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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双创”需要耐心和专业
郑惠强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国

内逐步掀起了新一轮的创业热潮。同时，
诸如创客威客、 众包众筹等新兴创新范

式的集中涌现，开启了“创新 2.0”时代的

大门。 在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双重驱

动下，中国的“创业号”列车正高速行驶

在快车道上，并且还将不断提速。

创业类大赛要防止“一窝蜂”
随着各级政府持续助力，全国各地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势头发展迅猛。 无

论是在大学校园内， 还是产业园区中，抑
或是电视媒体上，各种创业创新类的赛事

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类创意秀和路演

活动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
举办各类大赛营造创业创新氛围本

身无可厚非， 但 “一窝蜂” 式的上马，
不仅让人应接不暇 ， 而且可能 对 “双

创” 产生副作用。
首先， 创业类大赛数量过多， 留给

创业者思考的时间不足 。 据不 完 全 统

计 ， 2015 年由各级政府组织面向全国

范围的创业类竞赛活动达 49 场 之 多 ，
而 2016 年 前 11 个 月 则 已 突 破 58 场 ，
意味着平均每周就有超过 1 场全国性的

创业大赛鸣锣开赛； 其次， “同质化”
活动面临专业聚焦度不足和 “创客” 黏

度不高的尴尬。 虽然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赛、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等在赛制设计中

区分了行业领域， 但仍有不少大赛活动

既不限主题也不限行业领域， 只要是报

名参赛的项目都可以同场竞技。 这导致

了比赛的专业竞争 “深度” 不足， 在比

赛 “曲终人散 ” 后也很少再有 “回 头

客”； 第三， 一些比赛过分强调形式和

表演， 忽略了对内容和技术的关注。 目

前 ， “双 创 ” 比 赛 的 形 式 大 都 采 用

“台上项目路演， 台下评委打分” 的套

路， 由行业专家或者天使投资人组成的

评审团队来判断项目高低。 比赛舞台的

布景酷炫无比 ， 参赛者们个个 西 装 革

履、 演技十足， 夺人眼球的外在形式往

往盖过了项目本身的技术性和专业性。
创新和创业都需要一定时间的孕育

过程， 无法一蹴而就。 创意思考需要时

间， 点子转化成现实需要时间， 而实践

中的打磨提炼更需要时间。 因此， 应该

多留点时间让创新创业者脚踏实地耐心

思考， 而不能将创业大赛变成 “秀场”。

营造尊重原创的社会氛围

目前， 一些公众对知识产权和原创

作品的尊重意识并不高， 而创新创业大

赛或多或少会带来些名利诱惑， 创业者

若抵挡不住诱惑而让创意“早产”，则会

引发被抄袭和模仿的风险。 当初马云启

动 C2C 项目（后来的淘宝）时，就要求绝

对保密，不仅对外不宣布，即便在公司内

部，也要把知情人数压到最低，并且与项

目参与者签订严苛的保密协议， 这都是

为了保护孱弱的创意“幼苗”。

对此， 政府有关部门应适当控制创

业大赛的数量， 避免许多好的创意和项

目“见光就死”。同时，不断完善知识产权

的法治环境，营造尊重原创的社会氛围。
例如， 在学校中开设知识产权内容的课

程， 从小教育学生 “原创光荣， 抄袭可

耻”；在高科技园区和高技术企业集聚区

内定期开展法制讲座， 加大对原创精神

的宣传推广和对侵权案例的警示教育，
将“乐于抄、勇于抄”的风气扭转为“羞于

抄、害怕抄”。

比赛管理须精细化专业化

近年来， 不少社会闲散资本缺乏有

效投资渠道， 一部分人将创业创新作为

保值增值的潜在出路。 由于不少大学生

创业比赛专业性门槛很低， 给了少数投机

者可乘之机。 一些年轻人出于 “一夜成名

暴富” 的心态， 将上市圈钱和被收购退出

作为创业的初衷， 为了结识更多投资者，
带着创业不久的公司到处参赛 ， 堪比相

亲。 这种做法， 既不符合追求卓越、 精益

求精的 “工匠精神”， 最终也将导致社会

资源的浪费。
因此， 政府有关部门在策划办赛时应

当避免粗放式的管理， 提高比赛管理的精

细化和专业化程度。 提倡在高校内或者专

业相近的高校之间摆擂台， 吸引 “极客”
“技术宅” 们自发开展技艺切磋。 针对技

术交流活动， 给予一定的政策鼓励和资金

资助。 例如， 可以利用现有的校园场地、
众创空间和孵化器等， 为学生或者创业者

提供免费的交流场所。 对于创客活动， 应

当多支持、 少主导。 把舞台交还给技术爱

好者， 尽量让他们多发挥作用。 不能为了

追求声势和热闹， 而忽略比赛的专业性。

让“双创”活动更加亲民

如何优化“双创”活动形式，美国的经

验可资借鉴。 1975 年，一群狂热的电脑迷

在美国加州组成一家名为“家酿”的计算机

俱乐部。“极客”们定期聚会切磋，在台上

炫技的和在台下观斗的， 都是同一个领

域的“技术宅”们。没有评委打分，也没有

投资人“过堂”。 就是在这种看似简陋的

形式和轻松的氛围中， 乔布斯展示了其

第一台苹果电脑， 当场被隐匿在台下观

众中的投资人相中。
政府部门在 组 织 创 业 创 新 大 赛 等

“双创” 活动时， 不妨借鉴美国 “家酿”
俱乐部的活动形式 ， 更加注重 形 式 的

“扁平化” 和 “简单化”， 拉近台上台下

创业创新者之间的距离， 确保交流活动

的参与者和观摩者都是专业的 “技术圈

内人士”。 同时， 不必专门邀请 “高大

上” 的评审嘉宾， 刻意营造出创业导师

和学员间的等级关系， 更不能用政府专

项资金评审方式的 “旧瓶” 去装创业创

新项目的 “新酒”。 所谓 “技艺有高下，
创新无贵贱”， 要让参与者感受到， 活

动主要比拼的是创业创新者脑中的创意

和手中的技术， 而不是他们的衣着、 财

富和社会地位。 别让那些西装笔挺、 高

高在上的评委导师吓跑了满怀创新思想

的学生和创业者们， 毕竟后者才是 “双
创” 活动的 “主角”。 如此， 才能让活

动的参与者们心无旁骛， 以放松的心态

一门心思扑在项目和技术上。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 民盟中央

副主席、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让“国家账本”更公开更透明
樊芸代表与“转移支付”较上劲———

她， 一袭鲜亮的衣裳、 说话语速超

快。 要是审议预算报告， 她可以抽丝剥

茧，就这一“国家账本”提出专业性意见

建议；要是谈民生热点话题，她会做足功

课，三言两语直击“要害”……
这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全国人大

代表，就是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

樊芸。 履职近十年，她的敢于直言和锲而

不舍诠释着人大代表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追问“转移支付”
每年全国“两会”，樊芸总会抓住预

算草案及报告的重点， 谈她熟悉的财政

预算话题。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

表团全团审议，樊芸在现场作《深化财税

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审

议发言，向总书记反映人大财税立法权、
中央专项转移支付不够公开透明、 地方

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等五大问题。 这是

樊芸第一次和“转移支付”较上劲，也让

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2015 年初，全国人大初审预算报告，

樊芸成为参加初审会的 9 位全国人大代

表之一。会上，樊芸翻阅预算资料发现，占
中央财政收入近三分之一的转移支付中，
有 1.5 万亿元没有申报单位。 于是，她又

向财政部部长提出了疑问。
为什么要盯着转移支付？ 目的其实

是要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让“国家

账本”更公开、更透明。“我知道这本账的

公开透明不可能一蹴而就， 总有一个过

程， 这几年的专项转移支付增长率已经

减少了百分之十几。 ”樊芸说，“今后，我
还将继续关注转移支付相关问题， 还要

继续追问。 ”

“多产”背后的功底

今年 3 月 5 日 上 海 代 表 团 全 团 审

议时 ，她在财税结构改革之外 ，还专门

谈到“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建议

明确中央监管部门事权和执行力，尽快

适应金融混业监管需要，做到监管无缝

衔接。
翻看这些年上海团代表提交的议案

和建议，樊芸堪称“多产”。 2013 年，作为

召集人之一， 她参与在沪全国人大代表

的专题调研，课题是当时大热的电子商

务 。 调研中 ，樊芸发现 ，传统商法难以

解决电子商务引发的新问题，包括计算

机网络通信记录与电子签名效 力 的 确

认等，都需要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

来进行规范。 最终，调研成果通过一份

《关于促进电子商务立法》议案提交全国

人大。
前些年， 外资企业在与中国企业合

作时， 常常利用其垄断地位向中方强加

一些霸道条款，因而饱受争议。为了搞清

楚反垄断法究竟有哪些不足 ， 樊 芸 在

2014 年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花了近十

个月深入了解企业需求， 还专程到北京

和有反垄断职能的国家发改委、商务部、
国家工商总局相关人士座谈。当时，正值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 在调研基础上，樊芸于 2015 年执

笔撰写了《关于修改反垄断法》议案提交

全国人大。这份议案被列为当年议案，引
起各方高度关注。

“人大代表想提出高质量的审议意

见，必须要有积累、有功力。”交流起履职

心得， 樊芸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民主

政治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特长， 这让我

对履职这件事非常钟情。 ”

关注民生提出前瞻性建议

为了使自己 提 出 的 建 议 具 备 前 瞻

性，樊芸总会关注一些民生热点，提前做

足功课，“不打无准备之仗”。
“近年来，一些搜索引擎为网民提供

了便捷服务，但也存在一些错误、虚假的

信息乃至侵权的信息。 即使运营商收到

投诉， 删除信息可能也还需要等上好几

天。就在这个过程中，点击量呈几何级数

上升，在网上形成了词条，严重损害了当

事人的名誉。 ”今年，樊芸把目光投向互

联网侵害个人隐私的乱象， 她讲述的情

况让现场不少代表感同身受。
“这些情况前几年处理过一些，但愈

演愈烈。为什么得不到遏制呢？就是因为

信息运营商只管发布信息———它以 ‘平
台’为由，不承担法律责任。 ”在她看来，
互联网不能成为法外之地， 监管部门应

当对搜索引擎的页面内容予以规范，建

立相应的“负面清单”；同时，必须有错必

究，对错误、虚假信息，运营商要及时删

除，删除不了的词条要屏蔽相关搜索。
樊芸表示， 特别要加快对个人隐私

保护权的立法。 运营商对于涉及个人隐

私的网络文章、 网络词条需要承担法律

责任，“监管部门不仅要向本地搜索运营

商提出要求， 还要向国家网信管理部门

以及相关部门反映协调侵权问题， 使公

民合法权利得到有效保护”。
（本报北京 3 月 13 日专电）

匾额高悬亦能产生持久文明导向
高丽朴代表建议加大保护“中华匾额”文化力度并启动申遗

“优秀匾额集中国历史之思想、制
度、艺术、物质文化诸精华于一身，在民

族成长进程中，曾对社会生活广泛发挥

主流价值观教化的作用，是中华民族的

文化瑰宝。”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

大代表、北京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

研究员高丽朴发出倡议：尽快启动“中

华匾额”申遗工作，保护并传承好独具

特色的匾额文化。

匾额承载着国人坚守的
信仰、名节、担当

匾额，又称扁额、扁牍、牌额，以其

多变的式样、 高度艺术化的书法艺术，
与建筑相互辉映、和谐统一，成为建筑

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匾额与中华文化神、 魂、 道相融

共生， 承载着国人坚守的信仰、 名节、
担当， 形态上又辅以恢弘大美的 ‘榜

文’ 书法， 居华夏文明重器高位。” 高

丽朴介绍， 正是因为匾额在中华文化

中的特殊地位， 至今仍被党和政府于

盛事中视作 “重礼”。 2015 年 ，中央代

表 团 先 后 在 西 藏 自 治 区 成 立 50 周

年 、 新疆维吾 尔 自 治 区 成 立 60 周 年

庆祝活动中赠送贺匾 ：习近平 总 书 记

题 词 的 “加强民族团结 建设美丽西

藏” 金匾、“建设美丽新疆 共圆祖国梦

想”红匾。
高丽朴认为，这些足可彰显匾额以

其文化的庄重履行着神圣使命， 而匾额

文化的振兴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将产

生显著有效的积极作用。

匾额文化如今正深陷谷
底并缺乏保护

然而，近现代内外战火的摧残以及

其他一些因素， 使得匾额文化深陷谷

底，在岁月中衰微。 高丽朴在调研中发

现 ，现在识匾 、懂匾 、喜匾环境日趋恶

化，有匾、存匾、用匾群落锐减。

“残存的历史匾额，多碎片状存在

于文物建筑、博物馆单位、部分收藏者

手中。现在，制匾挂匾于政府空间、公共

设施、文化机构或居民家庭，已是小概

率现象。”高丽朴感慨，除了活在古装影

视作品之中， 曾经遍布城乡的匾额文

化，基本淡出民众日常生活，进而影响

到楹联等的存续。
“要对匾额文化的保护工作进行顶

层设计。 虽然近年来党和政府日益重

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但有

关部门对匾额文化保护重视不够、 认

识不足， 对匾额文化保护工作没有系

统研究 、 部署和相应规划 。” 高 丽 朴

表示， 现在除了故宫、 颐和园等文物

建筑群以及国博、 军博、 首博等文史

机构外， 匾额主要由一些民间收藏爱

好者自发收 藏 ， 由于收藏力量有限 ，
一些珍贵匾额得不到及时保护， 十分

可惜。

摸清底数加大宣传启动
匾额文化申遗

“中国是匾额文化的母国和高地，
重视匾额文化保护工作责无旁贷。 ”高
丽朴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大对匾额

文化收藏与保护工作的系统研究，制定

有利于发掘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历史匾

额的主题政策，形成科学阐发、积极利

用、 教育传播匾额文化的专项规划，动
员社会各界力量，摸清历史匾额家底与

现状，在此基础上形成内容分类、统一

抢救修缮保管等大局规则，为合理利用

文物奠定前提。
在她看来， 优秀匾文字字有出处、

词词有典故，适宜用各族人民喜爱的形

象方式来传播文明，面向青少年和各类

人群讲好“中国故事”。 她建议，国家有

关部门应安排组织社会科学界、史学与

国学高校团队，以研究、教学等多种方

式参与古匾的整理考证工作，深入挖掘

匾额文化的历史精髓；教育部门应精选

优美典雅深刻的名人匾文楹联，让青少

年了解匾额，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代

代相传。
“政府还应带头加大匾额文化在现

实生活中的运用，让高悬的匾额、寓意

深远的匾文产生持久的文明导向和影

响。更重要的是，通过匾额文化重兴，可
以同时带动楹联、民谚、谜语等非遗文

化分支的重振。”高丽朴说，作为匾额文

化母国与辉煌地， 面向世界正本清源、
完整介绍相关知识与历史， 责无旁贷，
迫在眉睫。 她建议，尽快启动匾额文化

申遗工作，将申遗工作列入今年《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重点项目，
明确牵头部门，成立专门团队，尽快制

定实施方案 ，统筹人 、财 、物等相关力

量，迅速开展工作。
（本报北京 3 月 13 日专电）

创新和创业都需要一定时间的孕育过程，无法一蹴而就。 创
意思考需要时间，点子转化成现实需要时间，而实践中的打磨提
炼更需要时间。 因此，应该多留点时间让创新创业者脚踏实地耐
心思考，而不能将创业大赛变成“秀场”

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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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匾文字字有出处、 词词有典故， 适宜用各族人民喜爱的形象方式来传播文明， 面向青少年和各类人群讲好

“中国故事”。 图为甘肃武威文庙中由历代进士题写的匾额。 图/视觉中国

“基因天书”需要他们来解读
中科院院士贺林委员建议重视“遗传咨询师”职业发展

假使有一本道出天机、 助人趋利避

害的“天书”，怎能缺少读懂它的人？全国

政协委员、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贺林在全国“两会”期间递交提案，建

议国家对“遗传咨询师”这种新职业加大

支持力度，让能读懂“基因天书”的人更

多更快涌现，助力“健康中国 2030”。
好莱坞女演员安吉丽娜·朱莉通过

提前切除健康乳腺以规避乳腺癌风险的

故事广为人知。 朱莉的这个令人惊叹的

决定正是在遗传咨询师的建议 下 完 成

的。 遗传咨询师扮演了为朱莉解读 “天
书”的角色，他们就像桥梁，连接起基因

诊断和遗传治疗。
贺林说， 人所有的基因虽然只包括

4 种碱基，但通过几十亿次排列组合，形

成了一部大书。基因造就了“千人千面”，

其差错决定着罹患某种疾病的概率。 在

基因测序仪等工具读取 “天书” 字句之

后，如果没有遗传咨询师的“翻译”，我们

拿到手的几乎是一大堆数据垃圾。
通常来说， 基因检测与遗传咨询的

过程， 包括生物样本获取、 基因测序、
数据解读、 报告签发、 与患者沟通解释

等。 在完成测序后的绝大多数环节， 都

需要训练有素的遗传咨询师参与。 实际

上， 在采血和测序前， 遗传咨询师还需

要详细了解患者症状、 疾病家族史， 绘

制出基因家族谱系， 分析疾病的代际传

递规律， 从而对 “测什么、 怎么测” 给

出建议。
目前， 我国的遗传咨询服务大都由

一般临床医生提供。贺林说，他们往往缺

少遗传知识背景和系统训练， 解读基因

密码的能力极为有限。 一位合格的遗传

咨询师必须经过专业培训， 具备丰富的

知识和经验，以及熟练的沟通技能。
基因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 过去 15

年中，很难找到另一个产品，其价格的下

降可以与基因测序相提并论。贺林说，全
球基因检测设备巨头宜曼达公司几周前

宣布， 其新款测序仪能在 1 小时内完成

单人全基因组测序， 价格可低至 100 美

元———在 2001 年， 该成本还是 1 亿美

元。 100 美元的全基因组测序，意味着一

个“人人都拥有自己基因序列”的时代即

将到来。
除了预防肿瘤等疾病， 基因检测对

预防出生缺陷也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贺

林说，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产妇平均年

龄上升，出生缺陷概率有提高的可能性。
为了让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策略”更好

发挥作用，关键要靠产前基因检测，这就

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遗传咨询师。
贺林说，美国、加拿大等国在三四十

年前就已设置了遗传咨询师的 职 业 岗

位，建立了完整的管理体系和培训体系，
大大降低了遗传病发病率或出 生 缺 陷

率。但在我国，目前遗传咨询师这一职业

还未得到官方认可，培训体系严重不足。
贺林目前是中国遗传学会遗传咨询

分会主任委员，从 2015 年开始，经国家

卫生计生委审批认可， 该学会尝试培训

遗传咨询师，已培训 2000 人左右。 但据

贺林估计，中国需要至少 10 万名遗传咨

询师， 仅靠学会的力量显然无法填补如

此大的缺口。贺林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承

认遗传咨询师的职业地位， 为其设计职

业晋升通道， 并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

加大培训力度。
（本报北京 3 月 13 日专电）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本报特派记者 唐玮婕

履职近十年，樊芸（左）的敢于直言和锲而不舍诠释着人大代表应有的责任和

担当。 本报特派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