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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方案正最后冲刺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赞山东高考新政，鼓励各省积极推进

本报北京3月3日讯 (特派记
者 杨凡 刘红杰) “(山东允
许异地高考)与教育部的思路是
一致的，我们鼓励各省结合实
际、积极推进。”3日，在列席全国
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幕式之
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称赞山东
高考新政，并表示高考改革方案
很快出台。

据了解，根据我省高考改革
实施意见，从2014年起，凡在山
东高中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
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就地(所就
学的高中段学校所在地)报名参
加高考，与山东考生享受同等录
取政策。这在全国两会期间成为
焦点话题。

“对山东推行的异地高考新
政怎么看？山东方案能否在全国
推广？”有记者问袁贵仁。

他回答说，“山东此举与我们
思路是一致的，现在我们鼓励各
个省结合实际、积极推进，各个省
一起来努力。”

关于教育部对异地高考的具
体安排和设想，袁贵仁表示，“教育
部鼓励各个省积极推进，但是此事
也需要条件准入，并不是所有人都
能到异地读书，这是不可能的。”袁
贵仁说，一方面是城市的承载能力
问题；第二是家长的条件，需要家
长在当地工作。家长在当地，孩子
到外地读书，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针对北京、上海等优质教育资

源集中的地区推进异地高考存在
难度，袁贵仁也坦诚表示，教育部
鼓励尽快推进，可能有些省市难度
稍微大一点，但是会具体协调。他
同时表示，这一改革已经可以说到
了最后冲刺阶段，方案推出“不用
10年，10个月也不用。”

据了解，今年2月教育部公
布的2012年工作要点已将酝酿
已久的高考改革写入其中，并明
确将制定发布改革方案。有分析
认为，异地高考很可能在高考改
革方案中得到明确。

对于高考改革方案，袁贵仁
表示，方案从去年1月就开始调
研、对接、征求意见，现在已经到
最后一个时期，很快就会出来。

当谈到日前山东省允许异
地高考的新举措时，全国政协委
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眼
前一亮，“我很高兴看到山东省
率先走出这一步，因为农民工子
女应该享受和城市孩子一样受
教育的权利。”朱清时认为，现在
各个城市都应该走出这一步，这
样教育才有可能实现公平。

本报特派记者 王僖 任
志方 李钢 刘志浩

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

山东允许异地高考

有助于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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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长 袁贵仁

“南方科技大学目前有什么
新的进展？”对于众人关心的这个
问题，朱清时告诉记者，南方科技
大学的新校园现在还不大可能投
入使用。

“今年夏天南方科技大学能
否开始招生，还未得到教育部的
正式批准。”不过，朱清时对于这

件事很有信心，“我相信这个问题
很快就会解决。”朱清时透露，今
年南方科技大学要在全国统一招
生最多200人。

“希望今年秋季，南科大能有
新的学生入住。”至于今年要全国
统一招考的新生是否也需要通过
全国高考，朱清时表示，这个问题

需要等向教育部请示完了以后再
说。

2009年底，朱清时成为筹建中
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去年，南科
大自主招收45名新生。今年2月，媒
体报道称南科大已接受广东省“转
正”评估，有望近期迎来教育部评
审，如果成功“转正”，今年将进行

第二期招生。
在南科大的筹建过程中曾出

现教授辞职等“人事危机”，朱清
时的治学理念也一度受到质疑。
对此，朱清时很平淡地解释说，南
科大遭遇的不是“人事危机”，因
为每个大学的筹备都有个起步阶
段。

朱清时介绍，南科大最近半年
来一直在低调招聘师资，“目前已
经招了60位老师，包括48位正、副
教授和助理教授，还在香港和深圳
找了12位高水平的教师来担任客
座、兼职教授。”朱清时说，根据目
前招聘到的60位教师的专业背景，
南科大预想首批组建5个系，6个专
业。

谈到目前南科大面临的最大
难题，朱清时说，“还是‘去行政
化’，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而谈
到目前全国众多高校实行的自主
招生时，朱清时表示，“自主招生
是个探索，没有一开始就完美的
改革。”

“南科大去行政化，非常难解决”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透露，今年最多招200人
本报特派记者 王僖 任志方 李钢 刘志浩

朱清时和他的南方科技

大学，作为高校改革的“试验

田”，在两会上也非常热。3

日，刚过安检门，南方科技大

学校长朱清时就被认出，十

几支话筒和录音笔围拢了过

来。

朱清时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任志方 摄

全国政协委员张承芬：

有的大学老师

课时费仅5元

月薪不足3000元，只有几元
的课时费还被打白条，全国政协
委员、济南大学原副校长张承芬
爆出了一些高校青年教师的待
遇之低。“待遇这么低，青年教师
有的只能出国，有的到民办高校
讲课赚取课时费。”

张承芬有点激动地说，现在
进入高校的教师最起码是博士，
这些年过三十的青年教师，每月
工资只有2800元左右。

“过去引进一个博士解决房
子和对象工作，现在顶多给点科
研启动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张承芬透露，高校青年教师工资
之外的课时费也少得可怜。“有
的高校课时费只有5块钱，有的
高校甚至打白条。”张承芬说，她
就认识几个已经年过四十的青
年教师，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在
外面租房子住。

“要提高高校青年教师的待
遇，这个钱肯定得政府出。”张承
芬说，两会期间，她将联合十几
名委员呼吁此事。

本报特派记者 吉祥
马绍栋

本报北京3月3日讯(特派记
者 李钢 刘志浩 任志方
王僖) 去年本报曾连续报道过
救命药“鱼精蛋白”的缺货危机。

与“鱼精蛋白”类似，我国有许多
廉价药存在短缺问题。为此，九
三学社中央拟提交提案建议，建
廉价特效药储备制度，以防止廉
价药短缺。

提案提供的数据显示，有一
项对国内12个城市42家医院临
床用药情况的调查，医院廉价药
缺口高达342种，其中130种在
10元以下，5元以下的药品占了
69%。由于廉价药大量淡出市场，
一些患者只能望病兴叹，甚至变
得孤立无助。去年9月，全国多个
地区爆发鱼精蛋白短缺事件，许
多心脏病体外循环手术被迫停
止就是一个例子。

为此，提案建议由卫生部、

发改委、药监局和工信部等成立
协调工作组，对目前经常紧缺的
临床必需用药进行调查研究，修
改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此外，要
建立廉价特效药品储备制度，对
于一些临床必需的廉价特效药
品，建议由政府指定药厂生产，
在税收、资金等方面给予厂家一
定的政策倾斜和财政补贴，保障
合理利润。

九三学社中央：

廉价特效药

应建储备制

3月3日下午2点10分，从人
民大会堂东门广场走到大会堂
东门台阶下的几百米距离，陈竺
边开“新闻发布会”边缓慢移动，
走了近20分钟。

3日下午的人民大会堂东门
外广场，增加了比前几年更多的
安保人员，随时提醒记者们“让
出通道”、“后退”或者“请让委员
先走”。

可当陈竺出现在广场上时，
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被记者们蜂
拥而至的包围圈“挤退”，大喊“挤
不过你们，你们来吧！”

“您今年的主要提案是什
么？”记者还是循例先问陈竺的
履职情况。

陈竺笑着说，“我现在主要
任务是办理提案。”

有记者让陈竺总结三年医
改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地方，这
让他叹了口气。

接下来，他加重语气提到了
“不满意”之处。

“我自己觉得不够的，那当
然应该是我们的卫生部门。”他
说，“我们的工作水平有待提高，
但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是队伍

建设，尤其是基层的队伍建设，
哪个层次都缺人。”

他说，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
源也很缺。“说实在的，我们希望
能做到大病不出县，90%以上的大
病要能够在县里解决，县医院的
能力要提升；在基层，全科医生太
少了，我们250万医生，全科医生

大概只有8万人。”
陈竺表示，接下来一年，最

想推动的工作依然是医改。
“今年，8个大病全国都要覆

盖，12个要在三分之一统筹地区
推开。所以如何确保医疗的安全
质量、控制费用，这些是非常重
要的。”陈竺说。

他同时指出，这些事情和公
立医院改革又是联系到一起的，

“公立医院改革以药补医这件事
情，大家也知道政府部门下了最
大的决心，对不对？但是水是蛮
深的。当然，我觉得再困难，最后
也要跨出去。另外，就是基本药
物制度，基层还要进一步完善。”

卫生部部长遭围堵谈医改

陈竺：公立医院改革，水是蛮深的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杨凡 刘红杰

3日下午，陈竺接受记者围堵式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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