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攬博士後 資助增至30萬
當局出台納賢新規 鼓勵科研創新創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深圳報道）有內地創新第一

城市之稱的深圳，在吸引人才方面再出招，大幅提高對博

士後的資助。根據最新出台的博士後資助資金管理辦法，

博士後流動站和工作站資助標準由50萬元（人民幣，下

同）提高到80萬元，創新基地資助標準從原來的20萬元

提高到50萬元。出站留深博士後，深圳市財政給予的科

研資助從10萬元大幅上調為3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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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俊任浙江代省長

除上述「漲錢」外，對設站單位、
創新基地開展博士後工作期間的

日常經費也給予補助，補助標準為每招
收一名博士後人員補助5萬元。至於在
享受此待遇的時間方面，今年1月1日
後出站的博士後可按照本辦法規定的標
準申請科研資助，出站時間認定以博士
後管理部門開具的《博士後研究人員分
配工作介紹信》的落款日期為準。

在站博士後逾千人
統計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共
有博士後設站單位247家，其中博士後
科研流動站4家、博士後科研工作站
105家、博士後創新實踐基地138家，
在站博士後研究人員1,192人。
深圳人力資源保障局聯合深圳財政委

日前出台《深圳市博士後資助資金管理
辦法》，作為此前出台的《關於促進人
才優先發展的若干措施》的配套文件之
一。按該《管理辦法》，在深正常開展
博士後培養工作的博士後科研流動
站、工作站及經批准設立的創新基
地，深圳市財政給予一次性資助，主
要用於補貼申報單位為開展博士後科

研工作而購置的設備、儀器及軟件資
料等支出。博士後設站單位、創新基地
在科研方面予以相應配套投入，購置用
於科研工作的設備、儀器及軟件資料等
價值一般應當不少於100萬元。

生活補助提前發放
據介紹，此前規定在站期間完成中

期考核和期滿考核合格的博士後研究
人員發放每人每年12萬元的生活補
助，總額不超過24萬元。現新辦法
中，調整為完成開題考核和中期考核
合格，即可申請每人每年12萬元的生
活補助，申請時間提前近一年。
此外，在站博士後生活補助增加發

放批次，隨時受理，每季度發放一
次。對博士後出站選擇留深圳從事科
研工作，且與深圳企事業單位簽訂3
年以上勞動合同的出站博士後人員，
深圳市財政給予的科研資助
從 10 萬元大幅上調為 30 萬
元，用於出站博
士後科研投入
或創新創業前
期費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山東
報道）山東省正式啟動「169」文化
精準扶貧行動，3年內至少將投入
7.8億元（人民幣，下同，約9億港
元）文化扶貧資金，編制「1」張全

省文化精準扶貧地圖，幹「6」件實事，
建成「9」項工程，惠及7,000多個村莊。
另據介紹，今年山東六成貧困村都將建綜
合性文化活動室，培育壯大非遺生產性企
業吸納貧困村人口創業就業。

扶貧地圖覆蓋七千貧困村
據介紹，山東省文化廳官方網站建設涵
蓋全省17個市、129個縣區7,005個貧困村
的文化精準扶貧地圖，每個村採集101項
數據，實現貧困村無遺漏、全覆蓋，做到
「四個標註」。除了標註貧困村的具體地
理位置，還能標註貧困村及貧困村周邊的
文化企業、文化產業園、非遺項目、文化
院團等文化資源，以及村民現有文化基礎
條件、文化需求項目，每個貧困村文化扶
貧工作進度情況也會通過網站展現出來。
計劃於6月底前實現上線試運行，8月底前
初步實現數據自動生成分析。
山東貧困村還將享受六大福利，分別是
加強貧困村文化設備購置、優先補助貧困
地區村綜合性文化活動室建設、推進基層
數字閱覽室服務站點建設、重點向貧困村
及貧困地區福利機構送予演出活動、大力
支持貧困村文化活動建設以及為貧困村配
備可攜式拉桿音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珈琳瀋陽報道）與瑞士日內瓦
國際發明競賽展、紐倫堡國際發明競賽展齊名，世界三大
發明競賽展之一的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競賽展近日迎來第
31屆展會。中國代表團憑受邀參展的遼寧省東北大學信息
科學與工程學院電氣自動化研究所張化光教授、閆士傑副
教授等發明的「模塊化永磁同步電機的智能自適應控制系

統」項目，首次斬獲工業裝備行業領域金獎。
位於瀋陽市的東北大學此次共有4個項目受邀參展，並最終獲得

匹茲堡國際發明展工業裝備行業金獎一項、IFIA（發明者協會國
際聯合會）特別金獎一項、匹茲堡國際發明展優秀金獎兩項、韓
國國家特別獎一項。

車俊小檔案
1955年7月生，安徽巢湖人。
曾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河北省委常
委、政法委書記、組織部部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正部
級）、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成員（2010年9月明確為正部級）、中國
新建集團公司董事長；第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屆中央委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浙江報
道）浙江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
會議日前在杭州舉行。會議決定，接受
李強辭去浙江省省長職務，任命車俊為
浙江省副省長、代理浙江省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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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逍江西報道）國家發改委日
前批覆江西贛江新區總體方案。贛江新區的戰略定位

為：長江中游新型城鎮化示範區、中部地區先進製造業基地、美麗中
國「江西樣板」先行區，將實行「大部制」、扁平化管理，構建「兩
廊一帶四組團」發展格局，並允許民營資本設立民營銀行等機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姚進湖南報道）「2016湖南．
非洲國際產能合作暨工商企業跨境撮合對接會」近日在

湖南長沙舉行，來自阿爾及利亞、埃及、埃塞俄比亞、安哥拉等21
個非洲國家的部級官員、駐華使節及企業代表等共計37個政府部門
63家企業，與湖南省內300餘家企業對接洽談，此次活動還吸引了
緬甸、尼泊爾、巴拿馬等其他6個國家的15名政府代表前來觀摩。

■■山東省紅花鎮村民通過編織中國結山東省紅花鎮村民通過編織中國結
實現文化脫貧實現文化脫貧。。 記者江鑫嫻記者江鑫嫻攝攝

■■深圳出招提高資助吸引博士深圳出招提高資助吸引博士
後人才後人才。。圖為深圳的科研機構圖為深圳的科研機構
人員在實驗室工作人員在實驗室工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車俊車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粵修復古書院群「爛尾」17年
工程僅六分一完成 文化名片存廢惹關注
廣州北京路大小馬站徵樓拆遷方案近日出台，輿論喧囂，焦點卻是

拆遷補償價格，書院群的保護關注者寥寥。記者發現，從1999年開

始，作為內地最大的書院群，大小馬站一帶的古建築修復遲滯17年

至今，此次拆遷方案出台，相應的文化保護和修復方案依然未見。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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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清代廣州書院在數量上居內地之
首。而大小馬站書院群是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片區，在今北京路附近以流水井、大小馬站
為核心輻射四周約三平方公里的區域內，數百
家書院集中分佈，形成一個內地罕見的書院
群。書院群內廬江書院、考亭書院、冠英家塾
等，成為廣州的文化名片，是全市舊城區內唯
一尚存的古書院群。

1999年定修復期限8年
廣東省政府參事王則楚說，大小馬站書院群
保護、重建的思路，出自1999年廣州市人大會
議，人大代表上交提案，由大會主席團確定為
向市政府提出要求辦理。當年9月，廣州市政府
向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報告議案的辦理意見，確
定在原址拆除並保留全部構建、登記建冊，在
流水井附近復建、保護，並附規劃圖。根據報
告，整個修復期限為8年。
然而，至今年，兩個8年過去了，大小馬站除了
劃有「紅線」禁止居民加建房屋後，再無進展。

開發商擁地權阻修復
「開發商在大小馬站建起商業大廈，卻沒有出
資金修復古建築，這之間存在扯皮。」王則楚稱。
廣州大學嶺南建築研究所所長、廣東省文保專

家湯國華則進一步稱，當局早年計劃把現存的6
個書院按原狀修復，現已修復其中的廬江書院，
其他書院的修復至今未進行。「修復工作遲滯原
因是這塊地的產權是屬於開發商，如何兼顧開發
商利益和名城保護，當局一直找不到結合點。」
另外，除廬江書院外，其他書院的修復設計
早在2000年廣州市名城辦公室就已委託廣州大
學做了，並通過專家論證，後來政府機構改

革，名城辦不存在，這項工作就停了。
昨日，記者來到大小馬站流水井巷，只見一
道道寫有「粵秀書院」、「濂溪書院」的門牌
橫跨街巷，十分醒目。附近居民介紹，這些豎
起來的書院門牌，書院建築已因此前的拆建不
復存在。「原來這裡有大大小小的書院100多
間，如今只剩六七間存世。」
考亭書院是現存的書院之一，它是宋代理學家

朱熹的後人所修建。記者還未進入，已經聽見鍋
碗碰撞出叮叮噹噹的響聲，一位年過八旬的老婆
婆坐在書院大門下。只見書院屋窗漆色斑駁，外
牆多有脫落，院內地面青石板長滿青苔。深入裡
間，角落裡成堆的木器垃圾十分醒目。

古建築凋敝無人問
考亭書院南側是著名的廬江書院，這裡已是大

門緊鎖，裡面也是陳舊木器雜陳，顯得十分破敗。
在大門右側兩家士多店卻人來人往，生意火爆。
走在大小馬站街巷，議論拆遷徵樓的居民隨

處可見。「現在要拆遷了，大家都在關心能補
多少錢，能換多大的房子，沒人去關注文物保
護了。」世居於大小馬站的劉先生說，17年
了，這些書院比以前更凋敝。
考亭書院和廬江書院之間，一個臨時垃圾收

集站發出陣陣惡臭，市民掩鼻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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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
報道）大小馬站書院群位於廣州最
核心的商圈北京路步行街，寸土寸
金的地段，耗巨資修復書院群還是
商業開發，期間存在各種博弈。對
此，專家稱，搶救性保護和修復是
第一要務，而在具體方案上，可適
當有商業建設考量。
廣東省政府參事王則楚關注大小

馬站書院群的保護多年，也呼籲多
年。「自宋代以來，這裡便是廣東
文人聚集的地方，當年康有為、梁
啟超常在這裡收門生，著名的『公
車上書』也發端於此，可以說，這
裡是廣州的文脈所在。」他說，這
種有故事有歷史文物存世的地方，
保護重建應該不容再議，當務之急
是盡快把項目真正做起來。
而究竟該如何重建，華南理工大

學教授周雲稱，保護是第一位，然
後再談修復，切不可畫蛇添足。

應盡快組織專家評估
王則楚認為，適當的商業開發是

有必要的，但絕不能成為主流。在
這方面，香港的做法值得借鑒。他
介紹，香港古建築保護不會急功近
利大拆大建，而是讓社區、市民參
與其中。把商業和觀賞功能搭配，
加強公眾參與，給公眾帶來最大的
利益。「適當允許如咖啡館之類的
商業設施存在，是可以的。」
專家表示，大

小馬站搶救已經不能再耽
誤，應該組織專家，進行
再評估，提出一個系統、
專業的保護和修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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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小馬站的拆遷和復建，有人失望也有人心存期望。
李女士四姐妹曾在這裡出生和長大，拆遷可能要啟動了，特意

從廣州各地趕來，合影留念。「從小在這裡長大，對這裡的街巷
都十分有感情，隨處可見的書院，小時候都可以隨便出入，成為
我們兒時的樂園。」李女士說，如今，只有她們老母親還住在這
裡，希望盡快拆遷，還書院一個清淨。
華南理工大學教授周雲多次前往大小馬站參觀，對於這次拆遷，

並不關注。「能不能修復，能修復成什麼樣，我十分關心。」他
說，大小馬站可謂是廣州的文脈所在，拆遷復建一定要慎之又慎。

有人失望 有人期望

■■大小馬站書院群附近大小馬站書院群附近，，
商業大樓建設如火如荼商業大樓建設如火如荼。。

■■廣州市民對書院有集體回廣州市民對書院有集體回
憶憶，，李氏姐妹在拆遷前李氏姐妹在拆遷前，，再再
來書院前合影來書院前合影。。

■■著名的考亭著名的考亭
書院如今依然書院如今依然
有居民居住有居民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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