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年 "月 !#日

星期二

#$%&'()$%&'(*'$)*+,-%+,.

!/小时读者热线：01!!22责任编辑：冯 叶中国新闻

———长沙政务改革新举措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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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年伊始，长沙市以登报、上网
等方式，相继公开了!"#$名官员包
括手机、办公电话等在内的联系方
式。长沙希望通过这一举措，促进官
员迈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
当“公仆”的一大步。
一个多月来，很多官员落实践

行，许多人深感接电话通达了民声，
但也有人表现出种种“不适应”，或
虚与委蛇、或在群众打来电话时“躲
猫猫”，引发了社会质疑。长沙市纪
委日前颁行具体办法，以处分、问责
等手段监督官员通过电话密切联系
广大群众。
去年%"月&'日，长沙市民一打

开《长沙晚报》，就发现报纸有(个整
版刊登着长沙市区县（市）%''多个
单位%'''余名领导干部和民情联络
员的姓名职务、岗位分工、办公地
点、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报纸明示
手机号码为相关官员本人“常用手
机”，办公地点具体到了门牌号码和
房号。旋即，长沙各区县（市）先后公

开了各个部门和乡镇（街道）负责人
的联系方式，实现了市、县、乡三级
联动公开。至今年"月初，长沙共公
开了!"#$名领导干部联系方式。
长沙市群众工作办负责人陈艳

告诉记者，公布领导干部联系电话，
是长沙市委、市政府为拓宽民意表
达和公共服务信息渠道的一项重要
政务改革措施，意在督促干部“与群
众恳谈对话，为群众排忧解难”，做
好群众工作和创新社会管理，要达
到群众和官员之间“认得上门、找得
到人、办得好事、解得了难、交得上
心”的实效。

打破“信息不对称”
目前，绝大多数地方向群众公

布政府机构联系方式，多数只涉及

接待部门、信访部门，顶多公布地方
党委、政府和各区县（市）委、政府官
员姓名、单位")小时值班电话及供
水、电力、燃气等十多个“便民服务
电话”。在此背景下，一些领导干部
办公电话特别是手机号码，成了某
些单位的“秘密”，一些干部也养成
了“电话隐形”的习惯，对不熟悉或
者不想接的电话，一般不接。
长沙公开电话号码，情况到底

会怎样？对照报纸和网站，记者以市
民身份打了几个电话核实，发现电
话那头确实是相关官员自己在接
听。长沙市政府副秘书长、市食安委
主任黄吉邦认为，公开电话号码很
有必要。黄吉邦介绍，春节期间，一
位素不相识的食品经营户打电话给
自己，说市食安委有个“干部”以帮

经营户奖优评先为由，吃拿卡要。黄
吉邦闻讯，马上安排调查，结果发现
是有人冒牌欺诈经营户。旋即，公安
机关介入，问题迎刃而解。“不公开
电话，这种‘信息不对称’造成侵害
群众利益、败坏政府形象的行为，我
们可能长期都发现不了。”黄吉邦深
有感触地说。

干、群都有“不适应”
长沙公布电话号码，是开执政

风气之先的探索。但有心人“测试”
发现，少数官员不接电话，还有人以
“忙不过来”或者“正在开会”为由挂
断电话。事后，也未见电话回复。在
公布的电话号码中，还存在停机、关
机或者空号、错号现象。相关情况被
披露后，有观点质疑长沙市这项举

措有“作秀”之嫌。而这种现象的存
在，非但影响联系群众的效果，还可
能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伤害。
记者在采访时，还有官员反映，

自从公开电话号码后，有些群众反
映情况的方式令人哭笑不得。长沙
一位区县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有
位居民违章搭建棚子，占了公共通
道。对此，执法部门予以依法拆除。
但此人找到这位负责人电话后，连
续数天，每天从凌晨到深夜拨打&'

次左右，什么政策解释都不听，就是
要补偿。长沙还有官员说，公开电话
号码后，推销电话、各种拉关系走后
门的电话纷至沓来。
还有人发现，虽然公布了监督举

报电话，但尚需细化管理监督办法。
否则，相关领导干部肯不肯在繁忙的
公务中停下来接听来电，能不能耐心
倾听百姓心声，会不会妥善处理群众
每一个合理诉求，只能靠自律。

新华社记者 苏晓洲

!据新华社长沙 !月 "#日专电"

! ! ! !新华社台北!月"#日电（记者
李惠子）台湾当局科技事务主管部
门%&日在台北举行记者会，宣布新
竹清华大学教授江安世带领的跨
领域研究团队，经过(年的努力，
发现长期记忆形成所需的新生蛋
白质，仅产生于大脑中少数几个神
经细胞内。这项研究成果以长篇完
整论文的方式，发表在本月%'日出
版的世界权威学术期刊美国《科学》
杂志上。
据介绍，由于从各种动物身上

都可观察到，长期记忆的形成需要
蛋白质生成，江安世团队利用许多
生存基本行为（如学习、记忆、专
注力、睡眠、探索环境等）都与人
类相似的果蝇作为实验对象，大量
且有系统地筛选果蝇脑内哪些神
经元蛋白质的合成，参与了长期记
忆的形成。

神经科学家很早就了解到，人
脑中一个称为海马回的地方对于各
种时间的记忆储存非常重要。受到
学习经验的刺激时，海马回会提升

大脑皮质区储存记忆的效率。然而，
人脑中包含了近千亿个神经细胞，
要想从中找到哪个细胞参与哪些工
作，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江安世研究
团队发现，居然只需抑制脑内两个
神经元（称为*+,）蛋白质的新生
成，就可成功阻断长期记忆的形成。
此外，过去一致认为蕈状体才是学
习与记忆的中心，研究团队却发现，
阻断蕈状体的数千个神经元并不会
阻断长期记忆，这是始料未及的。
江安世说，不论是果蝇脑还是

人脑，长期记忆的形成都需要重复
学习，且每次学习之间都给予适当
的休息时间。他的团队通过这种
间隔式学习，筛选损害长期记忆
的突变种，已确认许多长期记忆
所需的基因，还发现这些基因都
会在*+,神经元内被活化，它们在
*+,神经元的活性便是长期记忆形
成的基础。
这个研究团队还发现一个长期

记忆处理与回忆过程的简单模式，
并得出结论：借由一个复杂网络中

的少数神经元改变活性，果蝇可根
据先前经验（记忆）来决定并调整自
己的行为。
江安世表示，通过找到各种“记

忆神经元”，可以确认更多“记忆蛋
白质”，从而全盘了解学习和记忆或
是相关疾病的分子机制。他的团队
将利用各种最新发展的基因工具，
建构更完整的果蝇记忆神经网络图
谱，而人脑是否也将记忆储存在复
杂网络中的少数神经节点里的蛋白
质合成，则有待进一步确认。

将生存行为与人类相似的果蝇作为实验对象

台科学家发现储存长期记忆脑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