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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星灿烂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6日电 （记者操秀
英）记者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获悉，经李

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全国

基 础 测 绘 中 长 期 规 划 纲 要（2015—2030

年）》，明确了 2015—2030年全国基础测绘的

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规划纲要》明确，到 2020 年，建立起高

效协调的基础测绘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

成以基础地理信息获取立体化实时化、处理

自动化智能化、服务网络化社会化为特征的

信息化测绘体系，全面建成结构完整、功能

完备的数字地理空间框架；到 2030 年，基本

形成以新型基础测绘、地理国情监测、应急

测绘为核心的完整测绘地理信息服务链条，

具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多层次、全方位服

务的能力。

《规划纲要》确定了 2015—2030 年全国

基础测绘发展的中长期主要任务。到 2020

年的中期任务，一是现代化测绘基准和卫

星测绘应用体系建设，包括形成覆盖我国

全部陆海国土，大地、高程和重力控制网三

网结合的现代化高精度测绘基准体系及提

升卫星测绘服务能力等；二是基础地理信

息资源建设与更新，包括数字地理空间框

架、重点地区基础测绘、全球地理信息资源

建设等；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地理信息

数据获取技术装备、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天地图”建设等；四是地理信息公

共服务，包括地理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地理

国情监测业务工作体系、应急测绘等；五是

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创新和标准化建设，包

括测绘地理信息自主创新体系和标准体

系、智慧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和时空信息平

台建设等。到 2030 年的长期任务，主要是

推进测绘基准体系现代化改造，加快对覆

盖我国海洋国土乃至全球的基础地理信息

资源获取，持续推进基础测绘创新，建立卫

星测绘应用链条和业务运行体系，提升基

础测绘公共服务能力等。

全国基础测绘中长期发展目标和任务确定

“宝贝，原谅爸爸今天不能陪你过节，等高考结束再

陪你好好玩。”高三老师黄鸿儿童节那天在 QQ 空间里

这样写道。

任教于安徽省某县的一所省重点高中的黄鸿说，春

节过后他就没有好好陪过女儿，因为要备战高考。

随着高考的临近，备战的范围扩大到学校外。各

部门的关爱措施、街道上的大幅标语、酒店里的高考

房……高考早已成为全民行动。

有人说，如此大张旗鼓的关注恰恰反映出高考改革

的必要性：让学生有更多选择机会，不再“一考定终生”。

去年 9 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规定，2014 年在上海市和浙

江省启动了高考（课程）综合改革的试点，2017 年全面

推进，年底又出台了几个配套政策。这被解读为我国高

考改革全面进入深水区。

具体文件出台已半年多，改革是否带来一些变化？

非试点省市在观望

“我们只知道国家出台了高考改革的一些措施，但

学校还没有接到具体通知，所以一切还是按部就班。我

感觉和我们那个时候的高考没什么不一样，必须搞题海

战术，你不搞家长还不乐意呢。”32岁的黄鸿说，他赶上

了高考扩招，但从相对落后的山村中学走出来的他和他

的同学们，对上大学有着更为迫切的渴望。

他说，现如今虽然上大学容易多了，但农村家长们

的期望调整为“考上拿得出手的大学”，而且，虽然改革

努力打破“一考定终生”的困局，但长久形成的传统让家

长和学生很难一下子转变观念。考上名校，依然被认为

是光宗耀祖的大事。

家长们的心是一样的。北京的赵伟告诉记者，他的

女儿今年参加高考，他们全家总动员，爷爷奶奶负责后

勤，他爱人负责孩子的学习动向，哪一科弱了赶紧请家

教或参加补习班，而他主要负责搜集各种高考信息。今

年他们最关心的是北京市关于填报志愿的新规定。

“对我们这种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高考依然是改

变命运的一个重要途径。”赵伟说。

“改革这件事喊了很多年，但学校肯定是要等到有

具体文件才开始动作，毕竟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谁也不

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试验品，学校最稳妥的做法是按兵

不动。”黄鸿说。

至于改革前景，黄鸿谨慎乐观：“只要高考的指挥棒在，

应试教育的本质不会改变，但改革大方向应该是好的。”

“这次高考改革减少考试科目，对江苏的影响不大，因

为我们从2008年开始就只考语数外三科了，其他的由学

生选考。”南京某高中老师郝结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但

学生的压力并没有因此减小反而更多，因为只考三科，大

家要想拉开距离更困难，竞争也更激烈。”（下转第三版）

1977年，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高考成了很多人的命运
转折点。2015年6月7日，又一大拨考生随着高考改革进程步入考场——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本报记者 操秀英 刘 垠

“改革涉及到自主化招生部分，

实质是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权，这多少

降低了大学在招生时的强势地位。”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说。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关于进一步

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

的意见》，2015 年起自主招生考核

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后进行。熊丙

奇称，把此前在高考前进行的学校笔

试、面试后移，还是给了学生一定的

录取优惠，然后再填报志愿，但这无

法避免与集中录取制度嫁接的弊端。

按照教育部规定，高校自主招生

的时间从 6月 10日到 6月 22日，最迟

6 月 22 日要确定自主招生名单。有

舆论认为，这会让自主招生回归理

性，一方面可防止过多学生抱着试一

试的心情去参加自主招生，高校也会

提高自主招生入围门槛，让自主招生

真正选拔出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

的学生；另一方面可避免学生选多所

学校“盲目”赶考。

“ 把 自 主 招 生 移 到 高 考 之 后 ，

本可以扩大学生选择权。”在熊丙

奇看来，如果自主招生不限定在 6

月 22 日 前 ，而 是 在 高 考 成 绩 公 布

后，可以实行“统一考试+高校完全

自主招生”方式，即高考成绩公布

后，高校自主提出申请本校的成绩

要求（包括统一测试成绩要求和学

科特长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学

生，可自主申请多所大学，大学独

立对学生进行评价、录取。

熊丙奇说，这样的方式，才是具有招考分离性质的

自主招生，即高考成绩成为评价依据之一，也意味着教

育考试部门真正放权给高校和学生。

（科技日报北京6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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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里有很多学

校，包括多所大学、中小

学、幼儿园，都在这个厂

区附近。我们最担心、

最 害 怕 的 就 是 污 染 问

题。”6 月 6 日，郑州格力

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附近，一位李姓居民就

格力在郑州高新区建新

厂一事表达了自己的看

法。

5 月 28 日，郑州高

新区规划局官网上一则

“格力要建废弃电子产

品回收处理厂”的公示

引起了附近居民不安。

他们多次拨打规划局的

电话表示不满。目前，

针对居民的意见，郑州

高新区管委会决定，暂

停该项目。

在郑州格力绿色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的院子

里，科技日报记者看到,

堆放着大量尚未拆解的

废旧电器和电子产品，

但没有工人现场作业。

这位李姓居民告诉

记者：“再生资源回收公

司其实就是电子垃圾处

理厂。如果这个工厂建

成，回收的废旧电器电

子产品肯定不是小数，

那可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电子垃圾。他们的技术

究竟能不能达到环保标

准，我们心里没数。”

“他们建这个新厂

就是为了提取电子垃圾

中的贵重金属。”李姓居

民旁边一位中年人说，

“电子垃圾回收之前主

要集中在珠三角，最出

名的就是广东汕头的电

子垃圾第一镇贵屿镇。

那 里 已 经 造 成 严 重 污

染，连央视都报道过。”

他们告诉记者，当地居民闻电子垃圾处理厂

色变，一方面来自对垃圾的天然厌恶，一方面源自

对于电子垃圾处理后废物排放的担忧。

“电子垃圾的危害性相当大，若直接丢弃将严

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一般民众根本不知道该如

何处理。”河南省环保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一块

废旧手机电池的污染强度是普通干电池的 100

倍，可污染 6万升水；如果将废旧手机运到垃圾场

焚化，塑料外壳还会产生含氯的有毒物质，甚至是

一级致癌物“二口恶英”。

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一位不愿具名的

高级工程师告诉记者：“在一些实现了废旧电子产

品回收的地方，低层次、粗放式的‘收破烂’模式仍

然占据主流位置，这是不可取的。”（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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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6月6日电 （记者徐玢）6月 7日，金

星将上演东大距。明亮的金星将在天空中远离太阳，

亮如钻石。专家表示，这是一次观测金星的好机会，下

次金星大距还要等待 141天。

金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中最亮的一颗。由于比地

球更加接近太阳，我们只能在清晨和黄昏的天空见到

它的身影。今年 1月至 8月，它都出现在黄昏时的西南

夜空，被称为“长庚星”。

大距是指从地球上看起来，行星在天空中距离太

阳最远。金星的大距并不常见，每 584 天会有两次大

距。北京天文馆的李昕表示，本次东大距发生在 6月 7

日，距离上次 2014 年 3 月 23 日的西大距已经过去了

441天，下次西大距将发生在今年 10月 26日。

本次金星东大距期间，金星运行在巨蟹座天区，与

太阳角距离 45°，亮度为-4.4等。日落后，金星如一盏

明灯高挂在西南夜空。

其实从 4 月开始，金星就逐渐成了傍晚天空中的

主角。天文专家提醒说，在金星东大距之后的日子

里，金星的观测条件依然很好，亮度逐日增加，到 7 月

10 日，亮度为－4.7 等。李昕表示，金星和月亮一样有

盈亏变化，有兴趣的公众可以使用望远镜观察金星的

阴晴圆缺。

7日金星东大距闪耀西南夜空

科技日报北京6月6日电（记者李大庆）由中科院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推出的《中国现代化报告 2015》6

日面世。这个以“工业现代化研究”为主旨的《报告》强

调，目前中国工业发展要“向质量进军”！

《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工业规模指标已位居世界

前列，工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位居世界第

一。但中国工业质量指标却位于世界中下游，出口的

工业产品多是低端产品，中国工业生产率和制造业生

产率分别排在世界第 61 位和第 47 位。《报告》认为，未

来 10年，提高工业质量，应该成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第

一优先，应该摆在经济工作的首要地位。

《报告》分析了世界 3 个质量强国的成功经验。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工业产品以劣质低价而闻名。在

19 世纪末期，德国提出以质量去竞争，提升工业企业

的管理质量和产品质量，逐步赶上并超越了老牌工业

强国——英国，创造了“德国质量”的世界奇迹；20世纪

中叶，日本劣质产品曾受到欧美国家的抵制。20 世纪

50年代日本设立了国家质量奖，提出了质量救国口号，

开展了产业合理化运动，推进全面质量管理，创造了战

后日本的经济奇迹和“日本制造”的质量保证；20 世纪

80年代，美国制造业受到日本产品的极大挑战，美国在

全国开展强化质量意识运动，通过了国家生产力与技

术革命法案和质量振兴法案，设立国家质量奖。经过

努力再次确立了美国工业的全球领先地位。

鉴于此，《报告》建议全面落实国务院《质量发展纲

要》，制定和实施“中国质量十年议程”。总体目标是力

争到 2025 年工业微观质量达到 2010 年世界先进水平，

工业宏观质量接近 2010 年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基本建

成工业质量强国。在宏观上建立政府和部门质量目标

责任制，在微观上明确企业法人质量责任制。

《中国现代化报告2015》指出

中国工业要向质量进军科技日报北京 6月 6日电 （记者游雪晴）高考临

近，广大考生和家长对 7 日至 9 日的天气无比关注。据

中央气象台预测，高考期间我国大部地区无明显高温天

气，但南方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江南中北部部分地区可

能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考生及家长应防范降雨

带来的不利影响。

高考期间，东北、华北地区多雷阵雨，江南中北部、

华南西部和北部、贵州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具体来

看，6月 7日至 9日，浙江中部、江西中北部、湖南中南部

及广西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

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和强

对流天气可能影响考生出行，一旦赶考时间过于紧促，

会使考生情绪产生波动，精神压力增大。

参加高考时，考生精神较为紧张，处于温度较高、通

风较差的环境时，会加速排汗，体内的水、盐、电解质大

量流失，较平时更易中暑。因此，高温天气很可能影响

考生正常发挥。考试前的最后一个周末，6 月 5 日至 6

日，华北南部、黄淮西部局地有 35℃以上高温；至 6月 12

日之前，华南西部及云贵等地气温偏高。不过在高考期

间，我国大部分地区日平均气温将低于 35℃，不会出现

明显高温天气。

气象专家表示，在备考及考试期间，考生及家长应

妥善应对气温较高的情况，饮食以清淡食物为主，多补

充水分；室内开空调时，温度不宜过低，一般在 26℃至

28℃为宜，要防止感冒；赶考前要留意天气预报信息，携

带雨具，预计好天气对交通的影响，以提前 30分钟到考

场为佳。此外，各地相关部门也要关注雷暴、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对考试进程和环境的影响。

高考期间大部地区无明显高温

6月 6日，重庆璧山区来凤中学的高三学生在宾馆复习。当日是2015年高考前的最后一天，在重庆市璧山区一家宾馆的宴会厅和房间里，来凤中学的高三学生继续认
真复习备战高考。重庆市璧山区来凤中学学生的高考考点不在学校所处的乡镇，而是设在离学校20多公里的璧山区城区，该校1300多名高三考生提前两天来到县城，在
宾馆度过高考前的最后时刻。 新华社记者 刘潺摄

宾馆里的考前一夜宾馆里的考前一夜

5月 27日，冷用斌（左）和同事在上海光源同步光诊
断实验室内做实验。 新华社记者 裴鑫摄

上海，张江，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清晨，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这里一座类似“鹦鹉

螺”的巨大建筑银白色的金属外壳上，反射到四周波光

粼粼的池水中，光芒四射。

这就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科学装置——

“上海光源”。

穿过狭长的走廊，走进螺旋形加速器通道，“70 后”

的他正忙着收集数据，动作麻利地将手中的电缆插入

一台主机。

6 年间，从这里稳定释放的“创新之光”，为 1590

个研究组，9225 位慕名而来的科技人员照亮了未知

的微观世界，将百余篇科研论文送上包括《科学》《自

然》等在内的国际著名学术杂志。上海光源如同“超

级灯光”，“照亮”了 5000 多个科研课题；而他，则执着

地守护着这参透微观世界的神奇光芒，让百亿粒电

子稳定前行，并确保电子束流中心位置跑偏的误差

不能超过 1 微米……

他，就是上海光源束流检测与控制技术部副主任

冷用斌。

“上海光源其实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或者说是台

高品质的巨型 X 光机，能观测到以前我们看不到的物

质内部结构和变化过程。它是目前世界上第三代同步

辐射光源中性能最好的之一。”略显厚重的镜片掩饰不

住冷用斌明亮的眼神，配合始终挂在脸上的大酒窝，谈

起上海光源，属于物理学家的气场如同锐利的同步辐

射光瞬间点亮四周。

忆当年 那个天才少年物理
“学霸”

为什么选择学物理？冷用斌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

需要如此频繁地思考和面对这个问题。“看过美剧《生

活大爆炸》吗？”冷用斌说，里面那个高智商、研究理论

物理学的谢尔顿基本就是他年少时的样子。

（下转第三版）

冷用斌：用“超级灯光”照亮未知
本报记者 贾 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