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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4日讯（记者陆琦、王珊）今天上午，十二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二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就大会议程和人
大工作相关的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傅莹介绍，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 3 月 5 日上午正
式开幕，会期 10 天半，3 月 15 日上午闭幕。

大会有 8 项议程，分 4 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听取和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第二个单元是听取
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
三个单元是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第四个单元是审议大会的各项议程草案，修改立法法决
定草案表决稿和其他议程，提请大会表决，举行闭幕式。

按照惯例，大会开幕式、闭幕式和所有全体会议都将向中外

记者开放，代表团团组会议也将安排一些采访。会议期间还将邀请
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一些部委的负责人举行记者会。3 月 15 日上午
大会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将与中外记者会面，回答大家的问题。

傅莹表示，相较去年 8 天半的会期，今年增加了 2 天，一是
为了让代表们有更充分的时间审议预算草案，二是要审议立法
法修正案草案。这也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两年来第一次在代表大
会这个层面审议一部法律草案。

傅莹说，根据宪法和立法法，制定或者修改基本法律要提
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全国人大每年召开一次，日常的立
法工作由人大常委会来完成，无论在哪个层面审议，都要依照
法律程序进行。立法法是规范所有立法行为的法，也称为管法
的法。今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第一年，所以这部法律的修
改显得格外重要。

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发布会

凝聚科技链 延续“两会云”
姻本报记者王珊 见习记者张晴丹

继“APEC 蓝”之后，今年又出现了“两
会云”。

全国两会启帷两天，天公作美，北京的蓝
天白云显得格外舒适。然而，谁知道明天会不
会“又见灰霾”？

灰霾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我该怎么办？近
年来，问诊灰霾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度最高的
问题之一。

虽然社会各界给出了不少应对灰霾的方
案，但其关键是要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这
一过程中，科技必须作好领率支撑。

渐清晰：基本科学问题

关于灰霾，还有哪些科学问题尚未厘清？
下一步，科学该如何助力？

“将既有研究力量以及研究成果统合起
来，打造治霾科技链，是中国应对灰霾的必然
之举。”中国气象局雾—霾监测预报创新团队
首席科学家龚山陵说。

2013 年，我国平均灰霾天数创 52 年以来
最高纪录。2014 年，京津冀地区依然是灰霾最
为严重的地区，很多人自嘲为“人肉吸尘器”。

研究表明，灰霾主要是大气颗粒物以及由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挥发性有机物等转换生
成的二次颗粒物，和大气中的水汽结合产生能

见度减低的天气污染现象。在这一点上，科学
家已经达成共识。

对于灰霾的来源，中科院“大气灰霾追因
与控制”先导专项研究表明，机动车、燃煤等人
为污染排放是造成灰霾天气的“主谋”。

对此，龚山陵也表示，气象原因、人为
排放、大气的化学过程是导致灰霾形成的
三大元凶。

对于灰霾的构成，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王跃思认为，灰霾组分中含有大量的含
氮有机颗粒物，“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
这是上世纪美国光化学烟雾事件污染物的主
要成分之一。

这意味着中国的灰霾状况更为严重，即我
国强霾事件污染物的化学组成，是英国伦敦
1952 年烟雾事件和上世纪 40 至 50 年代美国
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污染物的混合体，且叠
加了我国特色的沙尘气溶胶。

关于灰霾的成因，“既有的科学验证和发
现都已经用于灰霾预报的模式中，并且显示出
不错的效果。”龚山陵说，中国灰霾的形成机制
更为复杂，当务之急，需要对灰霾的精准成因、
不同地区组分构成、组分之间的交互作用等作
进一步的科学研究。

太可怕：健康研究滞后

灰霾不休，防治与应对的研究和探索

就不止。
“国内外都有相关的研究，如不同地区灰

霾的化学组分、暴露时间长短等因素与健康之
间的关系，虽然都有数据积累，但依然很少。”
龚山陵说。

就我国而言，科学界尚未就灰霾与人类健
康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对于灰霾的
人体传播路径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但具体传送
过程中哪些组分会对肺部、血液等产生影响，
哪些部分会引起病变，尚不清楚。”中国科学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庚辰说。

数据显示，中国过去 10 年肺癌发病率上
升 300%以上，其中吸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研
究表明，颗粒物污染对呼吸道和肺癌的发病率
亦有贡献，且非吸烟者发病率也很高。

然而，其中的具体机制、机理仍不明确。灰
霾的毒理学效应研究迫在眉睫。

据了解，国家卫计委、科技部等已经部署
进行相关科研项目，包括通过长期人体暴露实
验，分析不同疾病与灰霾的浓度和组成之间的
定量关系等。

一年内由于灰霾引发的相关疾病发病率
有多少，死亡率有多少？王庚辰说，如果这些问
题得不到科学证据（数据）支撑，更容易引发社
会质疑。

“这样的统计数据非常有价值，对老百姓
的防护非常具有参照意义。”龚山陵说。

龚山陵强调，需要注意的是，既有的认知

都是从短期影响的角度看，而对于灰霾可能带
来的长远影响，包括人种变异、对免疫系统的
危害等等，都还不清楚。“这一点很可怕。”

很着急：科学力量须联合

目前，科学家已经找到科学治霾的很多手
段。以氨的排放为例，科学家发现，对氨排放进
行控制要比控制二氧化碳起到更好的减排作
用，而这也为减排、治霾方案的优化提供了重
要依据和支撑。

不过遗憾的是，既有工作依旧延续着碎
片、分散的模式，亟待实现全方位的联合应对
的机制。

科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科学家应
当彰显科学的价值。“灰霾的控制和减少是系
统化工程，单纯依靠一两个成果是提不出治理
方案的。”龚山陵举例说，一个城市和区域的污
染家底怎样，成因如何以及空气质量指标的改
进，都需要依靠科学的力量量化减排策略和行
动方案。

“治理灰霾需要形成一条科研链，从源头
研究到后期控制、治理，需要集成各种研究以
形成详细的解决方案，为下一步措施提供科学
支撑。”龚山陵说。

王庚辰则强调，如何改善汽车的燃烧技
术，提高油品质量，如何既保护环境，又不影响
发展速度，科学家面临的挑战与期待同样多！

院士代表委员访谈

姻本报记者 黄辛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逐渐成
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也吸引着一批批科学工
作者学成归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
科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葛均
波将“积极推进归国科学工作者全面发展”
作为自己的提案之一。他告诉记者：“我们应
该抓住这一机遇，进一步提高对归国科学工
作者的管理和支持，有效建立起相关机制，
让科学工作者的‘归国潮’转化为提升我国
科学实力的大潮。”

建国之初，一大批爱国科学家突破重重
阻力回归祖国，对新中国的基础学科和应用
学科的构建起到了奠基性作用。“有别于当
时的历史环境，如今出国留学工作的科学工
作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需要制定适合当
前形势下的相关政策。”葛均波说。

目前谈及人才引进，很多人会将个人待
遇放在首位。葛均波认为，这虽然存在其合
理性，但过于强调待遇容易忽视引进人才的
目的和效果，对归国学者的支持重点应放在
科研环境和工作条件上，包括组建团队、科
研项目、科研经费等科研相关的具体事宜，

“应该将这些作为首要的硬性条件内容”。
葛均波认为，还应该建立资源的合理分

配机制。“不宜采取‘树典型’的方式，将各种
资源和有利条件全部集中在少数已经功成
名就的科学家身上。要让更多归国者都能争
取机会有所作为，从而形成遍地开花百家齐
放的格局，创造出国———学成———归国———
贡献的良性循环。”他建议，按照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让所有的科学工作者在一个透明民主的环境中开
展科研工作，根据其实际能力和研究需要来分配资源，优化科
研工作的合理安排。

葛均波还指出，囿于现实情况，归国科学工作者往往会被
赋予多种社会角色，包括担任行政领导岗位或是参与各种社会
活动。但是，科学家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科学问题，这是引进归国
科学人才的首要目的。“如果将过多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不
作选择地加在科学工作者身上，可能会影响其科研活动。而对
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减少不必要的其他工作，更好地作出
科学贡献，才是真正最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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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是中小学的开学日。很多中小学
生仍对寒假恋恋不舍，但是江苏省扬州市树人
中学的一招现实版“抢红包”，却让该校的学生
迫不及待地投入到新学期。当日，树人中学的学
生意外地收到学校准备的 2800 多个红包。拆开
一个个红包，满满都是爱的内容让学生喜笑颜
开：“高波老师邀请你共进午餐，你定时间！”“平
时周测物理免测一次”等等。

如此别出心裁的校园创意，让人不禁联想
起刚刚结束的春节抢红包大战。连成年人都乐
此不疲的互动游戏应用到校园娱乐活动中，的
确带有其独特的魅力。

在我国现有教育制度下，中小学生肩上担

着沉重的课业压力。同时，千校一面的发小红
花、争印章达人、登大红榜等鼓励措施和校园互
动方式已经让学生司空见惯。学校生活于学生
而言，只是一座高高的书山。

如何“变苦学为乐学”，这次的创意似乎成
为了新时期校园互动和校园文化的一个出口。
在学习中娱乐，在娱乐中学习，校园版红包让学
生在书山题海中收获了一份快乐，既缓解了学
习压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这个点子也让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
系更近了一步。如今，愈发显著的学生早熟和过
度社会化让中小学教师为如何处理师生关系、
如何活跃校园气氛莫可奈何。一个小小的红包

福利为校园生活加了点料，既增进了师生的沟
通互动，也构建了和谐融洽的校园氛围。

但是，此次红包中出现的“凭此券英语听写
允许不过关一次（本月有效）”“凭此券可迟到一
次（本月有效）”等内容也引发了不少为人父母
的担忧。有人担心孩子会因此投机取巧，围着红
包动脑筋影响教学秩序。也有人担心红包变了
味儿，沦为成人社会的特权交易。

笔者认为，一个成熟、完善的教育制度，从
本质上来说，就是促进学生全面成长与健康发
展的活动。因此，学校也应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
展，将校园教育和实践活动与学生现实生活的
各个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我国目前的

学校教育实践却重“教书”、轻“育人”，尤其是在
人性化教育上，仍然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需
求。

因此，不能片面地将校园红包看成以利相
诱的误人子弟，反而应该当作“育人”的契机。在
娱乐的同时，红包的特权福利也可以成为学生
人性、情绪、性格、价值观的“试金石”。加上老师
的诱导，类似的教育实践活动甚至可以成为学
生的人生课堂。更何况，红包上标注的“本月有
效”就是为了限制学生的滥用，不让学生将其当
作免死金牌。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让教育活起来、扎下
去，校园版“抢红包”的确开了个好头。

○主持：张林彭科峰 ○邮箱：lzhang@stimes.cn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近日，清华大学教
授刘冬生团队在 DNA 水凝胶三维打印方面
取得重大进展。相关成果发布于《德国应用
化学》杂志，并于近日被《自然》杂志以研究亮
点形式进行了报道。

水凝胶具有高含水量和类似于细胞外
基质的特点，是三维组织打印和人工器官制
备的首选基材，因此成为化学、材料和生命
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但水凝胶的细胞相容
性、力学强度、通透性等一直是研究中的挑
战性问题。

2009 年，刘冬生小组首次报道了一种
完全基于 DNA 组装的超分子水凝胶，具有
快速的 pH 值响应性、优异的小分子通透
性，较高的力学强度以及不溶涨等特点。在
此基础上，他们又发展了可在生理条件下
成胶，并具有多种可设计响应性的 DNA 超
分子水凝胶。刘冬生小组通过和中科院化
学所李志波等小组合作，发展了一系列基
于 DNA 组装的多肽－DNA 复合超分子水
凝胶体系。

近日，该研究小组和英国瓦特大学等
合作，将系列 DNA 水凝胶材料成功地应用
于活细胞的三维打印。

对此，《自然》杂志评价称，此凝胶有足够
好的强度维持其形状、不塌缩也不溶涨，可以
被特定的 DNA 内切酶迅速解离、共同打印的
活细胞可以保持活性，“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
打印三维组织和人工器官的材料”。

本报深圳 3 月 4 日讯（记者朱汉斌 通
讯员冯春）记者今日从中科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获悉，该院医工所微纳中心吴天
准研究小组成功研制出以水为彩色墨水的
可重复书写纸。相关成果发表于最近出版
的英国皇家化学会期刊———《材料化学杂
志 C》。

这种可重复书写纸的灵感来源于蝴蝶
五彩缤纷的翅膀，而这些五彩缤纷的颜色
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物理结构效应产生
的———光子晶体的布拉格衍射。由于这些
结构是由周期性规整堆积的微纳结构形
成，因而这种斑斓的颜色实际上是一种结
构色，并且这种结构色会由于微纳结构间
距或折射率的改变而呈现不同的颜色。与
染料、颜料不同，这种颜色的显示是源于材
料的物理结构特性，故此颜色显示更加鲜
艳、稳定、持久且无毒，可重复书写的仿生
纸即是基于这种原理。

该小组通过改变光子晶体层中纳米微
球的尺寸，可以使得光子晶体纸随心所欲呈
现出所需要的颜色。这种书写纸使用简易方
便，而作为光子晶体纸的基底也可广泛选
择。此外，该技术还可以用于防伪等领域。

本报讯（记者陆琦）“不断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生产方
式和理念上突破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有效动力，也是我国
制造业在未来全球产业布局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源泉。”3 月 2
日，在北京开幕的第三届中英先进制造业研讨会上，中国工程
院副院长樊代明如是说。

樊代明表示，培育和发展先进制造业，是促进发展方式转
变、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性举措。他希望，中英两国工程院
通过本次研讨会，探索进一步开展合作研究的领域及有效途
径，互通有无、互利合作，在机遇与挑战面前为两国先进制造业
的发展作出贡献。

本届研讨会由中国工程院和英国皇家工程院共同主办。中
国工程院副院长王玉普、樊代明出席开幕式，中国工程院秘书
长钟志华主持开幕式。研讨会上，中英两国院士专家就先进制
造业的发展前景、技术预见、创新政策、智能制造、绿色制造、3D
打印等问题作专题报告。

中英两国工程院在京研讨先进制造，专家指出：

创新使制造业立于不败

校园版“抢红包”：让教育活起来
姻姜天海

3 月 3 日，工人在超量子 LED 灯泡高速自动生产线上安放灯泡盖子。
当日，超量子 LED 照明产品及其高速自动生产线在福建连城发布。超量子 LED 照明产品具有

光效高、寿命长、性价比高、无闪烁、无电磁辐射等特点，其高速自动生产线，可每秒钟生产一个超量
子灯泡。截至目前，超量子技术已获得国际国内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5 项。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DNA水凝胶用于
活细胞三维打印

以水为彩墨的
可重复书写纸问世

葛均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