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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严柳晴

本报讯 日前，有院士公开表示：

科普人才资源在高校，社会应该鼓励

高校硕士、博士从事科普工作。青年

报记者了解到，本市今年已启动在校

硕士、博士生科技传播项目资助计

划。目前，谣言粉碎机制设计、职中人

群科普需求调查等1 7个项目受到资

助，并已通过初期评审。

申报踊跃出乎意料
3月，一则《 201 3年度上海市研究

生科普研究能力提升类项目》 贴到了

各高校主页上，通知各高校硕士、博士

申报科普项目，其目的在于“ 支持和鼓

励上海市硕、博士研究生开展科普基

础理论及与科普实践相关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生蔡

慧英申报了《 职中人群（ 20-40岁）

的科普需求调查和科学传播方式研

究》。蔡慧英告诉青年报记者，她的博

士研究方向是“ 人的思维研究”。在

此之前，她参与过学校的科学课，对

科学传播很有兴趣。

上海市科委在科技馆建立上海科

学传播与发展研究中心，委托该中心开

展此项目。6月，中心共收到了1 00多项

科普项目申报。蔡慧英得到了资助。

中心工作人员称，申报结果出乎

意料：几年前，中国科普研究所进行

第一次科普项目征集时，应征者不

多。上海科普项目资助工作还是首

次，并且没有进行刻意宣传，就收到

了1 00多个项目申请。可见研究生们

对科普领域还挺热心。

工科生不太懂“ 科学传播”
经过筛选，共有1 7个项目获得资

助。其中包括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的

“ 谣言粉碎机制设计”、“ 教师的科普

能力”“ 民间青少年科普基地现状”

等。在此之前，科学传播中心提供了8

个开放性选题，其中包括国内外科技

传播人才培训的系列案例研究、国内

外非政府类知名科普奖项梳理及社

会影响力评估、民间科普组织发展路

径及培育机制研究等8个课题。

记者观察到，大多数都是社会科

学性质的调研，与印象中传统的“ 十

万个为什么式”的普及方式不同。中

心主任助理宋娴解释，这是人们对

“ 科学传播”的理解的误区，它是涉

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社会科学，设计

理论和传播实践，而并不是“ 把我所

知的知识告诉你”那么简单。

“ 学生们想法有一些误区，”宋

娴告诉记者，在前期申报的项目中，

有工科博士生直接申报了自己手头

的工程类课题。“ 这个博士生大概认

为，科普只是‘ 把手头的科研项目普

及一下’”。

有专家提出，虽然科普需要传播

学、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但真正适

合做科普的还是理工科专业的硕士、

博士生，他们本身对科学的理解达到

了一定程度，如果能配合传播学工具

和各方面知识，更能让社会受益。

[问答]
问：此次中心资助的硕博学生科

普项目主要为哪类？

答：主要资助对象为科学传播，

补贴经费为1 万-2万元。至于科学传

播，它主要分两类，一个是对科学知

识的传播与普及，还有是对传播相关

理论与机制的研究，这次资助对象主

要为后者。

问：资助科普项目的主要目的是

什么？

答：这些项目的完成，并不要求

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更希望高校

博士、硕士生能够打开思维模式，了

解“ 科学传播”是什么，并且发挥创

意，探索科学传播的新方法。

问：将来有哪些规划？

答：今年，中心将继续资助硕博学

生的科普项目，并对老项目进行跟踪评

估，在这群高学历学生中选拔未来科学

传播的“ 种子选手”。今年1 1月份中心

将举办两岸四地新媒体科学传播峰会，

届时会邀请高校博士生研究生参加，优

秀的项目将被推送到峰会上。

本市开展科普资助计划 逾百人申报

希望帮助硕博士学会“ 传播”科技

本报讯 记者 卢燕 通讯员 施
坚轩 日前，市检察院召开全市检察

机关廉政教育大会，传达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韩正在全市法院

系统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市

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姜平在全市

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廉政教育大会上

的讲话精神，部署开展全市检察机关

“ 以案为镜、正风肃纪”专项警示教

育活动，要求深刻汲取上海法院几名

法官违法违纪事件的沉痛教训，坚持

“ 四严”要求，认真分析和查找检察

队伍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加强

廉政建设。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出

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唐昱霄 家住闵行

区的潘阿婆今年已经70多岁了，今年

她本来和老伴商量着去社会福利院

颐养天年，可电话一打听，顿时就傻

了眼，原来，现在进这样的公立养老

机构需要“ 排队”，可能等个四五年

都进不去。

闵行区作为人口导入大区，老

年人口已经迅速增长，截至201 2年

年底，闵行区户籍老年人口已占全

区户籍人口的24.2%，完善养老服务

体系刻不容缓。

昨天，闵行区发布了《 闵行区

推 进 养 老 产 业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重 点 发 展 持 有 型 养 老 社 区 、

混 合 型 养 老 社 区 和 嵌 入 型 养 老

护 理 中 心 等 三 种 业 态 ,未来计划新

增8000至1 0000套有特色功能的养老

床位。

闵行区计划新增
10000套养老床位

营改增试点一年半
逾六成企业减负

检察机关部署开展
专项警示教育活动

发布厅

张江镇推进社区共治 村民评议村干部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自201 2年

1 月1 日起至今，本市营业税改增值税

（ 即“ 营改增”）试点已进行了一年

半。青年报记者昨日从上海市统计

局了解到，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

队 近 期 进 行 的 第 三 次 专 题 调 查 显

示，逾六成企业税负减轻或基本不

变，逾七成受访企业对“ 营改增”试

点表示满意。

调查显示，61 .6%的受访企业表

示，今年上半年涉及“ 营改增”试点

实际缴纳税额有所减轻或基本不变，

其中43.2%的企业税负下降20%以上。

对“ 营改增”试点总体表示“ 满意”

和“ 较满意”的企业均占36.3%，两者

合计为72.6%。“

调查中，有23.6!表示“ 抵扣项

目增加税负减轻”。35.9%的企业希望

进一步扩大“ 营改增”的行业。多数

企业表示，现代服务业企业人力成本

高，可抵扣进项税额较少，企业税负

下降不多,因此，他们希望将邮电通讯

业、建筑安装业和金融保险业纳入，

实现增值税更全面、更充分的进项抵

扣，让企业得到更多实惠。

科技馆上海科学传播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科技传播资助项目。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青年报记者 顾卓敏

本报讯 村委班子干得好不好？

村民代表的无记名投票和打分说了

算！村民对福利分配有矛盾怎么解

决？还是村民代表大会说了算！

“ 在张江镇，村民和居民代表很

‘ 牛气’，因为他们已成为社区大小

事务的决策主体。”张江镇有关领导

告诉记者，近年来张江通过调整决策

主体推进基层民主建设，以群众自治

实现社区共治，最终的结果是“ 双满

意”：政府不再“ 替民做主”，基层百

姓有了话语权、决定权，自信地参与

社区管理；而这些来自一线的智慧和

力量，也正成为建设“ 和谐张江”的

重要推动力。

盛夏的午后，记者走进张江镇新

丰村村委会议室，立即被这样的场景

所“ 震撼”：下午2时召开的村民代表

大会，38名村民代表提前半个多小时

就已到齐，只有一位代表因病缺席。

大家静静等候，期待第一次新版民主

评议会的开始。

村委会主任孔国明与3名委员一

一作了工作述职，不少村民代表边听

边记。他们要从村干部的述职中找到

问题，并通过填写4张“ 评议表”，对村

委工作和村委干部一一打分。

“ 村干部到底做得好不好，老百姓

说了算。”72岁的卢鹄声是土生土长的

“ 老张江”，老人很珍惜这份村民赋予

的“ 权力”，认真地填着表上的每一项

评分。“ 民主评议从每三年一次变为每

半年一次，这的确需要直面问题的勇

气，也增强了村民自治的信心。”村委

会主任孔国明告诉记者。

当天评议结果公之于众，新丰村

村级班子在服务群众能力、重点工作

完成情况满意率为80%；4位村干部的

满意率有高有低：高的达到92.1 %，低

的不到70%。村委党总支还邀请1 0位

村民代表开起了座谈会，深究评议表

上数据背后的“ 问题”，找到工作中

的“ 短板”并及时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