棉花、东北
和内蒙古的大豆、长江流域 10个省市等地区的冬油菜以
及藏区青稞实行全覆盖，并在马铃薯和花生主产区开展
试点。

另外，2013年农机购置补贴范围继续覆盖全国所有
农牧业县（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行定额补贴，即同一
种类、同一档次农业机械在省域内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

今年对农“四补贴”
将达 1700亿

70%～80%的潜在捐献者因家属反对而无法实现捐献。此外，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还存在法律依据
和协调员不足以及专门机构亟待设置等问题。为此，业内人士呼吁———

来自 12个欧盟成员国的 19位科技外交官及欧盟驻华机构代表 3月 26日应邀参加了由中科院国际合作局主办的
“欧盟成员国驻华科技参赞走进中国科学院”活动，双方就中欧合作现状与未来发展态势进行了对话交流。

中科院副秘书长谭铁牛介绍说，中科院非常重视国际合作，目前已与 60多个国际组织和地区签订了 200多个院级
合作协议以及 1000多个所级合作协议。据介绍，此次活动是驻华外交官“走进中国科学院”系列活动之一。

图为欧盟代表团参观中国科学院院史展。 本报记者冯丽妃 中新社记者孙自法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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