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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人武汉试吃“黄金大米”
●两院院士请求尽快推广转基因水
稻商业化种植●环保组织则反对，认为对人体影
响尚未有定论

黄金大米，又名“金色大米”，是一
种转基因大米，由美国先正达公司研
发。其不同于正常大米的主要功能为
帮助人体增加维生素A吸收。因为色
泽发黄，该大米品种被称为“黄金大
米”。

质疑者认为黄金大米可能会严重
威胁到环境和粮食安全，它也并不能
解决造成维生素A缺乏症的根本原因

——贫困和缺乏多样化的饮食。
2012年 9月 6日调查发现，海安

“黄金大米”系“黄金米”的误传，而海
安“黄金米”为常规育种，非转基因大
米。

2012年12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
浙江省医科院和湖南省疾控中心联合
发布关于“黄金大米”事件的调查结
果。

10月 19日，“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在武汉华中
农业大学举行，300 多名转基因铁杆支持者参加了活动
方所组织的报告会，并参加了设在华中农大国际会议报
告厅的“转基因大米晚宴”。

自今年 5月以来，类似的转基因大米试吃活动已在
我国28个城市开展，都是华中农业大学为活动提供所需
的转基因大米。而这一次，还加入了刚刚收割不久的、
由其自身研究种植的“黄金大米”。

全军首次统一招聘文职人员
10月22日起报名，包括教学科研、文体卫生、图书档案等岗位

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四总部联合发
布的《军队文职人员管理规定》明确，自 2013
年起全军实行文职人员统一招聘。近日，总
政干部部专门下发通知，对做好 2014年度全
军文职人员统一招聘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深入推进文职人员制度，是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
系，建设现代化军队、实现强军目标的重大战
略举措。实行全军文职人员统一招聘，有利
于大范围延揽优秀人才，有利于科学规范选
拔人才，有利于提高选人用人的透明度和公
信力，最大限度减少各种人为因素干扰，对于

完善聘用管理制度机制、建设高素质文职人
员队伍意义重大。

按照规定，2014年度全军文职人员招聘
信息于 2013年 10月 19日 8时向社会公开发
布；报名时间为2013年10月22日8时至11月
5日 18时，应聘人员可登录中国人民解放军
专业技术人才网（http://www.81rc.mil.cn）报
名；招聘考试于2013年12月15日进行。

总政干部部文职人员局负责人介绍，文
职人员是指按照规定的编制聘用到军队工
作，履行现役干部同类岗位相应职责的非现
役人员，是我军力量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次招聘的文职人员岗位涵盖了教学、科研、
工程、卫生、文体、图书、档案等专业技术岗
位，以及部分管理事务和服务保障等非专业
技术岗位。

军队文职人员的招聘对象为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或者档案存放在人才中介服务机构
的社会流动人才。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包括应届毕业生和非应届毕业生。应届毕
业生是指在2014年当年毕业且在当年6月30
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和学位证的毕业生。

招聘考试内容包括公共科目和专业科
目。公共科目主要考核应聘人员的综合素

质；专业科目主要考核应聘人员的专业基
础，按照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
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理工学、农
学、医学、图书档案学、艺术学、管理学等
13 类 38 个专业科目设置。其中，管理学
类为应聘非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考试的专
业科目，其余为应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考
试的专业科目。各科目考试的范围、内容
和具体要求，将以分科考试大纲形式在军
队人才网上公布。

晚宴：宣传转基因水稻
在19日的晚宴上，一种转Bt基因大米被

做成月饼、米糕、米粑和豆皮；而 10公斤的
“黄金大米”则被熬成米粥，供与会者食用。

搜狐网友@山再那里是这次活动的组织
者之一。他说，参加这次活动的网友来自全
国各地，他们通过QQ群或在微博私信里报
名，最后，正式报名的有 260人，但当天 275

人的会场都坐满了。
据其介绍，来参加的网友除了差旅自费

外，还为活动捐助经费，“大人每人交纳会议
费用230元，学生则50元，嘉宾也不例外。”

另一名组织者、华中农大生命科学学院
博士生导师严建兵说，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
是为了宣传转基因水稻。

环保组织：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绿色和平”农业与食品部负责人俞江

丽说，“绿色和平”一直反对转基因水稻在中
国的商业化，一旦其商业化而大面积种植，
通过基因漂移作用，将对我国野生水稻品种
带来灭顶之灾，而食用转基因大米对人体的
影响也尚未有定论，将13亿人置于未来潜在
的风险之下是难以接受的。

早在2004年，“绿色和平”曾在湖北展开
了对转基因水稻种植的调查，并在2005年4
月发布了调查报告，指转基因种植在湖北等
地的种植已非常广泛。

2005年 8月，湖北省农业厅发表申明，

称华中农业大学大新技术研发公司等企业
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
自扩大种植面积”，责成有关单位对其进行
处罚，并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
了铲除。

这被视作“绿色和平”与华中农业大学
的一次直接交锋。

俞江丽说，很多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中
的成员都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家机构的
研究人员，又是种业公司的股东，10年来，他
们不断从国家的各个层面推进转基因水稻
商业化，有着明显的利益驱动。

院士：不知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转基因
活动的主角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

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他同时也
是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在活动中作
了题为《作物育种的主要发展趋势》的演讲。

张启发在演讲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转
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2009年5
月，在 11年的争取之后，我们研究的两种转
基因水稻，华恢1号与Bt汕优63取得了国家
所颁发的安全证书，当时我比较乐观，但现
在4年过去了，这两张证书也将在明年失效，
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
了。”

他说，他将在两个月后卸任华中农业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
张启发透露，今年 7月，我国 61名两院

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
基因水稻产业化。“61名院士在建议书中写
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
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
来，则商业发展不起来，对科研影响非常
大’，同时院士们指出农业部的不作为。”

为什么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会陷入困境？
张启发说，我以为中国人非常理性，有

科学精神，但在 2000年前后，也不知道为什
么突然间那么多人冒出来反对转基因。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小课堂

■对话

记者：我国转基因水稻技术现在处
于什么水平？

张启发：转基因水稻国产化科研水
平正处于最好水平，仅从技术上说，和美
国有得一比。但商业化运作就差远了。
现在必须建立强大的种业公司，推进转
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

记者：你认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最
大的阻力是什么？

张启发：最大的阻力是政府决策。
2009年，我们两个品种的转基因水稻获
得农业部的安全证书时，离商业化种植
还差品种审定、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
证。但因为外界一些反对声音，农业部
并没有为其建立一套程序———一套如
何评审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推进的办法，
这非常遗憾。

记者：华恢1号与Bt汕优63这两种

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到明年5月便要
过期，现在能做些什么？

张启发：证书过期就过期了，还能做
什么？从1998年开始，我们用了11年时
间去申请那两张证书，然后寻求将其推
进，但到现在，我感觉是更远了。

记者：有环保组织认为，国内许多转
基因水稻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些种业公司
的股东，他们推进转基因并不单纯出于
科学精神，而是有着利益驱动。

张启发：你说到利益，我希望老百姓
种植转基因水稻，用更少农药，获得更高
产量，使用更少劳动力，这是我最为重视
的利益。对于种业公司，我希望它更挣
钱，因为它挣钱才有更多资金投入科
研。当然，我是做研发的，如果能从中获
得合法的收益，这是好的，但不是我有多
需要钱。

院士张启发：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最大阻力是政府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