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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别再再给给大大学学““单单向向批批发发学学生生””了了
人大代表张志勇建议，高考应多投多录、双向选择

本报北京3月3日讯 (特派记者
乔显佳 ) 针对社会上不断发生

的伤医事件，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中
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毕宏生
教授提出，医院不能把解决问题的
希望放在私下沟通上，医患双方应
在法律平台上对话解决。

毕宏生表示，通过调查发现，绝
大部分医患纠纷并非医疗事故和差
错引起，主要是医患沟通不畅，对医
学缺乏客观认识以及患者不切实际
的期望没实现后心理失衡所致。在
处理这些案件时，应严格按照医患
纠纷的法律程序办理，伤害案件应
严格按照刑事犯罪的程序和适用法
律办理，不能把刑事案件归为医疗
纠纷；患者及其家属不能以不满意
治疗效果为由对医务人员实施恶意
伤害，任意践踏法律。“这样才符合
法治社会的精神。”

毕宏生建议，要把一般纠纷和矛
盾与违法乱纪案件区别开来，案件发
生后，司法部门要积极介入，通过一
个个案例树立人们的守法意识。

本报北京3月3日讯 (特派记者
乔显佳 ) 因为对议案反馈效果

不太满意，全国人大代表、聊城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农工党聊城市委
主委孙菁今年将第五次提出议案，
呼吁国家采取有力措施，将京杭大
运河重新疏浚、通航。

孙菁介绍，在明清时期，大运河
的漕运非常发达，由此带动沿河一
大批城市的崛起，成就一个个商贸
兴隆的商业重镇。而上世纪70年代
初，这段大运河断流。

5年前，山东代表团一些了解运
河的全国人大代表通过全国两会，
联名提出议案，要求采取措施逐步
恢复大运河通航，孙菁附议。最近两
年，她改为“领衔”。5年间，孙菁不断
到运河遗产段调研，深刻认识到这
是一项世界级的水利、交通工程。

水利专家告诉孙菁，一旦大运
河实现全程通航，将创造不可估量
的水运、生态、景观等多方面的价
值，实现“全线皆活”。

孙菁说，当下的大运河遗产保
护面临城乡规划建设的压力，居民
建房、城市建设等活动不断挤占大
运河河道。“如果现在不通航，今后
成本将更巨大。”

本报北京3月3日讯 (特派
记者 乔显佳) “当下的职称
考试与岗位要求不匹配，只重
视与工资收入挂钩，不是反映
个人能力水平。”3日，全国人大
代表、德州市政协副主席马传
先提起职称改革，有一肚子话
要说。

马传先说，国家实施职称
政策，初衷是鼓励人才不断提

高专业技术水准，但在现实中，
职称被挂钩于职务、工龄以及
工资待遇等，背离了设置职称
考试的初衷。

另外，职称考试试题雷同
化，无论是在中央、省级单位工
作的人，还是在县乡基层单位工
作的人，都要考英语和计算机。

“你说乡镇卫生院的医生，
花那么多精力考职称英语，对

实际工作有什么用？”马传先
说，职称考试内容搞“一刀切”，
逼着考试者写论文，自己花钱
找刊物发表，实际上刊发后根
本没有人看。马传先说，在实际
工作中，有的岗位要求有一定
的创造性，科研能力过关，而在
很多基层岗位，则强调技术的
运用，具体到职称考试测试的
方面就应该有区别。

中央、省级单位高职称岗
位数量多，但基层的高职称岗
位少让马传先觉得不正常，他
说，乡镇甚至县级几乎没有“研
究员”，造成基层工作人才能力
强、职称低现象，不利于有用人
才到基层创业。“能不能设立

‘技术推广’职称岗位，在层次
上与中央、省和地级市所设的
研究员相当。”

在今年2月20日召开的
全省教育工作会上，省教育
厅提到根据国家高考改革
的总体方案和具体要求，结
合山东实际，2014年出台山
东省高考改革方案，充分发
挥高考招生改革对素质教
育的积极引导作用。

“这一方案尚未出台，所
以不便评价。”张志勇表示，不
过，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高考
改革的要求中能做出一个基

本判断，那就是探索实行“招
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
试多次选择”、“普通高校基于
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机制”等。

“在我看来，这次高考改
革是继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
最具有革命意义的一次改
革。”张志勇说，这次改革的核
心在于招生制度的改革，能够
真正突破“一考定终身”。

“这次高考改革，我认为
是继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
最具有革命意义的一次改
革。”3日，全国人大代表、山
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十八

届三中全会对高考改革的说法，核心在于招生制度改
革，这次改革能够赋予高校和学生更多的自主权。

人大代表毕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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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议案

一连提了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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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校在招生时并没
有太多的自主权，基本上是省
级招生考试部门按照最低录取
线不断地向学校输送学生，这
一做法，张志勇形象地描述为

“单向批发学生”，这样很容易
出现教育畸形问题，比如“我上
某所高校，不是因为我对某所
高校的某个专业感兴趣，而是
因为我的分数够了”。

张志勇希望，经过这次改
革之后，能够建立“多投多录，
双向选择”的录取模式：一个

学生可以向多所学校投送自
己的入学申请，也可以拿到多
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他可
以自主选择最喜欢的学校和
专业。

张志勇表示，这样的做法
将会带来两个好处：一是对孩
子兴趣的培养有了制度的保
障，确保学生选择的专业、学
校和自己兴趣相匹配；二是激
发高校改革活力，促进办学质
量的竞争，高校办学特色和品
牌意识会大幅度提高。

高考改革核心在于打破“一考定终身”

乡乡镇镇医医生生考考职职称称英英语语有有啥啥用用
人大代表马传先认为，当下职称考试一刀切太死板

双向选择激发高校改革活力

张志勇认为，对于这次高
考改革，很多人关注的是考试
科目的改革，其实是整个招生
制度的大变革。

按照山东省教育厅2014
年工作要点，夏季高考科目将
进行优化，同时还要制定多元
录取的模式。张志勇表示，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将成为
高考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重
要参考，“要保证学考的公平
公正，必须将学考上升为国家
考试。”

张志勇分析，目前，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由各省单独组
织，以山东省为例，在一共14
个考试科目中，考试成绩也有
多种表达形式，有的用ABCD
这样的等级，有的用合格来表
达，在考试的组织实施过程中，
通常也不如高考那样严格。如
果把学考成绩当做高考录取重
要的参考标准，那就需要完善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将其
上升为国家考试，真正做到公
平、公正、客观、可用。

建议高中学考上升为国家考试

3日，张志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问：大家普遍关注的新一代
运载火箭长征五号、长征七号目
前状况如何？

梁小虹：长征五号、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是我国新一代大、中型
运载火箭中的“主力军”，将分别执
行探月工程三期、载人航天空间
站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任务。

目前，长征五号、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发射平台在海南发射
场进行组装调试，该发射平台已
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正恭迎两
型火箭“披挂上阵”。

2014年长征五号将完成以
全箭模态试验、芯一级动力系统
试车、直径5 . 2米、长度20 . 5米整
流罩分离试验为代表的大型地
面试验，开展火箭生产、总装和
测试。其中，全箭模态试验是我

国运载火箭有史以来最为复杂
的试验项目之一，无论是产品配
套、状态设计，还是数据采集通
道，其规模均为亚洲之最。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今年将
完成首次发射场合练。今年转入
飞行发射准备阶段，年底将完成
首次发射场合练，全面考核新火
箭、新飞船、新发射场等各大系
统的匹配协调关系，为2015年首
飞和载人航天空间站任务的顺
利推进奠定基础。

问：长征火箭可以算是我们
的“功勋火箭”，和航天强国相
比，差距在哪？

梁小虹：虽然长征火箭近年
来屡建功勋，但我特别强调，我
们要看到差距，不能陶醉在过去
的成就上。

首先我们的运载能力与国
际主流水平仍有差距。大中型运
载火箭都基本实现了运载能力
升级：美国、俄罗斯、欧洲的近地
轨道运载能力都达到了20吨以
上，日本也超过了15吨；地球同
步轨道运载能力，美国达到了13
吨，欧洲达到了12吨，俄罗斯超
过了6吨，日本也达到了8吨；我
国现役运载火箭近地轨道的运
载能力覆盖0 . 3吨—9 . 5吨，地球
同步轨道运载能力覆盖1 . 5吨—
5 . 5吨。我国将通过新一代运载
火箭的研制，将近地轨道的运载
能力提升到25吨，地球同步轨道
运载能力提升到14吨，与国外主
流运载火箭的水平持平。

目前世界航天强国都已经着
手开展重型运载火箭的研制：2010

年10月，美国明确提出要加快新型
重型运载火箭的研制；2013年底，
俄罗斯联邦航天局计划开始研制
重型运载火箭，方案中规划的运
载能力从16 . 6吨到130吨。我国在
2011年也制定了重型运载火箭的
方案，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为100
吨，通过现有模块的重组可以达
到125吨—130吨。

其次，运载火箭的任务适应
性还不够。当前，世界航天大国
都在分阶段、有步骤开展原有运
载火箭的更新换代，积极研制满
足未来需求的新型运载火箭。我
国现役火箭的升级换代需尽早
提上日程，新一代运载火箭还需
进一步实现系列化。

三是运载火箭的工业化仍
有一定的差距。 据新华社

政协委员、航天专家梁小虹：

我我国国运运载载火火箭箭技技术术仍仍落落后后于于美美欧欧日日
运载火箭是一个国家

开展宇航活动的基础，其技
术是衡量一个国家空天活
动能力的重要标志。近年
来，我国载人航天、探月工
程屡建功勋，但与美俄等发
达国家相比，长征火箭仍存
在差距。这种差距体现在何
处？今后将面临怎样的国际
竞争？我国还要研制什么样
的火箭才能赶上航天强国？
记者3日专访了全国政协委
员、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
梁小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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