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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面源污染需加快转方式
广 原

除面源污染需加快转方式
广 原

““ 摆 设摆 设 ””

对于春耕时节的黑龙江省双城韩甸镇的村民来说，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能给地浇上

水。虽然村子紧靠拉林河，却因缺乏灌溉设施，只能眼瞅着河水干着急；投入巨资建

设的117口抗旱井也派不上用场。近年来，我国建设的大水利工程质量和效益虽然

不错，但通往农田的支渠、毛渠等小水利却问题多多，陷入“重建轻管”的困局。各

级地方政府、水利主管部门以及县、乡、村必须采取措施破解困局，让这些花费了巨

额资金建设的水利工程派得上用场，发挥好作用。 （时 锋）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

画，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本版编辑 牛 瑾 马洪超

公车拍卖不怕降温就怕不“公”
冯海宁

近日，中央公车拍卖第八场“落

槌”，溢价率为 60.57%。这是继第七场

公车拍卖溢价率跌至 51%之后，溢价率

再次跌破 70%。

与最初几场公车拍卖高关注率、高

参与率和高溢价率不同，最近两场公车

拍卖确实降温不少，甚至还出现“流

拍”的现象。其实，“降温”是好事。

很多公车成交价格远远高于二手车市场

行情，让竞拍者付出了更高的成本；公

车拍卖降温，是向合理价格的回归。

除了关注公车拍卖降温，人们更关

注的是其中的“公平”问题。其一，评

估价格要公平合理，只有这样，成功拍

卖的公车才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其

二，拍卖过程要充分公开，只有充分说明

公车的各种优缺点，才能让竞买者理性

竞拍，不用付出过高成本。其三，成交价

格要公平合理，应当是经过公平公开的

竞争、实现政府与竞买者“双赢”的价格。

人们之所以担心公车拍卖出现不

“公”，是因为过去地方公车拍卖中出现

过内部定向拍卖等问题，造成国有资产

流失；也因为公车拍卖是一个比较长的

过程，涉及评估、拍卖等诸多环节，容

易出现不“公”。从实际情况看，中央

公车拍卖总体情况较好，无论是公开招

标拍卖公司、车辆评估机构，还是纪检

审计全程监督都十分规范，应当成为地

方公车拍卖的范本。

朱慧卿朱慧卿作作

近日，一篇“月入八千在北京怎么活”的帖
子在网上疯传，扣除“五险一金”、租房、吃
饭、人情往来、孝敬父母等之后，8000 元的工
资只剩下 384.9 元。是继续坚守北上广的梦想，
还是享受回老家的安逸，引发网友热议。

@ 薄 荷 味 DoNuT： 每 一 种 选 择 都 值 得 尊

重，毕竟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其实，有没

有 追 求 、 肯 不 肯 努 力 并 不 取 决 于 你 在 哪 个

城市。

@一只猫的一身：每个人都有梦，回老家

不代表一定有安逸的生活，只是有些人太过留恋

大都市的喧闹与繁华了。

@茫茫中慢行：不管选择在哪里工作，只

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就好！

北上广，逃离还是坚守北上广北上广，，逃离还是坚守逃离还是坚守

整容整形事故频发整容整形事故频发

据统计，我国因整容整形导致毁容毁形的投
诉平均每年近两万起，10 年间已有近 20 万张脸
被毁；国人赴韩国整容事故纠纷每年也以 10%
至 15%的幅度增加。

@文正微博 530：自然美才是真正的美，再

整也整不出自然美。

@想变成一条鱼的狮子：爱美之心人皆有

之！不是说整形不好，而是有些整容机构不规

范。所以，不要盲目追求韩国整形，而是要找正

规机构。

@ 易 我 为 荣 ： 整 容 的 目 的 说 到 底 是 为 了

改变外表和气质，尽管现代社会的确存在靠

脸吃饭的现象，但内心的强大与能力的绽放

才是真正的美丽！

专利申请不能“以数量论英雄”
吴学安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公布了 2014 年国际专利申请数量统计。

统计结果显示，美国和日本的专利申请

量位居前两位，中国专利申请量排名第

三，申请量增加了 18.7%。

不可否认，我国近年来在专利领域

已取得显著成果，专利在推动科技创

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然而，如何实现“量变”到“质

变”、让纸上的专利加速转化为现实的生

产力，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

创造能力不足、保护程度与社会期待仍

有差距、知识产权运用水平亟待提高

等。汤姆森公司 2013 年全球创新报告列

举了亚太地区 12 个最重要产业领域的发

明专利申请，我国企业在各行业普遍处

于中低水平。这说明我国是一个专利大

国，但还远远不是一个专利强国。我国

专 利 技 术 的 应 用 商 品 化 率 目 前 不 足

20%，美国、欧盟均已接近 40%，我国企

业在获取专利后需要做更多实施和效益

方面的功课。

在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

专利中，最能体现创新能力的是发明

专利。以浙江省为例，2013 年全省专

利 授 权 量 达 20.23 万 件 ， 居 全 国 第 二

位，发明专利授权量却只有 1.11 万件，

仅占 6%左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

为专利申请的重要主体，中小企业产

业层次不高、创新动力不足，不少企

业 仍 处 于 产 业 链 的 低 端 ； 另 一 方 面 ，

多数传统产业秉承“专业市场+工厂”

的 经 营 模 式 ， 产 业 集 群 特 征 比 较 明

显，真正拥有核心专利技术的企业比

重却仍然很低。

从专利大国到专利强国，我国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比 如 ， 关 于 专 利 转 化 率 不 高 的 问

题，一是因为申请专利质量不高，即

专 利 本 身 大 规 模 产 业 化 的 可 能 性 较

低；二是与研发资金缺乏、利益分配

机制不顺相关。根据规定，公立高校

的专利是国有无形资产，对外转让要

向有关部门备案，如果金额较高还需

审批，审批流程较长。同时，专利转

让前需要进行价值评估，我国缺乏权

威的评估机构。评估价过高，企业不

接受，专利价值无法实现；评估价低

了 ， 又 可 能 造 成 国 有 资 产 流 失 。 此

外，当前对科研人员的股权激励还没

有 政 策 依 据 ， 个 体 利 益 得 不 到 体 现 ，

影响了科研人员进行专利实施、转化

的积极性，这些问题都需要逐步加以

解决。

我国是专利大国，却绝

非专利强国。要想让纸上的

专利加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

力，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

决，比如创造能力不足、保

护程度与社会期待仍有差

距、知识产权运用水平亟待

提高等

多年来，农药和化肥的应用在保证我国粮食丰产、

蔬果充足供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数据显

示，从 1979 年至 2013 年的 35 年间，我国化肥用量由

1086 万吨增加到 5912 万吨，年均增长 5.2%，农药产销

量也是大幅增长。而且，由于相对分散，一些农户在种

植过程中，为追求产量，对粮食和瓜菜滥施农药，甚至

使用被国家明文规定所禁止的农药，对农产品安全、土

壤安全、水资源安全等造成危害，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对此，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全

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化肥农药施用

量零增长。

对农药化肥的使用，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一

方面，作为重要的科技进步成果，农药化肥的适度适

量使用，并不是不可以，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

口大国来说，要想保证粮食安全和蔬菜充足供应，化

肥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积极引

导，加强部门监管，使农户能够科学施肥、合理打

药，特别是要严格把控农产品市场入口，加大农资打

假工作的力度。

更深一步看，滥施化肥农药，与此前农作物种植过

于分散有一定关系。由于不成规模，一家一户的种植，

或者没有品牌方面的长远考虑，很多种植户并没有对合

理施肥、科学用药给予足够重视。因此，必须加快农业

转方式、调结构的步伐，在稳定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支

持种养大户、家庭农牧场、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

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发挥

规模效益，注重品牌引导，更好地从种植源头管住滥施

化肥农药的问题。

近日，河南濮阳一记者暗访某派出所户籍
室，发现一便装女工作人员不时与男童嬉戏，一
位女民警边接电话边吃零食。目前，涉事民警已
被停职。

@苏小苏是个阳光的人：这种人很多，尤

其是基层，官儿不大，架子挺大。曝光了、处理

了，也可以让其他基层单位的人员看到，从中吸

取教训，我相信这种情况会有好转的。

@ 湛 蓝 天 空 ： 如 果 不 是 记 者 曝 光 ， 百 姓

投诉的力量是很小的，所以，建立有效的投

诉机制才是王道。

民警态度不端遭停职民警态度不端遭停职

协会要尽快脱离“红顶”回归本质
刘义杰

有媒体报道，北京市民政局今年将

进行“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试点，并力争在 2 年内全部完成 147 家

行业商会、协会、联合会与行政机关脱

钩工作。

行业协会商会的本职工作，应该是

制定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维护本

行业的良好形象和企业权益。但目前，

少数行业协会商会与党政机关，尤其是

业务主管单位在人财物上混杂不分，造

成行政资源流失，有的甚至“戴市场的

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

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

因此，必须消除行业协会乱象，让其回

归本职工作，加快去行政化的过程。

我国早在 2007 年就出台了相关意

见，明确规定官员禁止在协会兼职，行

业协会应逐渐脱离“红顶协会”，向民

间自治社团组织转变。要将这些要求落

到实处，必须在行政职能、人员管理、

财务资产、党建、外事管理服务等方面

与“官办”脱离关系。换句话说，行业

协会要用专业的人才、专业的队伍、专

业的管理、专业化的服务维护本行业的

良好形象和企业权益，树立起良好的社

会形象。

环保部数据显示，“史上最严”的新

环保法实施的前两个月，全国实施按日

计罚数额达到 1238 万元。特别是，2 月

份较 1 月份适用按日连续处罚案件数上

升 60% ， 移 送 行 政 拘 留 案 件 数 上 升

115%，环保执法力度日益加大。但与此

同时，污染偷排偷放事件仍有发生，环

保执法遇阻、环境公益诉讼案不被受理

等现象仍然存在。

可以说，从法律规定上看，新环保

法“史上最严”实至名归。从 1989 年实

施到 2014 年完成修改，历经 25 年，其间

法律修改跨越两届全国人大，并经 4 次

审议、两次公开征求意见，在部门法中

实属罕见。经过大手术的新环保法只一

字不动地保留了原法的两条规定，其余

68 条或重新制定或重新修订。按日计

罚、违法排污治安拘留以及查封、扣

押，限制生产、停产等规定同时出现在

新环保法中，凸显新环保法“史上最

严”的特质。社会公众期望通过这部史

上最严格的法律的实施，换回蓝天、碧

水和洁净的大地。

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新环保

法赋予环保部门更多权力，但即使是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也不讳言，执

法 弱 使 大 量 环 保 法 律 法 规 得 不 到 遵

循 ， 是 当 前 的 突 出 问 题 。 过 去 很 多

年，环保部门执法权有限，缺少执法

经验，加之，环保执法对专业知识要

求高，特别是在基层，环境专业出身

的环保执法人员更是匮乏。目前，我

国 各 区 县 环 保 部 门 监 察 大 队 的 人 数 ，

从几人到几百人不等，监察力度、执

行效率参差不齐。一些地方的环境监

察大队人数仅为个位数，却需要管理

全县上千家企业。提高执法队伍能力

素质，是新环保法落地的关键。

当然，新环保法实施中的模糊地

带，也需要进一步厘清。比如，新环保

法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

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一些地方目前

刚刚开始试点将环境保护纳入干部政绩

考核，包括进行干部离任环保审计或者

在经济审计中纳入环保内容，进一步完

善尚需时日。再如，新环保法规定，由

其自身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职责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当

引咎辞职。但是，却没有规定如果相

关 责 任 人 不 引 咎 辞 职 ， 该 如 何 处 理 ；

如果责任人所在单位不让责任人引咎

辞职，又该如何处理；公众、社会组

织及被侵权人有何救济途径。一系列

事关引咎辞职制度顺畅实施与否的细

节 ， 尚 待 明 确 。 新 环 保 法 不 是 棉 花

棒，是杀手锏。用好杀手锏，更需要

智慧与行动。

新环保法的贯彻执行，最根本的是

要摆正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当前，我国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生态环境保护也

出现了一些新特征，特别是在处理环境

与经济关系、探索环境保护新路上，强

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需要全社会牢固树立起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

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

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但是，当

前，仍有官员对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态度

不鲜明，对严格环境执法心存顾虑，甚

至对当地 GDP 贡献较大的污染行业、企

业纵容或迁就；仍有执法人员担心环境

执法太严会影响经济发展，面对排污企

业腰不硬、气不顺、被动作为；仍有企

业排污不治污，以龙头企业、纳税大

户、就业功臣自居，对问题敷衍塞责。

可以说，让全社会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换取经济发展的落后思维，与新环保

法落地互为表里，任重道远。

新环保法从立法到落实并非是一个

简单的过程，也不是环保部一家的事

情，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公众顽强而

持久地用力。

新环保法的贯彻执行，最根本的是要摆正发展与环境的关系，需要全社会牢固树立起保护生态

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

碳发展，更加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公众顽强而持久地用力

新环保法落地需持久用力
洪 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