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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房伟） 医疗
领域是全国人大代表、奥克斯集
团董事长郑坚江持续关注的重
点领域，他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
出相关建议。今年郑坚江建议，
通过立法明确社会办医疗机构
应与公办医疗机构享有同等的
法律地位和政策待遇。

郑坚江援引数据称，截至
2017 年底，我国民营医院共
18759家，占比60.4%，但其床位
数、诊疗人次分别仅占24.3%、
14.2%，在数量持续增长的背景
下，民营医院并未匹配应有规模
占比和市场份额。

“实际上，现行政策对社会
办医的发展已足够重视。”郑坚
江告诉记者，新医改以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办医政
策环境更宽松、导向更明确，政
策越来越好，但是社会办医依然
存在一些发展瓶颈。

郑坚江向记者分析，这其中
有社会办医自身的内在因素，但
主要还是来自外部制约，特别是
政策与实际操作并不一致，“一
是准入起点不一，地方准入隐性
壁垒、‘玻璃门’、‘弹簧门’始终
存在，如民营医院土地难拿；二
是执业助力不一，医疗人才、科
研力量等优质资源仍高度集中
乃至垄断在公立医院手中。”

对此，郑坚江认为社会办医
不缺政策引导，而是缺乏足够的
落实保障，必须从法律层面来营
造公平、健康、稳定的发展环境，
进而保证相关政策落地，支撑社
会办医规范。

郑坚江在提交大会的建议
中表示，要通过立法来明确社会
办医疗机构应与公办医疗机构
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政策待
遇，其中包括依法保障社会办医
平等权利、依法享有同等办医政
策扶持以及依法保障社会办医
的自主权等。

“比如，在土地供应、医疗服
务准入、医保定点、医务人员职
称评定、等级评审、科研、教学和
学科建设等方面，民办医疗与公
办医疗一样，应依法享有平等权
利。”郑坚江向记者详细介绍，再
如对双方执行相同的收费政策、
标准，社会资本举办的公益性质
医疗机构可享受同等的房租、医
生补贴等政策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郑坚江建议：

通过立法
支持社会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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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11日在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说，大气重污染三大影响因素

“基本搞清楚了”——污染排放、气象条件、区域传输，其中
污染排放是主因和内因。

他介绍，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设立约一年
半时间，预期今年年底全部结束。项目集中了全国近两千
名一线专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大气重污染成因有了基
本说法，项目结束后将正式发布。

李干杰表示，大气重污染成因及来源有三个方面：
——污染排放是大气重污染的主因和内因。工业、燃

煤、机动车、扬尘是污染排放的四大来源，占比达90%以
上。硝酸盐、硫酸盐、铵盐和有机物是PM2.5的主要组
分，占比达70%以上。

——气象条件对大气重污染的影响也非常明显。“风
速低于2米、湿度大于60%、近地面逆温、混合层高度低于
500米，这样的天气极容易形成重污染天气。”

——区域传输方面，以“2+26”城市为例，相互之间的
影响平均为20%到30%，重污染气象天气发生时，可能达
35%到50%，个别城市可能会达60%到70%。“相互之间的
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必须要实施联防联控。”李干杰说。

生态环境部：

基本搞清大气重污染存在三大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也是开放之
路、创新之路。王志刚说，科技部正大力推进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把科技创新和“一带一
路”倡议紧密结合在一起，真正作为其中一个重点，一
个亮点，也作为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持续发
展的重要动力。

在人文交流方面，2018年科技部组织了500多名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短期科
研，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招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学员超过1200人次。
与此同时，我国鼓励支持“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产

学研机构共建联合实验室，构建区域技术转移平台
等，一些实验室正在筹备中。

“科学无国界，科技发展本身的渗透性、扩展性，
使得我们必须要加强国际合作。”他说，下一步，科技
部将按照党中央要求，配合做好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准备工作。

据新华社电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松绑”科研人员
——科技部负责人回应热点问题

当前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进展如何？哪些短板有待补齐？……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11日举行记者会，科技部部长王志刚等就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创新是第一动力。王志刚说，去年我国科技战线
迎难而上、奋力开拓，科技事业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征
程上又迈出坚实步伐。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科技创新
仍面临短板，比如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从0到1”的
颠覆性技术和基础理论、基本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源头。”王志刚说，要
补齐这块短板，提高投入至关重要；不仅中央财政要
加大投入，地方政府和企业同样要更加积极主动作

为。
王志刚说，去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

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
以国务院文件形式就加强基础研究作出全面部署。

他表示，我国已经有一些企业开始把基础研究作
为重点，不是直接对着技术、产品设计，而是从源头上
探索相关领域的方法、原理以及在理论上寻求突破，
在实践中寻求创新，这是一个“好的势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进一步提高基础研
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
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团队自
主决定使用。

王志刚表示，要把“包干制”和“放管服”结合起
来。“包干制”是一种“放”，但“放”不是不管，只是管的
方式、管的理念会发生变化。

他坦言，我国在创新生态、科研生态方面还有不
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科技部将更好地

为科研人员提供支撑、提供环境、提供保障，让他们少
为“帽子”“牌子”“报销”“填表”等方面所困扰。

王志刚说，要注重激励与约束并重，信任与监督
并重。“当然，我们是以信任为基础，以激励为基础。”

同时，要加强学风作风建设，弘扬科学家精神和
操守，使得全社会特别是科技界有崇尚科学、具有良
好科学素质，并且能够一心向学的状态。

“通过改革，来激发创新主体、科研人员有更大的
积极性，更大的自由度，更多的获得感。”他说。

以科技联动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包干制”要跟“放管服”结合起来

多方合力激活基础研究“总源头”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中）、副部长李萌（右
二）、战略规划司司长许倞（左二）、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司长贺德方（右一）、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司长张晓
原（左一）就“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