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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被国际化学界定义为“主宰生命的微量元素”，缺硒可直
接导致 40多种疾病，间接导致 400多种疾病，全国有 72%的地
区属于缺硒地区，为提高全民补硒意识，本次行动将在平顶山
市免费发放补硒食品800份及“硒与人体健康”科普书籍一套，同时
可获得价值398元富硒养生杯一个。

全国长寿爱民行动是一项老人
健康救助活动，是政府关注民生排
忧解难的公益活动，已在北京、上
海、广西、四川、山西、陕西、宁夏、新
疆等地区100多个城市发放物资500
余万份，服务 900多万中老年人。

热烈庆祝平煤神马飞行医院携手全国长寿工程
向 鹰 城 人 民 免 费 发 放 富 硒 食 品

免费申领条件
一、平顶山市常住居民
二、55岁以上，男女不限
三、离退休人员，过去对国家
有贡献者优先
四、每人每家限领一次
五、凡符合以上条件者，均可
电话预约申领

申领电话：
8988208
8988209

通知

《生脉活心》由中医界久负盛名的中医大

师谭巧凤倾其毕生的临床研究成果编纂而成，

由她独创的“重生心脉”之法更是被称为心脏

病治疗史上的一次破冰之举。读完这本书，您

将轻松掌握告别终身服药、不支架、不搭桥、远

离猝死的新方法。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很多

心脏病人看完此书恍然大悟，原来只要掌握了

“重生心脉”之法，治好心脏病并没有那么难。

读完这本书的患者走下了手术台，走出了医

院，过上了幸福生活。

《生脉活心》一经出版就引起心脏病治疗

领域的高度关注，包括众多知名西医也对其赞

不绝口。为此，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报道，

并将谭老太的“心脉重生”之法称为“中医搭

桥”，为心脏病治疗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高效的

捷径，让心脏病人在家就可治疗。

为了响应国家关爱老年心脏病患者的号

召，我省现决定免费发放这本价值 36 元的畅

销书。患者可拨打电话：
报名，《生脉活心》立刻免费送到您家，看完这

本书，学会方法，轻松在家治疗心脏病。本次

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我省仅限前 300名

报名患者。在此，特别感谢谭巧凤老中医

对本次公益赠书活动的捐赠与支持。

面对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炎、心肌梗死、心律不齐等这些心脏病，我们吃西药、住院、大把花钱；一旦病情恶化，做个搭桥、装个支架，
光手术费就要花好几万，不仅患者痛苦，全家都要时刻担心病人心梗猝死。您想要一种居家就能康复心脏病的新办法吗？

读百岁中医谭巧凤的《生脉活心》，200种心脏病家庭治疗办法，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紧急叫停心脏病终身服药，让你远离猝死、远离
手术台，在家治好心脏病。

学百岁中医新方法，《生脉活心》全国免费发放

紧急叫停心脏病终身服药

一学就会，教你不支架、不搭桥，
告别终身服药，多活30年！ 300本《生脉活心》免费送

在家治好心脏病

400-0356-999

特别声明
本次赠阅纯属公益性质，不收取书本费

用和邮寄费，全程免费，如发现工作人员在
赠书过程中收取任何费用，请拨打举报电话
400-0356-999。一经查实，举报有奖。

招聘发行员
因报纸发行需要，平顶山日报社发行部现面

向社会招聘发行员。条件如下：

1.身心健康，品行端正，吃苦耐劳，热爱发行事业。
2.年龄在20岁至45岁之间，男女不限。

报名地址：平顶山日报社发行部
电话：4962421 4965269

一年5000亿元科技支出去哪儿了？
我国科研经费投入巨大却罕见世界级的科研成果
两部委制定新规整治科研经费乱象，将组建专业机构管理科研项目

近日，多名院士、大学教授因陷科研经费
腐败丑闻被查，科技投入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热
议话题。根据全国政协的一份统计材料：2013
年，全国公共财政科技支出超过5000亿元，而
1978年这一数据仅为52亿多元，不到40年，我
国的财政科技投入增长了近100倍。

近年来，我国真正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大
师级的科学家还鲜有出现。那么，巨大的科技
资金到底流向了何处？

由科技部、财政部共同起草的《关于深化中
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
案》即将发布实施。《方案》提出，政府不再直接
管理具体项目，而是通过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
管理平台宏观统筹，具体依托专业机构来管理。

“碎片化”“聚焦难”
令科研资源利用效率低

天河系列高性能计算机、探月工程、蛟龙
号深海载人潜水器……改革开放以来，863计
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科技
计划等取得了一大批举世瞩目的成果。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年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的产出与国家发展的要求相
比还远远不够，突出表现在科技计划碎片化
和科技项目取向聚焦不够两个方面。”科技部
科研条件和财务司司长张晓原说。

张晓原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各种科研
计划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分别由不同的部
门管理。各部门之间缺乏互相沟通协调，由
于计划的多头管理，各部门通气不够，条块分
割造成资源配置碎片化，导致科研项目聚焦
不够，项目多头申报。

2014 年上半年，中央巡视组在对复旦大

学的专项巡视中发现，该校科研经费管理使
用混乱现象突出：经核查，2008年至2013年，
复旦大学有 25 个项目在同一时间多渠道申
请获得资助，属于重复申报课题。而业内人
士表示，类似的情况在各家大学和科研机构
内均不同程度存在。

资源配置“碎片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是科研项目目标聚焦不够。科技部社会发
展科技司副司长田保国介绍，以当前社会各界
高度关注的大气污染科研项目为例，就存在重
复交叉问题：自身部门已经立项的和即将立项
的重复，各个部门之间也存在重复立项的问
题。原先至少有8个部委参与、193个立项，其
中很多是重复立项，经整合后去掉18个项目。

根据财政部的统计，近8年来，我国科技
研发资金投入已经接近3万亿元。而与此相
对应的是，学术成果和技术创新并不尽如人

意。在基础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和共性关键
技术研究领域，我国和世界科技强国差距明
显：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不到科研支出
的 5%，远低于创新型国家 15%以上的比例。
不用说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等国际重要科
研奖项屡屡失之交臂，即便是写出了数量不
少论文的科研成果，其质量也不容乐观：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统计显示，我国每篇
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平均 6.92次，而这
一数据的世界平均值为10.69次。

科研经费“跑冒滴漏”流失严重

近年来，不少人把科研经费当做“唐僧
肉”，“跑冒滴漏”严重，甚至有人想方设法中饱
私囊。那么，巨额的科研经费是如何通过层层
审计监管，最终被人贪腐流失的呢？记者对近

期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梳理：
虚列劳务费用——2010年9月至2011年6

月，曾任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院长的宋茂强
利用审批和分配科研资金的职务便利，伙同他
人，以虚列劳务人员名单的方式，将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中央财政资金68万元私吞。

收集发票冲账——原山东财政学院“微山
旅游规划”和“傅村镇旅游规划研究”课题组，
以差旅费名义分37次报销各地到佳木斯的单
程火车票1505张，金额28.36万元。

借壳套现——浙江大学原水环境研究院
院长陈英旭，利用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苕溪
课题”总负责人的职务便利，采用编制虚假预
算、虚假发票冲账，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国
拨科研经费900余万元冲账，划拨到自己实际
控制的“壳公司”账户上。

依托专业机构管理科研项目

张晓原表示，此次改革将明晰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政府重点支持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
源的公共科技活动，对其他量大面广的、企业
自主的项目以普惠性政策和引导性为主的方
式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和成果转化。

张晓原表示，将组建一批专业化项目管理
机构，通过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受理
项目申请，组织项目评审立项、过程管理和验
收。

通过建立由科技部门牵头，财政、发改等
相关部门参加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
联席会议，共同制定议事规则，负责审议科技
发展战略规划、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布
局与设置、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委员会的设
立、专业机构的遴选择优等事项。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