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国内 广告

重庆贵州两省市党委
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日前，中

共中央决定： 孙政才同志不再兼任重庆

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陈敏尔同志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

书记，不再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常委、委

员职务；
孙志刚同志任贵州省委书记。

松绑职业资格 激发市场活力
江西省德兴市银鹿宾馆服务员汪细

雯因为学历较低，考资格证书又难，过去

只能到小餐馆洗碗洗菜。“现在取消了餐

厅服务员这个职业资格证书， 我也有机

会到高档酒店就业了，收入高了不少。 ”
汪细雯说。

２０１４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全面深

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放管服”改

革重大决策部署， 已先后分七批取消了

４３４项国务院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

和认定事项，削减比例达７０％以上。 职业

资格改革降低了就业创业门槛， 激发了

创业创新潜能，有效支撑了就业需求，取
得了一举多得的显著成效。

职业资格须与时俱进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

表示，职业资格制度自建立以来，在推动

人们学习技术、钻研业务、提高技能方面

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尤其是准入类职

业资格，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

设置，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食品安全等

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 职业资格制

度存在三大突出问题：一是过多过滥，职
业资格制度实行以后， 由于缺少一个大

的框架设计， 使得很多地方和行业协会

设置了不少职业资格， 而且存在重复交

叉问题；二是有些组织、协会、学会在实

施职业资格制度的过程中， 监督管理上

做得不够好，职业资格考试和培训分离、
鉴定和培训分离做得还不够； 三是有些

职业资格是水平评价类的， 但是有的地

方把它作为准入类的。 一大批职业资格

认定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
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说，取

消不必要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为大中专毕业生和广大农民工顺利就业

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也让他们能够

更加专心地做好本职工作，发挥才干。

坚守改革成果打击“挂证”乱象

为了防止已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

认定事项“死灰复燃”，福建、湖北、河南

等地按照人社部 《关于开展减少职业资

格许可和认定工作“回头看”的通知》要

求，制定专门工作方案，建立责任到人、
层层督办、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同时部

署开展全面自查，积极整改发现的问题，

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巩固改革成果。
文化部、水利部、农业部、质检总局

等部门也进行了专题研究部署， 确保职

业资格许可和认定清理到位，防止反弹。
同时，针对一些拥有注册建筑师、执

业药师等资格的人将职业资格证“出租”
出去牟利的现象， 人社部将其作为推动

“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督促

推动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 同时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挂

证”需求开始缓解。 一方面，人社部会同

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考试，２０１６年共有２００多万人取得

各类职业资格证书， 有效增加了人才供

给总量。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按照“放管

服”改革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改革企业

管理模式，减少了“挂证”需求。

三方合力畅通人才发展通道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取消职业资

格并不是取消岗位和职业标准，而是改由

企业、行业组织按照岗位条件和职业标准

进行管理，自主实施评价，政府部门仍将

加强职业标准和评价规范的制定工作。
目前， 人社部门正抓紧完善技能人

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政策， 并做好与职

业资格的衔接， 让不同职业技能等级的

人才能够享受到相应的职业培训、 技能

鉴定、就业创业补贴等，搭建技能人才职

业发展通道。
近日， 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 决定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实行清单式管理， 通过取消、 合并等，
再减少一批职业资格， 将剩余的职业资

格列入目录， 目录清单接受社会监督，
保持相对稳定， 实行动态调整。 目录之

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 目录

之内除准入类职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

业创业挂钩。
专家认为， 这必将推动职业资格制

度更加健康有序发

展， 进一步激发市

场和社 会 活 力 ，释

放各领域干事创业

潜能。
徐博 丁小溪 王菲

（新华社北京７
月１５日电）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7 月 16 日 星期日4 编辑/王 鹏

为何还要书写丁玲
蒋祖林著《丁玲传》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为 作 家 丁 玲 所 作 的 传 记 有 多 少

种？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凭借

图书馆资料的统计是：近20种。既然如

此之多，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丁玲

传》，新意又在哪里？ 日前，该书的出版

座谈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诸学者

对此作了探讨。其新意与作者蒋祖林的

身份不无关系。蒋是丁玲与胡也频的儿

子，今年已是86高龄。之所以姓蒋，是随

母姓，丁玲原名蒋伟。 蒋祖林从工程师

岗位退休之后，将工作重心转移至丁玲

研究，协助举办了《丁玲创作与生平展

览》，出版了《丁玲影集》《丁玲全集》，著
述了《我的母亲丁玲》，如今又捧出一部

长达48万字的《丁玲传》。
蒋祖林在该书的后记里写道：“母

亲丁玲曾说：‘我要告诫我的子女，我

死以后，你们可以纪念我，也可以写文

章，如果你们觉得有话说的时候。但千

万不要吹牛，不要无中生有，不要把白

的写成黑的。 ’我遵母训，力求写出一

本事实准确、内容详实的丁玲传记。”
蒋著《丁玲传》对丁玲先祖、出生年月、
代表作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出版背

景、 与沈从文关系等进行了新的考证

和史实补充。

读出三种感受 ： 亲情
感、史实感、传承感

贺桂梅评说了她所阅读的近20种

丁玲传记的各自特点：王中忱、尚侠合

著的《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在新时

期开启了对丁玲创作、生平、精神历程

作系统研究的先河；丁言昭的《在男人

的世界里———丁玲传》关注了丁玲的性

别身份；周良沛的《丁玲传》偏重对档案

材料、历史事件的爬梳；李向东、王增如

合著的《丁玲传》全面展现了丁玲作为

作家、女性、革命者的心路历程……
“蒋祖林的《丁玲传》，是一个可以

反复研读的文本。 ”中国丁玲研究会会

长、 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王中忱认为，
蒋祖林在传记里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是

对母亲充满无限深情的儿子，二是严谨

的研究者。 “我认为还有一重角色。 ”贺
桂梅补充道，“上世纪70年代起，他们母

子有深入交谈，留下了录音资料，是比

较独特可信的第一手材料。 ”蒋祖林的

第三种角色相当于记录者兼倾听者。
“丁玲的儿子”显然是蒋祖林最显

著的标签，但王中忱认为，他们不是普

通的母子关系，“祖林少年投身革命，
经历了革命风雨，他笔下的丁玲，不仅

融入了儿子对母亲的理解， 也有少年

革命者对前辈革命者的理解， 还有革命

者对中国革命文学的理解。 ”丁玲出狱后

被送到山西长治，她写给儿子蒋祖林的家

信最多、 最绵长。 丁玲秘书王增如举例：
1975年7月的一封信，丁玲写了8000多字，
8月的一封又写了5000多字。“丁老不仅把

祖林当作儿子，还当作完全理解她的知音

和可以帮她拿主意的参谋。 ”中国艺术研

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

涂武生说，读蒋祖林《丁玲传》可以读出三

种感受，即亲情感、史实感、传承感。

讲透三大问题：文艺与人
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

中国延安文 艺 学 会 会 长 陈 飞 龙 认

为，蒋祖林著《丁玲传》的特别之处还在

于讲透了丁玲特别关注的三大问题，即

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
丁玲几十年的创作始终坚持了 “文艺为

人民服务” 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观； 她用自己的创作经验告诉大家如

何扎根群众、反映生活；她认为作家头脑

里要有政治， 身体力行追求文学作品中

政治与艺术的统一。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中国丁玲

研究会名誉会长张炯分析了一代又一代

作者书写丁玲的原因：“她的悲壮曲折的

一生具有罕见传奇色彩，其个人历史折射

了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历史，阅读丁玲传

记不仅能更深入了解她的文学生涯和战

斗历程，也使我们从独特角度去了解中国

革命波澜壮阔、 艰苦卓绝的历史风云，了
解历史道路的崎岖和其中包含的宝贵经

验和教训。”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 、《文艺理论与批

评》 主编祝东力说：“我们之所以对21世

纪迷惘，部分原因是对20世纪存在许多困

惑，所以就让我们来阅读、研究丁玲这样

的作家。 ” (本报北京 7 月 15 日专电)

蒋祖林著《丁玲传》书影。

穿越500公里无人区

京新高速公路全线贯通

１５ 日 ， 随着京新高速公路内蒙

古临河至白疙瘩段、 甘肃白疙瘩至明

水段和新疆明水至哈密段三个路段的

联 动 通 车 ， 京 新 公 路 大 通 道 全 线 贯

通。 这意味着从北京到新疆的高速公

路全线贯通， 北京至乌鲁木齐的公路

里程缩短近 １３００ 公里。
京 新 高 速 总 里 程 约 ２７６８ 公 里 。

其中， 临白段 （临河至白疙瘩） 全长

９３０ 公里， 是我国里程最长的高速公

路项目， 位于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市

和阿拉善盟境内。 此外， 内蒙古境内

有近 ５００ 公里路段基本为无人区， 建

设条件非常艰苦。
图为京新高速临白段内蒙古巴彦

淖尔境内， 道路一侧是防沙网格 （7
月 14 日摄）。

新华社发

抢救广袤大地上的民间文学“遗珠”
（上接第一版）
五年来， 民间文学建设日益受到重

视和关注，“中国史诗 百部工程” 之外，
“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专题数据库建

设”“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专门史”“中华

多民族谚语整理与研究” 等民间文学研

究课题不断被列入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

目。 顺应时代新视野、新高度，民间文学

中的传统资源正在被更科学地记录、抢

救、整理、利用。

20亿字材料有待收集

民间文学续存民族文化记忆， 不间

断地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活力提供支撑。
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驻

会副主席邱运华看来， 民间文学为艺术

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是文化自信的

中流砥柱。 “观西方启蒙运动、 文艺复

兴， 每当文化处于低潮时， 艺术家们便

自觉地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 歌德的

《浮 士 德 》 就 是 如 此 。 在 中 国 ， 《诗

经》、 《楚辞》、 唐诗、 宋词造就的文化

‘高原’ 也有民间文学的积累。 民间文

学还是塑造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力

量， 它所蕴含的风俗习惯、 伦理观念、
价值观、 审美趣味等， 直接参与了当代

中国的人文精神塑造过程。”
从散落在田 间 地 头 到 成 为 国 家 经

典， 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学可谓路漫漫其

修远兮。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凝

聚着数代民间文艺家的心血。 潘鲁生和

邱运华详细地盘点了 “家底”： 自1984
年 启 动 编 纂 的 《中 国 民 间 故 事 集 成 》
《中国歌谣集成》 和 《中国谚语集成》，
通过拉网式普查整理出版90卷省卷本、
1.2亿字， 被誉为 “中国的文化长城 ”；
在前任主席冯骥才带领下， 中国民协于

2010年启动 “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

工程”， 积累了约18亿字的 “中国口头

文学遗产数据库”。
以此为基础， 近五年来， 抢救和保

护民间文学的步伐愈加稳健。 “我们判

断还有约20亿字材料等待收集， 计划用

八年时间， 形成一套10亿字、 1000卷本

的纸质版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和近40
亿字的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基 础 数 据

库’。” 邱运华说。

“活态传承”才能永葆活力

将民间文学列为国家经典并不意味

着束之高阁， 相反， 接地气、 聚人气才

是它最鲜明的特点。 中国民协国内联络

部主任侯仰军表示： “民间文化遗产融

入现实生活， 要成为老百姓日用而不觉

的必需品， 而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更不是市场的奴隶。”

在侯仰军看来， 一些民间文化遗产

与大众日渐疏远的根本原因是缺乏 “活
态传承”。 “以民间故事为例， 虽然我

国的民间故事浩如烟海， 但大家耳熟能

详的很有限。 《灰姑娘》 在中国几乎尽

人皆知， 可有多少人知道我国的民间故

事 《叶限》？ 它的情节比 《灰姑娘》 更

跌宕、 内涵更有深意， 且早在唐代就被

记录了下来。”
为使民间文学永葆活力并融入现代

生活 ， 潘鲁生表示 ， 民 协 将 编 纂 “中

国 民 间 文 艺 乡 土 教 材 ” ， 发 掘 地 方 特

色 ， 编纂童谣 、 民间故事等民 间 文 学

读本 ， 推动建立涵盖各年 龄 段 和不同

需求的民间文艺国民教育体系， 还将实

施 “民间文艺回归乡土计划”， 修复民

间文艺生态。
（本报北京7月15日专电）

生物人工肝有望实现产业化
（上接第一版） 它就像一个小型肝透析

机， 在透析过程中， 不仅对血液有解毒

功能， 还能为肝脏补给营养， 促进患者

肝细胞再生， 恢复正常肝功能。 此外，
生物人工肝具有费用低、 操作简便等优

点。 但人源细胞来源的难题， 限制了生

物人工肝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2011 年 ，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

细胞研究所惠利健团队， 在现有生物人

工肝研发的基础上， 对种子细胞进行改

进， 采用人源性肝样细胞作为生物反应

器中的种子细胞， 构建生物人工肝。 由

于该技术利用的是来自于病人自身的细

胞， 可避免免疫排斥反应， 也更容易被

患者接受。 去年， 研究人员采用自主研

发的新型生物人工肝支持系统治疗了一

位重症肝病患者。 到目前为止， 已有五

例患者接受该系统治疗后， 明显好转，
无任何不良反应。

14 日，经过半年多的筹备，获得该技

术全球独家使用许可的上海微知卓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在嘉定区建成国内首条人

源性生物人工肝临床研发生产线。该生产

线将于下月投入运行， 预计年产量可达

300 到 500 份，大约可满足 200 多位患者

临床需求。 如果一切顺利，预计产品将于

三到五年内投放市场，让更多患者受益。

党员带头，“用心服务”获赞
（上接第一版）在线下， 他们不定期组织

开展问卷调查， 针对小长假、 黄金周、
暑运等高峰时期旅客需求 ， 有 针 对 性

地收集旅客反映 ； 所有收集到 的 意 见

建 议 都 纳 入 虹 桥 站 旅 客 需 求 问 题 库 。
党 总 支 还 每 月 组 织 召 开 一 次 讨 论 会 ，
对各类意见建议进行专题研究 ， 并 提

出改进措施。
不少旅客意见直接推动了服务的优

化。 例如，为了方便旅客网络购票，他们

在车站设置了两处互联网购票e站；在候

车区设置了常温直饮水； 在母婴室增设

了洗手池；在爱心区增设了报架；在虹桥

站主进站口西进厅增设了迎宾服务第一

岗……
“以前旅客来到虹桥站，第一印象是

太大，找不到方向。 现在标识、服务等软

硬件跟进，旅客都觉得方便。”许慧玲说。

用心打磨服务品牌

“用心服务、 崇尚细节”， 是虹桥

站众多党员推崇的服务理念。
在原有 “七彩虹桥” 雷锋服务站的

基础上， 虹桥站组建了 “心尚” 服务工

班并创建了品牌工作室， 在各岗位公开

招聘选拔22位优秀客运人员组成一支年

轻、 敬业、 专注的服务团队， 分布在服

务台 、 爱心区 、 品牌工作室等 重 点 岗

位， 为旅客提供问询、 遗失物品受理和

重点旅客候车、 接送车等服务。
陆秀梅是 “心尚” 服务站的一名客

运员。 在客运服务工作中， 陆秀梅时时

留心， 处处留意。 对旅客曾经问询过的

问题进行细致汇总， 形成快速解答问询

的 《旅客问答手册 》， 时时翻阅记忆 ，
遇到类似问题便能快速回答 。 “问 不

倒” 的美名便从此在虹桥站传开。 秉承

“以服务为宗旨、 待旅客如亲人” 的服

务理念， 陆秀梅制定了 “七心服务法”，
即： 问询服务贴心、 信息服务用心、 特

需服务爱心、 细微服务细心、 招领服务

热心、 搬运服务尽心、 应诉服务耐心。
陆秀梅的亲力亲为影响着周围一大

批同事。 综控台的 “80后” 党员杨真，
每天处理上千条列车开行信息的核对和

旅客寻人信息播报， 遇列车晚点时， 更

要时刻关注列车情况， 多方协调， 临时

变更检票口和站台， 密切关注旅客乘降

的组织。 春运期间， 虹桥站单日到发列

车最高达668列， 大客流下各类突发事

件和旅客求助信息骤增， 杨真主动留下

来加班 ， 当班时间一刻不离 紧 盯 显 示

屏， 确保不出纰漏。
“守住小小的综控台， 让旅客顺利

回家。” 杨真说， 党员带头， 才能带动

职工更好地为旅客服务， 为虹桥站赢得

更多旅客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