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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两院增选院士结果日前公布!农

民科学家李登海落选!引发公众对农

民科学家这个群体的关注"农民科学

家离院士有多远#

在我国!农民不光是农业生产和

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也涌现出一批

优秀的农民科学家!是一支重要的创

新力量$$$

只有小学文化的山西农民王衡经

过几十年的潜心钻研!研制的%地下工

程水害防治新技术&获得了国家技术发

明奖二等奖!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国家

科技大奖的农民' 专家估算!他的发明

至少为国家节约资金超过 !"亿元'

山东省莱州市农民李登海! 培育

出 !""多个优良玉米杂交种!实现了玉

米单产从 !""多公斤到 !#""多公斤

的突破!多次刷新了夏玉米高产纪录'

河南温县农民吕平安! 在自家的

责任田里潜心研究小麦育种!先后培育

出 !"多个小麦高产优质新品种(系)'

仅有高中文化的河南滑县农民

李官奇! 从榨过油的豆粕中提取人造

纤维! 结束了世界人造纤维发明史上

没有中国人名字的历史' 李官奇不仅

荣获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家知识

产权局联合颁发的中国专利金奖!还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对照院士评选标准! 像李登海+

王衡+吕平安+李官奇这样的农民科

学家!其成就和实际贡献不见得比其

他候选人差' 然而!由于这些农民科

学家大多没有一个正规的科研或教

学机构作依托! 很难评上高级工程

师+研究员+教授等职称!从而难以跨

越参评院士的职称门槛'

与科班出身的科学家+ 工程师相

比!农民科学家是有一些%先天不足&!如

缺乏系统的科学训练+扎实的理论功底

和撰写国际论文的能力等等' 但是!我

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在实践中成长起来

的农民科学家! 在提高现实生产力方

面的实际贡献!是不容否认的'

建设创新型国家! 需要全社会共

同努力' 院士作为最高学术荣誉!其评

选是否也要打破传统观念束缚!不拘一

格呢# 这无疑将会激励更多人投身创

新型国家的建设' 人民日报(苗文新)

他们不是科班出身，有一些“先天不足”，但其实际贡献不容否认———

农民科学家离院士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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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委书记与社科界专家座谈称

! !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据中国之
声《新闻晚高峰》报道，长期以来，
“农民工”已经成了人们对农村进城务
工人员的习惯性称呼，最近，河南省委
书记卢展工在谈及“农民工”这一称谓
时表示，这样的称谓本身就带有歧视
色彩，呼吁社会慎用这一称谓。
“工农商学兵，本是职业的划

分，为什么唯独‘农民’永远要被加

上特定的标签呢？”河南省委书记卢
展工昨天在与社科界专家学者座谈
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并呼吁取消
“农民工”这一称谓：“农民是职业
呀，哪有生出来就是工人的？哪有生
出来就是商人的？结果偏偏农民生
出来就是农民。我提了好几次，尽量
不要用‘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当
工人就是工人。要不你干脆都是这
样，农民干部，当了常务副省长了也
是农民干部，农村出来的嘛。”

卢展工认为，“农民工”这一称呼
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视，要努
力消除身份界限，鼓励外来务工人员
融入社会。卢展工说，到哪个地方就
应该融合到单位，融合到学校，融合
到我们社会，社会才能和谐。
其实，长期以来，人们提到“农民

工”时并无恶意，反倒往往掺杂了同
情、悲悯的情怀，可是记者在街头调

查发现，在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看来，
这个称谓本身就意味着区别对待。

记者问一名从外地过来打工的
装修工人：“愿意别人这样称呼您吗？”
装修工人回答说：“不愿意。感

觉有点跟城市人不一样的感觉。”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

明锁认为，“农民工”这一称谓已经
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社会，但要真正
消除这一称谓背后的不公，还有赖
于社会发展' (魏冲)

多看!教育节目"无益于幼儿发展
美国小儿科学会建议父母限制孩子看电视

! ! ! !东方教育时报 据美国《卫报》
报道，美国小儿科学会日前发出警
告说，父母应该限制幼儿看电视、用
电脑和玩所谓教育游戏的时间。该
学会表示，对 !岁以下的幼儿而言，
根本没有所谓“教育节目”。

美国小儿科学会在波士顿举
行的年会上宣布的这项建议，已不
像它在 "###年首次发出的警告那

样严厉，当年它呼吁父母不让 !岁
以下幼儿看电视。小儿科学会有关
政策制订者、得克萨斯州医生艾瑞·
布朗说：“我们觉得是重提这个问题
的时候，现在到处都有小孩看电视，

而且问题比 "$年前更严重。”
美国小儿科学会的新报告提

醒父母，别在幼儿房里放置电视
机，该科学会也提醒父母别一天到
晚开着电视机。 (胡乐乐)

! ! ! !新华社 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
此间举行发布会宣
布，!$"! 年 " 月 ""

日，首批 %只野化过
渡训练个体将入驻
“熊猫谷”，这标志着
成都人工繁育大熊猫
将步入野放时代。
据了解，人工圈

养繁殖是濒危物种迁
地保护的重要途径之
一，而将人工繁育个
体放归自然、维持和
扩大野生种群，是迁
地保护的最终目的。
目前，该基地拥有的
"$&只大熊猫构成了
全球最大的大熊猫人
工繁育种群。
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主任张志和
介绍，本次野放精心
选择的 %只大熊猫个
体都属于亚成体，相
当于人类少儿期，发
育迅速、胆子较大，具
有较强的生存适应能力。
据张志和介绍，为了提高大

熊猫野放的成功概率，都江堰市
和该基地共同出资 '亿元、规划
!$$(亩用地，打造符合大熊猫生
存的栖息地。 (赖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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