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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新规征求意见

公众有望参与重大
污染事件调查处理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记者 杨维汉 崔静）

记者 14 日从环保部获悉，作为新环保法的配套规
定，环保部拟定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
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公众可
参与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

征求意见稿同时规定，环保社会组织和环保志
愿者代表可以担任环境特约监察员或监督员，对环
保主管部门或企事业单位进行监督；环保主管部门
要为环保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提供协助。

根据征求意见稿，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范围包
括：制定或修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政
策、规划和标准；编制规划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对可能严重损害公众环境权益或健康权益的重
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监督重点
排污单位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
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及相关公益活动以及法律、法规或规章规
定的其他事项。

此外，征求意见稿规定，公众依法享有获取环境
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公众认为其环
境权益受到侵犯的，可以通过法定途径寻求行政或
司法救济。环保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征求意见、问卷
调查、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征求公众对相
关事项或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征求意见稿还鼓励有条件的环保主管部门设立
环保有奖举报专项资金；公众举报情况属实的，可对
举报单位或人员予以奖励。

一个医生，论文数量和临床医
治成效到底哪个更重要？一个教
师，教学水平和署名研究文章多少
究竟哪个更关键？

答案貌似是清晰的，现实却是
模糊乃至相反的。

职称论文遭遇诟病日久，人们
年年骂，年年却被无奈裹挟。日前，
一名四川青年教师在网上发表“自
白书”，再次痛斥职称论文种种弊
端，更激起了各界的讨论和热议：职
称论文到底该不该取消？

走形、变味、造假：
这样的职称论文图个啥？

一宗罪——医生越来越不会看
病，老师越来越不会教书。

湖北省一家三甲医院的王医生
说：“现在平均每天做四五台手术，
一天站六七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情，
根本没有精力再搞科研，更别说要
在医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现在业
界有个现象：医术厉害的人不写文
章，而写论文的人往往不看病。”

二宗罪——“论文经济”养肥灰
色利益共同体。

“不愿意写论文的医生可以找
‘枪手’写，就算你不找人代写，也

有从事这行的人找你。一般找人
写论文、联系杂志社发论文，现在
一篇 SCI的论文一分涨到三万元左
右，如果 4 分以上则需要 16 万元。”
陈医生说，“这让我们实在负担不
起”。

江西一位高校老师说，职称论
文养肥了那些所谓的省级或国家级
核心期刊，要发一篇论文不仅要找
关系，还要上票子，现在不拿个一万
两万的，都很难发得出来。

三宗罪——腐化学术氛围，恶
化造假之风。

某高校教师告诉记者：“现在论
文很多是代笔的，出一万块钱就可
以找人写一个。当年我给别人代写
了 10篇，讽刺的是，别人评上了，我
却没评上。知道为什么吗？其实评

职称看的也不是论文了，拼的是走
后门的关系谁硬。”

广州一位国企员工说，国企员
工的企业行政人员一般评“经济
师”、“政工师”，技术人员评助理工
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但这
些评出的“师”大多名不符实，技术
人员评上高工的有的连基本的技术
原理都说不清楚。后来才知道，都
是花钱买论文评上的。

本末倒置危害多多：
“这样的职称论文理应坚决
取消”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主张对现
有职称论文设置“坚决取消”的占有
相当大的比例。这一“阵营”中的核
心观点主要包括：

——回归职业本质的需要！
“最能评价教师实际能力的，是

讲的能力、教的水平、授的效果。”
“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医生

评职称最基本的条件应该是临床经
验，而不应是论文，在一定临床经验
的基础上再谈论文，现在的做法是
本末倒置。”

“企业的职称评审还是要与实
际工作特点相结合，如果是通过技
术改造大大节约了企业成本，或提
高了生产工艺让产品更受市场欢
迎，价值远胜一篇论文。”

——不以论文论英雄，人才更
容易脱颖而出。

现实中，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
探索：湖北大学赵柏树老师任副教
授 17 年，一直承担专业基础课教

学，连续 10个学期教学质量考核均
为优秀，多年获评该校“最受学生欢
迎的老师”，终于不需要凭论文晋升
教授。

关键是要改革评审制度
——“不必因噎废食矫枉
过正”

采访中，不少人士在接受采访
时坦言当前职称评审中的种种弊
端，但不赞成“取消了之”。他们认
为，论文要求本身是积极的，关键现
在是评审制度出了问题，应立足于
制度完善，而不是取消。

同济大学副校长葛均波院士：
“要一分为二看待，国家科技创新工
程需要鼓励研究、需要高水平的论
文，需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大多数
高水平的教师、医生会对自己的领
域进行研究、写出高质量的论文，关
键是不能唯SCI，将论文作为唯一的
评判标准。”

采访中，多位人士指出：尽管存
在种种问题，但论文也是衡量职业
素养的一个指标，如果与其他 因素
加在一起综合考量，还是有利于人
才培养的。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移民后代“美国梦”
鲁比奥当天上午召集自己主要的竞选

资金捐款人开电视会议，宣布将竞选总统，
缘由是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地有资格”带领
共和党捍卫“美国梦”。

鲁比奥 1971年出生在迈阿密一个古巴
移民家庭，在政坛摸爬滚打了多年。1996年
鲍勃·多尔竞选总统时，刚走入社会的鲁比奥
就加入了这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的竞选阵
营。2007年，他成为佛罗里达州众议院首名
拉美裔议长。2010年，在民粹主义和右翼保
守派政治团体“茶叶党”大力支持下，鲁比奥
首次当选国会参议员。

2013年2月，鲁比奥成为美国《时代》周
刊的封面人物，被称为“共和党救世主”。原
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迈克·赫卡比 2009年说，
只有鲁比奥才能代表“共和党的未来”。

自忖“新人”胜“老人”
年轻，无疑是鲁比奥借以问鼎白宫的最

大资本。
他很可能是共和党或两党总统竞选人

中最年轻的。已经宣布参选的得克萨斯州
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斯、肯塔基州联邦参
议员兰德·保罗，准备或有意参选的前佛州
州长杰布·布什、威斯康星州长斯科特·沃尔
克、新泽西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前得州州
长里克·佩里等人都比他大得多。而 12 日
宣布参选的希拉里已经67岁了。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对比这些“老人”，鲁
比奥希望凸显自己的年龄优势。作为“新人”，
他更希望告诉美国人，不要让布什家族和克
林顿家族轮流统治将近1/4个世纪的历史延
续。杰布·布什是前总统乔治·H.W.布什的次
子、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弟弟，有望代表民
主党竞选的希拉里则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的妻子。
鲁比奥的形象和经历使他容易吸引年

轻选民、拉美裔甚至非洲裔选民支持，令许
多传统的共和党大佬难以企及；“茶叶党”的
背景则有利于他争取保守派支持。美国《赫
芬顿邮报》一篇评论说，鲁比奥可能成为希
拉里圆总统梦的最大威胁。

鲁比奥 13 日说，希拉里是代表“昨天”
的领导人，而美国需要的是明天。他当晚宣
布参选的政治集会主题之一，就是鲁比奥是
为了实现“新美国世纪”的候选人。

党内混战难言胜
只是，光靠年轻、有领袖魅力，无法保

证鲁比奥赢得波诡云谲的党内预选，更不
用说民主、共和两党最后的对决。

正式加入战局后，鲁比奥将为争取政
治捐款和各界大佬支持而与其他竞选人比
拼。如果他能坚持到明年 3月 15日，还可
能与自己的政治导师、同样在佛州有深厚
人脉的杰布·布什在佛州预选中正面碰撞。

CNN 报道，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共
和党选民中意的总统候选人排名中，鲁比
奥所获支持率只排在中间，落后于杰布·布
什、沃尔克以及更立场保守的克鲁斯。

报道认为，“中间”刚好是鲁比奥所希望
的。他既不愿意显得“太右”、太保守，以至于
失去主流民众信任，也不愿意在控枪、同性婚
姻等保守派擅长的社会议题上过于软弱，以
至于失去共和党“基本盘”支持。“刚好够右”是
他的定位。

不过，作为一名相对年轻的政客，鲁比
奥如何走好中间道路，如何把握好“度”，是
道难题。 新华社特稿

美“新星”参议员竞选总统

希拉里的最大威胁来了

“从国内外来看，驾驶员培
训作为一项公共性的社会化服
务应当保持微利运转，‘重价轻
质’可能造成严重的道路安全
隐患。”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
究所所长文军认为，对于同城
驾校集体提价，物价或备案部
门有必要规范、判断是否存在
价格联盟行为。

法律人士表示，在新一轮
驾考改革中，事前审批亟须走
向事后监管，才能维护消费者
权益，消除寻租和垄断行为。

记者了解到，近日四川、
广东深圳等地打破了驾校对
驾考的专营权，开始试点学
员自主预约考试。一些消费
者也呼吁，驾校改革中可逐
步兼顾居民的“自学自考”需
求。“对于通过协会协商、合
谋集体涨价的行为也需严厉
查处，只有在审批制度改革
和公开透明的监管下，才能
减少驾校的垄断空间。”复旦
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范剑勇说。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俄总统普京批准
售伊朗防空导弹

俄罗斯总统新闻办公室 13日宣布，总统弗拉
基米尔·普京已经签署行政命令，解除向伊朗出售
S-300型防空导弹系统的禁令。

俄罗斯与伊朗 2007年签订协议，将出售 5个
营的 S-300PMU-1型防空导弹系统，合同金额为
8亿美元。然而，由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伊朗核
计划通过制裁决议，禁止向伊朗出口先进武器装
备，时任俄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2010年9月
签署命令，取消了这笔合同。

2011年，伊朗向一家国际仲裁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俄方就违约赔偿40亿美元。

以色列和美国反对俄罗斯向伊朗出售这种先
进武器。以、美认定伊朗试图以民用核计划为掩
护秘密制造核武器，威胁要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

本月初，伊朗与国际社会在瑞士洛桑就核计
划达成框架性解决方案。伊朗要求，如果6月底以
前达成最终协议，今后必须解除伊朗所受制裁。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13日说，当
初禁止向伊朗出售这种武器是为推动伊核谈判取
得“建设性进展”，鉴于洛桑框架性方案已经达成，

“这类由俄罗斯单方面、自愿实行的制裁措施已经
没有必要”。 新华社特稿

埃及挪威俄罗斯
正式加入亚投行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记者 申铖 韩洁）根
据财政部 14 日消息，经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国同
意，埃及、挪威、俄罗斯正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介绍，截至目前，亚投
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50个，包括奥地利、澳大利
亚、孟加拉国、巴西、文莱、柬埔寨、中国、丹麦、埃
及、法国、芬兰、格鲁吉亚、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伊朗、意大利、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科威特、吉
尔吉斯斯坦、老挝、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
耳他、蒙古国、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挪威、阿
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俄罗斯、沙特阿拉
伯、新加坡、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士、塔吉克斯坦、
泰国、土耳其、阿联酋、英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索马里教育部
遭恐袭多人死伤

极端武装组织索马里青年党14日在索马里首
都摩加迪沙对教育部大楼发动袭击，包括袭击者
在内，至少17人死亡。

警方和目击者说，一辆汽车冲向教育部大门，
车上的炸药继而被引爆，多名武装人员随后冲入
大楼，楼内传出枪声。

稍后，青年党发言人称，袭击由这一组织发
动。大约一个半小时后，索马里安全当局宣布，已
经夺回大楼，全部袭击者被击毙。上校警官侯赛
因·易卜拉欣告诉路透社记者，至少 7人已经确认
在袭击中死亡，分别为一名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维
和部队士兵、一名索马里政府军士兵、3名平民和
两名袭击者；另有10人受伤。

索马里政府发言人稍后说，两名士兵和8名平
民在袭击中死亡，7名袭击者丧生。

易卜拉欣说，这座楼里有非盟维和部队常驻，
“否则情况会更糟”。

上周，索马里政府悬赏缉拿青年党 11名主要
头目，其中最大头目艾哈迈德·奥马尔的“身价”为
25万美元。 新华社特稿

希拉里·克林顿

马尔科·鲁比奥

西四环陇海路
南北主线桥今日通车

（上接一版）共设有9条上下桥匝道。施工现场负责
人告诉记者，西四环主线桥通车后，小型汽车可通
过上桥实现南北向通行，同时桥梁出入口处将实行
限高措施，禁止大车上桥。

陇海路高架桥全线开通后，成为市民东西向通
行的主选道路。西四环作为我市环线主干道，每天
承担了大量的车流。早日让陇海快速路和西四环
实现全互通，成为市民翘首以盼的大事。

据了解，截至目前，工程共110联箱梁仅剩最后
7联未完工，“剩余7联箱梁浇筑工作将于近期完成，
届时西四环陇海路互通立交工程主体结构将全面
完成，整个匝道将于 6月底实现完工。”相关负责人
表示，待立交桥完工后，工程重点将转移到西四环
地面道路，进行主干道、辅道以及管线迁改等工程
的施工，整个西四环陇海路互通立交工程将于今年
10月份实现全面竣工。

丁亥年：
炎黄二帝塑像落成

（上接一版）他在黄帝“故里祠”前欣然题词：“扫蒙
昧，定中原，世胄文明於焉开”，表达炎黄子孙对人文
始祖的景仰追思之情。

邓亚萍点燃圣火
“点燃圣火”是丁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独有的

仪程。此项仪程中，河南籍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奥运
会冠军邓亚萍高执火炬，点燃中华圣火台圣火。那一
刻，场内场外华夏子孙激情豪迈，感慨万千！出席完
点火仪式之后，邓亚萍曾由衷感慨：“看到国内外这么
多人前来寻根拜祖，真是太激动了。点火的瞬间真的
好神圣，更让我体会到作为河南人的这份骄傲。”

中华姓氏墙精彩亮相
此次拜祖大典的一个亮点是中华姓氏墙的建成

亮相。作为中科院遗传与姓氏研究专家袁义达研究
员的最新研究成果，3000个姓氏在中华姓氏墙上首
次公开发布。其中除了 129个高频姓氏外，还有我
国当代其他2871个姓氏，让所有来拜祖的人能找到
自己的祖先，寓意“落叶归根”。

炎黄二帝塑像矗立黄河岸
炎黄二帝塑像落成庆典是丁亥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系列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历经20年，炎黄二帝
塑像于2007年4月落成。炎黄二帝塑像位于黄河岸
边，高106米，气势恢宏。当年4月18日炎黄二帝塑
像落成庆典现场，2万余名嘉宾和群众现场祭拜。

截至 2014 年末，我国机
动车驾驶人已突破3亿人。按
照交通法规要求，驾驶机动车
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而大大小小的驾校是司机通
过驾考取得驾照的主要渠道。

不过，一面是驾校收费近
年持续上涨，部分城市 2015
年的学车价格突破1万元，“上
市驾校”毛利率普遍超过
50%；另一面则是一些地方屡
屡上演“驾考腐败”，考官违规
收受的“驾考红包”达到千万
元之巨。

驾校学费破1万元，“上市驾校”
毛利率超50%

“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今年年
初以来，不少地方的驾校报价均有一定涨幅。

“去年暑假咨询时还不到 4000元，年底报
名时却发现又涨了快一千元，只好赶紧报名。”
北京市民周先生说。

在上海，与 2011年年初相比，多家大型驾
校的普通C1照学车费，已从每人不足 4000元
涨至今年春节后的1万元左右。在上海规模较
大的巴士驾校的多处报名点，销售人员表示，
目前参加普通C1照“快速VIP班”的学费为每
人12500元。

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部分中小
城市的驾校培训费也均有上涨：在安徽合肥，
近 4 年来，C1 照学费从每人不足 3000 元涨至
4000元左右；陕西西安碑林区一家驾校负责人
介绍，2011年花 2300元即可通过全部考试，如
今，学费已涨至每人3300元。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A股已有多家从事驾
培行业的上市公司或拟上市驾校，其毛利率均
超过50%。以位于北京地区的东方时尚驾驶学
校为例，其普通班收费均超过5000元，也有报价
9800元、13000元的多种“贵宾班”。该公司披露
的招股说明书显示，2013年营业收入达9.62亿
元，毛利率为 63%。驾培行业在交通运输业中
堪称暴利。

“驾考红包”动辄数千万，服务
价高质低暗藏腐败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居民学车费连年

上涨背后，是种种乱象屡禁不止乃至腐败问
题。“驾培行业收费看似是市场行为，但很多地
方的审批环节还没有放开，驾培行业供给远不
能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滋生出高价等乱象。”上
海华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施莉珏说。

以近日宣判的广东湛江驾考腐败“窝案”
为例，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就查明，
2008年至 2012年前，湛江市车管所的 39名驾
考考官收受驾考考试人员红包，被查后合计上
缴“红包”2100 多万元，每科考试都有公开的

“红包行情”：桩考100元、路考300元等等。
北京、上海等地多名驾校学员反映，在暴

涨的学费之外，驾校学车还有诸多隐性费用。

“不给好处，就会在报名之后迟迟不笔试、笔试
之后迟迟不上车、上车之后迟迟不路考。”

此外，近年来，各地严控驾校数量，学车排
队现象加剧，驾校企业频现协会定价、大企业
议价等“集体加价”风波。2013年年初新交规
实施后，北京、上海多地驾校集体上调价格，一
些地方驾校一月内涨幅超过1000元，理由同样
是“考试难了，通过率降低了，成本提高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
建认为，在一些地方，驾校垄断了安排学员到
车管所参加考试的权力，车管所则把考试名额
分配到驾校，这种模式使驾校有足够底气“提
价不提质”。

培训重价轻质或造成严重道路
安全隐患，有地方探索学员自主预
约考试

“从国内外来看，驾驶员培训作为一项公
共性的社会化服务应当保持微利运转，‘重价
轻质’可能造成严重的道路安全隐患。”华东师
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认为，对于同城
驾校集体提价，物价或备案部门有必要规范、
判断是否存在价格联盟行为。

法律人士表示，在新一轮驾考改革中，事
前审批亟须走向事后监管，才能维护消费者权
益，消除寻租和垄断行为。

记者了解到，近日四川、广东深圳等地
打破了驾校对驾考的专营权，开始试点学员
自主预约考试。一些消费者也呼吁，驾校改
革中可逐步兼顾居民的“自学自考”需求。

“对于通过协会协商、合谋集体涨价的行为
也需严厉查处，只有在审批制度改革和公开
透 明 的 监 管 下 ，才 能 减 少 驾 校 的 垄 断 空
间。”复旦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范剑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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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校学费破1万元，“上市
驾校”毛利率超50%

“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走访发
现，今年年初以来，不少地方的驾校报
价均有一定涨幅。

“去年暑假咨询时还不到4000元，
年底报名时却发现又涨了快1000元，
只好赶紧报名。”北京市民周先生说。

在上海，与 2011 年年初相比，多
家大型驾校的普通C1照学车费，已从
每人不足4000元涨至今年春节后的1
万元左右。在上海规模较大的巴士驾
校的多处报名点，销售人员表示，目前
参加普通C1照“快速VIP班”的学费
为每人12500元。

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部
分中小城市的驾校培训费也均有上
涨：在安徽合肥，近 4年来，C1照学费
从每人不足3000元涨至4000元左右；
陕西西安碑林区一家驾校负责人介
绍，2011年花2300元即可通过全部考
试，如今，学费已涨至每人3300元。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A股已有多
家从事驾培行业的上市公司或拟上市
驾校，其毛利率均超过50%。以位于北
京地区的东方时尚驾驶学校为例，其
普通班收费均超过5000元，也有报价
9800元、13000元的多种“贵宾班”。该
公司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显示，2013年
营业收入达9.62亿元，毛利率为63%。
驾培行业在交通运输业中堪称暴利。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居民
学车费连年上涨背后，是种种乱象
屡禁不止乃至腐败问题。“驾培行业
收费看似是市场行为，但很多地方
的审批环节还没有放开，驾培行业
供给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滋
生出高价等乱象。”上海华诚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施莉珏说。

以近日宣判的广东湛江驾考腐
败“窝案”为例，湛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审理就查明，2008年至 2012
年前，湛江市车管所的 39名驾考考

官收受驾考考试人员红包，被查后
合计上缴“红包”2100多万元，每科
考试都有公开的“红包行情”：桩考
100元、路考300元等等。

北京、上海等地多名驾校学员反
映，在暴涨的学费之外，驾校学车还
有诸多隐性费用。“不给好处，就会在
报名之后迟迟不笔试、笔试之后迟迟
不上车、上车之后迟迟不路考。”

此外，近年来，各地严控驾校数
量，学车排队现象加剧，驾校企业频

现协会定价、大企业议价等“集体加
价”风波。2013年年初新交规实施
后，北京、上海多地驾校集体上调价
格，一些地方驾校一月内涨幅超过
1000元，理由同样是“考试难了，通
过率降低了，成本提高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
院长许光建认为，在一些地方，驾校
垄断了安排学员到车管所参加考试
的权力，车管所则把考试名额分配
到驾校，这种模式使驾校有足够底
气“提价不提质”。

“驾考红包”动辄上千万，服务价高质低暗藏腐败

培训重价轻质或造成
严重道路安全隐患，有
地方探索学员自主预约
考试

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
尔科·鲁比奥13日晚在迈阿密一场
政治集会上正式宣布竞选总统，第
三个加入共和党争夺候选人提名的
混战。

现年43岁的鲁比奥自视“新一
代”，称明年的总统选举是在过去与
未来之间做选择，而前一天宣布参
选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
是“来自昨天的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