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6
2017 年 9 月 25 日

星期一
编辑：许静 |美编：李晓辉 |责校：吴琼时事

杭州女生“捐献日记”走红网络
十多万网友为她点赞，称她为“最美小姐姐”

信用积分将成
纳税人隐形财富

“捐献造血干细胞这种一般人不会有，而且一辈子只有一次的经历，我要好好做一个总结。 ”杭州 28岁女生许艾菲近日在网络上以风趣口吻详细
记录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过程，带动网友登记成为捐献志愿者，引发网络关注，十多万网友为她点赞，称她为“最美小姐姐”。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21日公布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
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双一
流”建设进入实施操作阶段。根
据三部委《关于公布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
设学科名单的通知》，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共计42所， 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95所。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A类
高校36所，包括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
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
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
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
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
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
川大学、重庆大学、电子科技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兰州大学、国防科技大学；B
类高校6所，包括东北大学、郑州
大学、湖南大学、云南大学、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大学。

据介绍，“双一流” 建设高
校通过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
府比选、动态筛选产生。“双一
流”建设以学科为基础，对建设
过程实施动态监测， 实行动态
管理，不是“终身制”。 /新华社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对外发
布一系列深化“放管服”改革的
举措， 其中包括建立纳税人信
用动态监管方式， 以信用积分
高低为依据实施差异化管理。

在《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
系统“放管服”改革 优化税收环
境的若干意见》中，税务总局提
出运用税收大数据， 建立信用
积分制度， 健全动态信用评价
和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实现对
纳税人信用和风险状况的动态
监控评价， 依据监控评价结果
实施分类服务和差异化管理。

“这就意味着，那些纳税信
用好、 信用积分高的纳税人可
以在领用发票、‘银税互动’等
方面享受更多便利化服务。”税
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副司长孙玉
山告诉记者， 信用积分将成为
纳税人一笔隐形财富。 /新华社

在许艾菲的微博评论中，
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证书， 写下了自己的
捐献经历和感受， 更多的网友
备受感动之余， 纷纷询问如何
才能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询问更为细致的捐献细节。
“捐献日记”正在唤起网友

的善意和爱心。 记者从中国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浙江分
库了解到， 近几天咨询电话成
了“热线”，咨询人数达到平时

9 月 12 日，许艾菲在浙江
省中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五小
时二十分钟，经历九次循环采
集捐出了 198 毫升的造血干
细胞。 当天下午，这一大袋的
造血干细胞带着她最宝贵的
心意，搭乘杭州飞往天津的航
班， 最终输送进天津 15 岁白
血病少年的体内。

随造血干细胞送到少年手
中的，还有一封言辞真挚的亲
笔信。“相信这些干细胞能救
到你，带你走向未来更加值得
探索的人生。 ”许艾菲在信中，
将素未谋面的少年称为“最亲
爱的弟”。

随后， 许艾菲将捐献的全
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并发布
在自己的微博上。 从许艾菲的
微博记录中，不难看出，捐献
期间虽有辛苦艰难，但都被她
轻松乐观的心态化解。

“四天八针，两个手臂感觉
要成马蜂窝，习惯后就是‘不
打不舒服斯基’。 ”“从第二天

打针开始， 我就开启暴走暴玩
暴吃暴喝节奏，每天除了打针
基本抓不到人……也难怪人家
都说捐完后容易变胖， 在我看
来应该是太放飞自我了。 ”

许艾菲还详细地描述了每
一个步骤中她的感受：“推钙是
一个很神奇的感觉， 大概十秒
之后，喉咙身体会一瞬间发热，
就像喝了一口白酒一样”，“最
艰难的不是打针和血被抽走，
而是躺着不能翻身不能抬手
臂，连鼻子嘴巴痒痒了，都要让
别人帮忙……”

许艾菲没想到的是， 这个
发出当天只有寥寥数人回复
的帖子，在随后的几天中莫名
其妙地火了。“捐献日记”发出
后，被近 5 万网友转发，超过
13 万网友为她点赞。 网友“落
水”说，感谢姑娘的慷慨仗义，
挽救了一个濒临绝望的家庭。
网友“碎碎念”说，看完后热泪
盈眶，希望世界上多一些这样
善良的人。

许艾菲出生于 1989 年，
在一个月前度刚刚过了 28 岁
生日。 此前，她义务献血已有
近 10 年 ， 累计献血量达到
3200毫升。“18岁的成人礼就
是献血，也算为社会做了点贡
献。 ”许艾菲说。

许艾菲在 2009 年一次献
血时了解到，捐献成分血能够
挽救濒危生命，于是她留了两
管血样，成为中国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中华骨髓库）
的一名捐献志愿者。

许艾菲表示， 在今年 5 月
得知配型成功时，除了同情受
捐者，更多的是焦急，“恨不得
直接去医院挽起袖子”。 由于

“双盲”政策，她对受捐者所知
不多，脑海里只有一个在病房

里苦苦等待造血干细胞移植
的瘦弱男孩的模糊形象。 为了
能多捐一点造血干细胞，体重
只有 100 斤的她立即开始增
重、骑车锻炼身体。

“从没害怕扎针推钙的疼
痛，有几天却因为担心万一不
能顺利完成耽误受捐者的治
疗而失眠了。 ”许艾菲说，虽然
配型成功概率只有十万分之
一，但能够救人一命，她觉得
很有满足感。

许艾菲在捐赠前曾在网
络上搜索相关信息，但详细记
录捐献流程的报道并不多，她
发现很多人都有相同的疑问，
因此希望自己的“捐献日记”
能够告诉潜在志愿者们，捐献
造血干细胞没那么可怕。

轻松诙谐的“捐献日记”火了

“双一流”建设高
校、学科名单公布

18 岁开始献血，28 岁捐献造血干细胞

希望“走红”能激发善意汇聚大爱

的近 10倍，登记入库的志愿者
人数也在持续上升， 不少人表
示，正是看到许艾菲的“捐献日
记”之后才下定了决心。

“走红”的这几天，许艾菲本
该在家静养， 但她却选择继续
忙碌，接受媒体采访、接听亲朋
好友的咨询电话， 时不时还要
上网详细回复网友咨询。 她还
多次提醒网友， 捐献者千万不
能临捐反悔， 因为确定捐献进
入流程之后， 患者就做了清髓
进入无菌仓， 如果等不到捐献
者的造血干细胞， 那就是硬生
生掐灭了患对方生的希望。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挽救白
血病、 淋巴瘤等恶性血液病患
者的首选治疗方法， 但库容量
还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趁着大

家还感兴趣，多讲一些关于造血
干细胞捐献的情况，大家看见我
活蹦乱跳的，就打消顾虑了。”许
艾菲说，这样一来，她的捐献就
有了更多意义。 /新华社

30年审批制投资管理体制将走向终结

据悉，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是指国务院以清单方式明确
列出在我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
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
级政府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
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

进入。 有专家表示，这意味着我
国已经实行了长达30多年的审
批制投资管理体制将走向终结。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
革的首批试点是在2016年初确
定的， 当时决定先行在天津、上
海、福建、广东四个省市进行试
点。目前这些试点已陆续进入总
结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
专门前往开展评估调研。而第二
批试点共有11个， 包括浙江和
湖北等地区，目前这些地区已在
陆续上报试点总体方案。

在7月底国家发改委组织召
开的专题工作培训会上，国家发

改委体改司司长徐善长表示，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一项国
内外首创性的工作，是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
重要基础，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的必要措施。明年要实行全
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做好准备工作非常重要。 要
认真研究清单边界、 清单长度、
全国清单与地方实际、统一清单
与专项清单、清单实施风险等方
面的问题，对照目前实施的清单
草案，深入抓好试点工作。

哪些内容将列入负面清单
一直是业内最为关注的。 据了

解，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由国务院
统一制定发布。清单包括禁止准
入类和限制准入类，内容主要涉
及包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政
治、国土、军事、经济、金融、文
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
等安全，以及核安全和新型领域
安全等国家安全有关行业等；涉
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
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的有
关行业等。 对禁止准入事项，市
场主体不得进入，行政机关不予
审批、核准，不得办理有关手续。
对限制准入事项，一是由市场主
体提出申请，行政机关依法依规

作出是否予以准入的决定；二是
由市场主体依照政府规定的准
入条件和准入方式合规进入。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
究员郭冠男表示， 目前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是为了调整政府和市场
二者的关系， 目的是更好地发挥
市场的调节作用， 确立企业的市
场投资主体地位，以及放开政府
限制。 应该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和行政审批中的管理措施一一对
应起来， 负面清单应包含在行政
审批事项之中， 而行政审批事项
中涉及市场准入的条目也必须包
含在负面清单目录中。 /新华社

我国将于2018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9 月 21 日《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将全面实施》的报道。 文
章称，我国将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实
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各方准备工作
正在全面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