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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之声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日前，“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发布
会”在京举行，根据去年媒体公开报道统计，
全年有 202位企业家落马，其中国企企业家
犯罪或涉嫌犯罪的 88例，民营企业家犯罪
或涉嫌犯罪的 111例。企业家落马总数较
2009年的 95位和 2010年的 155位，有明显
上升势头。（1月 15日法制网）

在形形色色的富豪排行榜背后，这样一
组数字让人五味杂陈。我们无意丑化企业家
这个社会群体，一方面，大批企业家成为市
场经济的领军者和弄潮儿，为社会创造了财
富和就业机会，为民生提供了丰裕的物质产
品和服务，应该受到社会尊重；另一方面，具
体到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统计上升的现
象，又颇值得我们从法制与市场的双重环境
去反思。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所谓企业家犯罪和
涉嫌犯罪，多缘于经济问题。据统计，2011
年国企企业家贪腐金额平均每人 3380 万
元，较 2010年平均 957万元有巨幅飙升，其
中光明集团创始人、前董事长冯永明一人贪
污 7.9亿元，让人瞠目结舌。与会专家将企
业家落马归纳为：国企企业家的主要犯罪类
型是贪腐，民营企业家多在融资问题上犯
罪，前者是钱多，后者是没钱。

揆诸市场环境，民企在获取资金、资源上
远不比国企。国企凭借政策和资金资源，在市
场中可以大肆攻城略地，挤压得民企喘不过
气来。由此导致民企铤而走险，赌博一般地去

争取资源和资金。成则光环无数，败则成为阶下囚。
同时，对于钱多的国企监督又明显不够，做大做强了

的国企就难免有人开始作威作福，而且，其超常规的经营
手法，也很容易被民企所效仿，从而互相促动着逾越法制
画出的圈子。

企业家频频落马，事实上反映出目前法制环境与市场
环境的诸多问题，表面上是企业家犯罪，内里却是社会的
隐痛。

在市场经济向纵深层面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
规范市场和完善法制环境，让企业能够健康成长，让企
业家能够守法经营，是一个既关乎民生、又关乎社会的
重要命题。

姻本报记者郑千里潘希
“中央领导殷切希望，中科院要在建设创

新型国家中发挥‘火车头’作用，但我们如果是
和企业需求严重脱节的火车头，一点货物都不
能拉，那只会空费能源，而冒着的浓烟就是所
谓的‘论文’。我们这个‘火车头’必须引领并带
动一大批企业，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轨道
上迅跑。”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樊
建平日前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2006年 9月 22日，由深圳市政府、香港中
文大学、中科院三方签署共建协议，中科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在孕育之初就宣告，要打造
成国际一流的工业技术研究院。
建设迄今 5年多时间，先进院没有辱没

“先进”的称谓，脱离“先进”的轨道，最近本报记
者进行了实地探究寻访。

聚啸山林：千只绵羊不如几头狮子

“实现先进院的愿景，一流人才的领军作

用具有决定性。”樊建平说，只招二流的人才勉
强凑数，即便先进院的规模再大都毫无意义，必
须有几头狮子聚啸山林！

2009年 7月，先进院经中央组织部批准，
成为深圳市唯一一家获批的“千人计划”基地。
肖旭东、罗建、袁一卿、马楠、陈有海、汤晓鸥、须
成忠等相继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外界称樊建
平是“人才猎手”。
先进院招聘的人才中，10个海归选一个，

100个国内毕业的博士选一个。“领军人物＋百
人计划＋青年骨干”，建立起了三层结构的人才
梯队。仅在先进集成技术研究所，就有一位院
士、6位 IEEE Fellow在领军。
为更好把握科研与产业方向，先进院启动

“全球脑库”工程，有 80多位世界一流科学家担
当学术委员会委员，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有
30多位。
须成忠是韦恩州立大学终身正教授，是美

国计算机业内公认最活跃的四位科学家之一。
2011年暑假，须成忠回国做学术交流，只想看
看能在先进院这个平台做些什么。樊建平和他

吃饭聊天，说：“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干脆建云计
算中心，你来这里当主任！”
由于须成忠的欣然加盟，2011年 7月 29

日，先进院的云计算技术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
国际云计算技术研讨会召开。中科院院士陈国
良、历届中国计算机学会海外杰出贡献奖获得
者黄铠、倪明选、张晓东等 16位海内外杰出华
人学者参加，基本上“一网打尽”了世界华裔云
计算和高性能计算的领军人物。

2011年国庆节一过，须成忠就带着先进院
20多位学生，入驻东莞一家宾馆进行封闭式开
发，高效快速地开发出“先进云计算管理及应用
服务系统”。在当年 11月的“中国计算机大会”
上，该系统获得了优秀产品奖，先后有 6家企业
找上门来寻求资本合作。其中一家企业表示：
“你们做得怎样我不管，只要你们愿意做，我就
给你们注资 5000万元！”

三位一体：“计算”的数学公式

先进院建立“三位一体”的创新模式，亦即

科研＋产业＋资本，正在不断完善长期可持续
发展的机制。
先进院联手国内知名金融机构，成立中

科道富、中科大生等投资基金平台，支撑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成立面向工程技术
解决方案的工程中心；2009年成立中科院深
圳育成中心，已逐步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孵化平台。育成中心专注于机器人、新能源与
新材料、云计算与物联网、生物医药与健康工
程四大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从孵化
企业，到帮助被孵化企业完善治理结构、提供
管理及市场咨询等入手，形成科研成果与资
本的双向正循环机制，目前已孵化和创建了
60家高新技术企业。 （下转 2版）

姻本报记者 龙九尊 摄影报道
近日，距离渤海不到 20公里的河北省

海兴县小山乡山西洼，空旷的田地里寒气逼
人。走在田垄上，刘小京希望天气能更冷些。
天冷，冰会结得更快，活儿会干得更顺利。
“这块地棉花亩产可以达到 240 公斤，

甜菜可达 1万斤。”这是刘小京“出活”的地
方。在这片荒芜的重盐碱地里，他使棉花、油
葵等作物顺利成长，而且收成不错。
我们脚下就是一块试验地。地里留着棉

花秸秆，其腰身以下
的地方被厚厚的冰层
盖得严严实实。不远
的地方，两三个农民
把水从地下抽出，浇
到地里。
“这里过去不长

草，现在都能长棉花
了，农民特别认。”一
位当地村民告诉《中
国科学报》记者。
这一切，归功于

刘小京发明的“咸水
结冰”盐碱地治理新
方法。他现在是中科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农业资源

研究中心研究员、中科院南皮生态农业试
验站站长。
刘小京的研究兴趣是缺水盐渍区水土

资源的高效利用。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在
办公室里，他琢磨得最多的是，在淡水资源
极度缺乏的环渤海区，怎么把大片的盐碱地
利用起来。
以往盐碱地治理的经验主要是灌排措

施为主的水利工程措施，通过强灌强排、抽
取地下水降低地下水位，以淡水洗盐，使土
壤脱盐。但该区域海拔高度才 1米多，地下

水位水深也有 1 米多，而且地下水都是
10g/L以上的咸水。地下水位下降不了，也没
有淡水，怎么办？
刘小京苦苦寻找突破口。
2005年，在讨论北京师范大学等进行海

冰资源的淡化研究时，刘小京突然得到了灵
感：充分利用该区域咸水资源和土壤水盐季
节变化规律，采取冬季咸水结冰灌溉改良滨
海重盐碱地。
“如果温度足够低，咸水也可以结冰。融

化时，高浓度的冰先融化、入渗，后融化的微
咸水和淡水起到洗盐的作用，使土壤表层脱
盐。到春季时，再覆上地膜，防止土壤蒸发返
盐。”刘小京说，经过这样整理后，地里就可
以种植作物了。
在刘小京的方案中，不再考虑地下水位

问题，而是季节性调控土壤中的盐含量，让
土壤“根层脱盐、能长作物就行了”。

2006年，刘小京来到海兴县小山乡山西
洼。山西洼属重盐碱地，土壤含盐量最高达
2%，地下咸水咸度在 9～12g/L之间。
在这里，刘小京带着团队挖井、建排水

管道、排水沟、灌溉、等待结冰、播种、观察、
记录数据……一场用咸水浇灌、以盐治盐的
盐碱地治理试验开始了。
“当年就这块地，棉花亩产达到了 200

公斤左右，高的能达到 250公斤。”走过一块
棉花试验地时，刘小京说。

沿着棉花田边行走，我们发现，在田边
的斜坡中，每隔 10米左右，就有一把芦苇秆
子从 60公分深左右的地下横出。刘小京解
释，这些芦苇相当于排水暗管，融冰时可以
把咸水排出，让根层脱盐。

在这块近 600多亩的试验地里绕了一
大圈，看到的是划分为大大小小的试验田。
分别试种棉花、小麦、油葵、甜菜、甜高粱、枸
杞、柽柳、草坪草、牧草等 100多种植物。

和盐碱地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刘小京形
成了一个思路：适盐用盐、以盐治盐。“能长
什么就种什么，但要有经济效益，把盐碱地
用起来；没有淡水，但有 40亿立方米咸水，
通过咸水结冰灌溉，以盐治盐。”
刘小京课题组的巨兆强博士从 2010年开

始跟着刘小京干科研，三天两头蹲在地里，他
笑着说，他就是要“榨取刘老师的胜利果实”。
中科院院士李振声非常看重这一方法，

他希望通过这一方法能为“渤海粮仓”———
环渤海中低产田增粮 100亿斤的构想提供
支撑。
目前，该技术在海兴的滨海盐碱地上已

应用 3年，效果不错。刘小京希望，国家能增
加该技术应用和推广的投入，尽快使这项技
术应用到滨海盐碱地的改良上来。

姻本报记者潘锋
“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中，

中国慢性病（慢病）病例数的预测结果令人
担忧，但这个报告中预测的数字，实际上已
远远落后于中国慢病‘井喷’的数字了。”
卫生部部长、中科院院士陈竺在日前举

行的“2011中国慢性病防控论坛暨中国健
康促进联盟成立大会”上，用“井喷”向与会
者描述中国慢病防控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发病进入高增长状态

慢病主要指以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
冠心病、脑卒中等）、糖尿病、恶性肿瘤、慢性
阻塞性肺部疾病（慢性气管炎、肺气肿等）、
精神异常和精神病等为代表的一组疾病，其
具有病程长、病因复杂、健康损害和社会危
害严重等特点。
慢病的危害主要是造成脑、心、肾等重

要脏器的损害，易造成伤残，影响劳动能力
和生活质量，且医疗费用极其昂贵，增加了
社会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陈竺说，社会因素对慢病有重大影响，

工业化、快速城镇化、快速老龄化带来生活
方式的快速转变，在中国显得尤为突出。人
类社会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
样，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深刻的社
会转型。而人口模式和流行病学模式的转
变，造成了心脏疾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等
慢病发病率、死亡率的明显增加。
慢病还造成了沉重的疾病负担。慢病在

疾病负担中所占的比重已达 69%，远超传染
病和其他伤害所造成的疾病负担。不论是心
肌梗死还是脑出血，或是常见的肿瘤，其治
疗费用都明显超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即使对城镇居民来说，负担也非常重。
世界银行发出警示：“慢病在中国已进入高增长状态。”

制定符合国情的防控策略

2011年 9月，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关于预防和控制非
传染性疾病问题的高级别会议”并通过了政治宣言。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敦促各国：“我们应抓住 9月份在纽约举行的首脑
会议这一契机，促成一项国际承诺，即把非传染性疾病摆到发
展议程上应有的重要位置。”
陈竺介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慢病防控工作。“十二五”规

划中首次将人均期望寿命增长 1岁列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
核心指标，而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为慢病防控提供了政
策和资源支持。
他指出，应对慢病“井喷”态势，机遇大于挑战，关键是要

制定符合国情的慢病防控的策略。这一策略应由政府主导，动
员全社会各方面参与，创建健康城市，建立慢病综合防治的示
范区和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等。
虽然近年来在慢病防控上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陈竺

表示，我国慢病防控还面临着相当的困难。在一些地区还存在
政府重视不够的问题，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行动，防治经费严
重不足、卫生资源配置不均、防控体系不完善、信息系统有待
健全……慢病防治效果和其他国家比也还存在巨大差距。
眼下，我国 18岁以上居民慢性疾病危险因素的情况非常

令人担忧，男性每日吸烟率达47%，家庭人均每天食盐摄入量
超过世卫组织倡导 5克标准的比例达到 80%，经常参加锻炼的
居民比例只有 12%。
陈竺强调，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慢病都给

公共健康、经济发展带来了现实影响。
他指出，慢病危险因素涉及生活环境、食品供应、城市规

划等多个方面，需加强领导，将慢病作为优先领域，动员各级
政府部门共同履行和承担慢病防控责任，加强对全人群的慢
病危险因素的干预，重视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各类因素对生
活方式的影响，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改善人群膳食，鼓励
健康生活方式，增加身体的活动，加强卫生体系建设，广泛发
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到慢病防控工作中来。

本报讯（记者张楠）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了解到，
我国新一代“人造太阳”实验装置 EAST中性束注入系统（NBI）
测试台近日在进行大功率离子束引出实验过程中，首次成功获
得兆瓦级强流离子束。

负责这项研究工作的研究员胡纯栋介绍，EAST 中性束注
入系统（NBI）测试台在实验过程中，成功获得束能量 50 千伏，
束流 22 安培，束脉宽 106 毫秒的引出束流，离子束功率达到
1.1兆瓦。测试结果圆满达到了 ESAT-NBI兆瓦级强流离子源
研制的阶段性计划目标。

这表明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兆瓦级强流离子源以及大
功率中性束注入器实验装置，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性
实验成果。

据介绍，“EAST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辅助加热系统”
是“十二五”大科学工程，2010年 7月正式立项。其主要包括低
杂波电流驱动系统、中性束注入系统这两大系统。中性束注入

系统广泛涉及等离子体物理、强流离子束、精密机械制造、高真
空、低温制冷以及辐射防护等多学科技术领域。

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 NBI工程团队的科研人员在近半
年的时间里，夜以继日地对基于 NBI综合测试平台的强流离子
源装置进行放电测试、老化锻炼、子系统联调等逐项实验，在首
先获得离子源 100秒长脉冲等离子体放电的基础上，终于首次
达到了兆瓦级强流离子束研制的阶段性计划目标。

胡纯栋介绍，此次实验结果将为下一阶段长脉冲高能量的离
子束调试打下坚实基础，并为 EAST辅助加热系统最终目标———
2～4兆瓦中性束注入系统的研制提供强有力的可靠支持。

中国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的参与国之一。
EAST是由中国独立设计制造的世界首个全超导核聚变实验装置，
2007年 3月通过国家验收，并在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处于国际领
先地位的实验成果。其科学目标是为 ITER计划和中国未来独立
设计建设运行核聚变堆奠定坚实的科学和技术基础。

“人造太阳”首获兆瓦级强流离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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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车头冶在引领中迅跑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展纪实

盐碱地也有春天

据新华社电（记者刘紫凌、冯国栋）记者从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公司负责开发的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工地获悉，1
月 员源日下午，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首台 愿园万千瓦水轮
发电机组上机架在向家坝水电站右岸地下厂房顺利吊装
就位，预计今年并网发电。

承担向家坝水电站机电设备安装与调试工程的水电四
局向家坝机电安装工程项目部负责人介绍说，向家坝水电
站 员号机上机架主要由 员个中心体和 圆园条径向支臂组成，
直径约 圆圆援远米，起吊重量达 员缘远吨。为保证上机架的安装质
量，安装单位组织施工人员进行了技术攻关。经业主、监理
和厂家共同整体验收，上机架组装各项指标符合设计要求。

向家坝水电站位于四川和云南交界处，地处水能丰
富的金沙江，由国家授权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开发。
电站计划安装 愿台 愿园万千瓦发电机组，单机容量超过了
三峡 苑园 万千瓦机组，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水轮
发电机组。机组全部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将达到 猿园苑
亿千瓦时。

向家坝电站
预计今年发电

本报讯（记者黄辛）记者近日获悉，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所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新一代多功能核探针信号探测与数据获
取系统。项目组负责人李晓林介绍，“该系统具有全元素分析、三维成像和微器件制作等三大功能”，可在中科院核分析技术重
点实验室的扫描核探针上，同时开展微束质子激发 X射线荧光分析、卢瑟福背散射、质子激发伽马射线分析、弹性反冲分析和
扫描透射离子显微成像等分析以及质子束刻写微器件加工。

他们研制了 4LB-I多站多参量数据采集与束流扫描系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解决了扫描核探针多站多参量数据采集与
束流扫描这一关键核心系统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问题。

新一代核探针信号探测系统研制成功

村民为盐碱地上的棉花浇灌咸水。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