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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在
万余字的长文中，“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
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21个字引人关
注。“一号文件”谈及转基因并不奇怪，从
2007年到2014年，至少有6次提到转基因问
题，可谓三农问题中绕不过的话题。真正值
得观察的是，每年的提法都“暗藏玄机”。（2月
4日《京华时报》）

2007年首提严格执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
度；2008年强调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
科技重大专项；2009年和2010年提出要加快
推进转基因科技重大专项，培育新品种产业
化；到了2012年，舆论起波澜的同时，强调进
一步实施重大专项，提出了“分子育种”这一
与转基因相近的说法；2013年，公众对转基因
问题更为情绪化，于是2014年的提法变成了

“加强以分子育种为重点的基础研究和生物
技术开发”，避免使用“转基因”一词触动公众
神经，同时又使用了“加强”一词，以安抚科学
家阵营。

今年的措词同样平衡了各方面关切，首
提转基因“科学普及”意味深长。中国转基因
领域经过多年“折腾”后，从政府到行业内都
已经看到，由于过去重科研轻科普，转基因知
识出现真空，转基因被妖魔化，由此形成的舆
论压力导致转基因产业化搁浅。

而过去一年，转基因科普开始“回暖”，众
多科学家走到前台，回应并逐渐打消公众疑
虑。随着“习近平谈转基因”的讲话被公开，
转基因的讨论更为广泛，是以，在今年的一号
文件中加入转基因科普也算水到渠成。

转基因科普写入一号文件，意味着中央
政府层面认识到了普及转基因知识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转基因科普从此上升到“国家”层
面。相较而言，过去转基因科普更多是民间
的、自发的、少数专家的事，或者说只关乎农
业部，但从今年起，农业部不再是单打独斗。

比如，去年农业部一直想协调其他部委叫停
“非转基因广告”，但效果不理想，现在就可以
理直气壮了，因为非转基因广告并不科学。

当然，提出转基因科普也需要“勇气”。
当前怀疑转基因的公众仍占多数。在一些反
对者看来，中央提出转基因科普似乎是为转
基因产业化服务的，尤其是中央确定了转基
因产业化从周边作物、非主粮到主粮三步走
的战略后，科普是否会避重就轻，只强调转基
因的好处而忽略风险呢？

有如此质疑并不奇怪，但不必过虑。中
国的转基因科普，更多的应该是对过去“妖魔
化转基因”的拨乱反正。转基因作为一项技
术是中立的，对技术的评价要看具体应用，对
其收益和风险的评估也要讲证据和逻辑，并
没有什么可“作弊”的。

对于公众来说，放下“成见”，理性看待转
基因，或许更为有益。再说了，即使不谈产业
化，转基因作为一项前沿科技，围绕它的各种
辨析、思考也是非常有趣的，至少可以开拓思
维、启迪智慧呢。

微评微评：：

新京报@西坡：国家层面科普有资金、人
力等优势，但科普转基因最大难点不是资源，
是组织者的公信力。转基因科普，“重视”只
是开始，后续的组织工作才是难点所在。

新京报@张田勘：除了科普方式选择外，
转基因是否被人们接受，还得看转基因研究
结果的真实可靠度、可重复性及能否接受时
间检验，这也是科普绕不开的学理依据。

搜狐网友@hhng1019：我们支持转基因
技术的科学性、前瞻性、实用性。但我们怀疑
转基因的安全性、透明性、选择性！既然安
全，就别偷偷摸摸，请光明正大地把该物品贴
上醒目的转基因标识让国民来选择。

腾讯网友@幽兰：什么时候农业部、高层
和大众都吃转基因，那时候再说安全问题，只
是让平民做小白鼠，哪来的公平可言？

一号文件首提转基因科普释放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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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声辞旧岁。在我国，无论是过年过节，还是结婚嫁娶，进学升迁，甚至建筑
奠基或落成、商店开张等等，只要为了表示喜庆，人们都习惯放鞭炮来庆祝，似乎火树
银花和碎红满地才是热闹与祥和的象征。但由此带来的安全隐患、大气污染和噪音
污染也不容忽视，因此，禁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烟花爆竹该放还是该禁？各位读者，您怎么看？请一起来讨论讨论吧。投稿邮
箱：zzwbsy201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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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对于身体健康利弊的循证思考

进入寒冬，街头献血人数下降不少，全
国各地临床用血也趋于紧张。从循证思维的
角度考虑，献血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怎样呢？

第一，寻找可信的证据，献血人的健康
是否受到了危害呢？

世界著名医学家卡尔等人调查1916年1
月以前出生的献血者332人，与同地地区出
生而且年龄和性别分布类似的未献血者 339
人作了比较，献血者平均寿命为70.1岁，未
献血者为67.5岁。结果表明献血者存活率显
著高于未献血者，献血总量较多的人存活年
龄也较长。

1984—1989年芬兰科学院院士萨洛宁
教授和他的研究小组在芬兰对 2682名年龄
在 42至 60岁之间的男子进行了调查分析。
结果表明，献过血的人5年半后患冠心病的
比例比没有献过血的人少86%。

又据美国堪萨斯大学医学中心心血管疾
病研究小组对655名献过血的人和约3000名
未献过血的人进行的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在
过去3年中献过血的男子患心血管疾病的危
险只是未献过血的人的一半。

这些数据都是经过长时间的认真观察调
查研究得出的结果，有力地证明了献血对身
体的健康非常有利。

第二，献血有利于身体健康，又有哪些
生物学的基础可以解释？

据科学测定：正常人体总血量约占体重
的8%左右，一个60公斤体重的人，约有血
液 4800ml，在一般情况下，这些血液并不
都参与血液循环，有1/5至2/5的血液，是在

肝、脾、肺和皮下毛细血管贮备而不用的。
当人体从事剧烈活动或少量失血时，贮血库
中的血液会立即释放出来，参与血液循环，
以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

科学家们应用流体变形学和血液动态
学，对血液与献血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
血液流动与血液的黏稠度、红细胞的可变
性、血浆蛋白的浓度等因素有关。当血液的
黏稠度增高时，血流的速度就变得缓慢，局
部血液发生停滞、缺氧、凝血因子活性增高
和营养障碍，引起血管壁的改变，从而容易
出现血栓、脑血管意外和心肌梗塞等病症。
铁元素在人体合成氧化酶过程中起催化剂的
作用。献血后体内铁元素贮存量可以明显减
少，献血者每献出500ml血液，相当于排出
200—500毫克铁，因而人体合成的氧化酶
也相应减少，这样血液中的脂质被氧化的数
量就小，从而减少了附着在血管壁上的沉积
物，降低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第三，回到当前的实践，循证临床思维
最终面对的是个体化的诊疗，而献血者的健
康利弊也是每个个体的体会。

医学的诊疗都是概率，参加献血者的身
体状况经过多年之后，比没有参加献血的身
体状况要好，这是一个统计学概率，而在个
体身上，也可能出现相反的经历。于是，也
有人现身说法表明献血对身体有害。那么，
是否每个参加献血的人都应该现身说法，才
能展现客观的真相呢？需要指出的是，如果
说献血对身体一点损伤也没有，也是不可能
的。然而，献血在帮助他人的同时，给自己
带来的各方面的收获和享受是其他人无法体
会的。

首先，献血促进了身体的新陈代谢，血
液本身具有旺盛的新陈代谢能力，人体每时
每刻都有大量的血细胞在衰老死亡，献血后
反而会刺激人体造血功能更加旺盛，加速血
细胞的生成，促进新陈代谢，以适应机体的
需要。

其次，献血是一种锻炼，不运动的
身体，机体储备就会较差，而得到失血
刺激的身体，就会有这种技能，应付身
体可能出现的失血，会比别人有更迅速
的反应。

再次，献血会让人有一种感恩的心态，
自己的血，有可能会给他人带来生的希望，
即使对自己有小小的损伤，有一点点风险，
那又有什么呢？坚信生命的意义，这种积极
的心态，可以使心理状态获得平衡，从而获
得健康的情绪。

运用循证思维和切身体会，诸多可靠的
证据表明，献血对于身心健康的好处远远大
于弊端，科学合理的献血，有利于社会的和
谐。以循证的眼光，客观面对和合理思考，
我们会把握和判断事物的真相——献血有利
于身心健康。

造血需要哪些东西

血液本身是一种高营养的物质，因此造
血也必须有很广的营养原料。造血所需的主
要原料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铁、铜、叶
酸、维生素C、维生素B12以及多种微量元
素和激素等物质。

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重要基础，血液中
最主要的物质就是各种蛋白质，尤其是红细
胞。如果蛋白质供量不足，造血器官就无法

生产出优质的血液，就会出现贫血而直接影
响身体的健康。成人每天需要蛋白质约 75
克。蛋白质原料的食品，主要有鱼、肉、蛋
类、奶类、豆类以及玉米、马铃薯、花生
等。

铁是血红蛋白中的主要成分。血红蛋白
携带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功能是通过血红蛋白
中的铁的结合作用来完成的。如果铁量不
够，就会出现缺铁性贫血。成年人每天需要
铁量为 12毫克。含铁较多的食品主要有海
带、黑木耳、菠菜，其次是动物的肝脏、
血、肉、蛋黄，豆类、稻米中也有较高的铁
含量。

叶酸对于蛋白质的生物合成有重要影
响。如果供量不足，就会出现巨红细胞贫
血，这也叫叶酸缺乏病。成人每天需要量为
200微克。含这种物质较多的食品有肉类、
肝脏、豆类、蛋类、水果及绿叶蔬菜等。

维生素B12、维生素C及其他多种微量
元素和激素等，虽然在红细胞内含量不多，
但对红细胞的成熟和铁的吸收等造血过程，
都是不可缺少的物质。

不同的食品，所含营养物质的种类和数
量不尽相同，因此在膳食时应力求广泛
多样。这样做可使机体在摄取营养过程
中达到充分的互补。为了更好地摄取造
血需要的营养原料，既不可暴饮暴食，又不
要偏食。

民族在无私的奉献中崛起，生命在奔腾的热血里绵延

项向荣

山西晋城市泽州县的半坡古村是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全村有明清时期的院落古宅
多达六七十处。2007年当地政府以煤矿开
采为由，将全村的近200户居民进行了强制
搬迁，又以复垦的名义将这里的古宅强制拆
除。近日，中央电视台对此事做了报道。

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刚刚开始复苏的十
几年里，古村落的消失多源于古村落持有者
对先祖留下基业的自我轻视，他们不以华屋
美宅为美，反倒觉得是一种累赘。但近十年
来，政府对传统的重视，文化素养的日益提
高，昔日传统的破坏者已意识到自己的短
视，而日益转变为维护者，他们体现出了一
种文化持有者的自省。比如这一次，当地的
村民就非常珍惜古宅，不以拆迁搬出老宅为
喜，到处奔走呼吁保护古村，“半坡古村多为

明清时期所建，由罕见的青石砌成，异常珍
贵”！村民认为：这是天地不容的事情！

但据称当地政府和晋煤集团达成协议，
迁走占地32亩的半坡古村，可采原煤300余
万吨，如果按照 500 元一吨的均价计算，可
为企业创造效益15亿。也因此，古宅文物被
毁，在当地一些官员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前不久，山西地方政府曾组团到各地推
销山西醋产业，让人看到山西发展思路的转
变：不再一味挖煤卖矿追求污染的GDP，转
而寻求可持续、有文化内涵的发展。但是一
时间转变固有的思维毕竟很难，来钱很快的
地下资源在没有挖完之前，对那些患有“政
绩饥渴”症的官员来说，仍然是一种巨大诱
惑。在这种巨大诱惑面前，可持续发展实际
上对他们来说是句空话。

现代化正在把一切变得雷同，因此我们
的灵魂更需要文化的慰藉，需要文化持有者
以及所有具有文化传承义务的人们自醒。无
视文化的真实价值，沽名钓誉而求眼前利
益，注定功亏一篑，好好用文化则功在千秋。

文化自省为何难敌政绩饥渴

王聃

“你给我的狗跪下来！”在宠物门诊内
做完绝育手术，宠物狗一天后死亡，争论
之下，狗主人怒斥兽医，要求参与手术兽
医必须向死去的宠物狗赔礼道歉。最终，
59岁的兽医“被迫”给宠物狗尸体下跪

约一分钟。（2月3日《南方都市报》）

逼人向狗下跪然后得遂的消息，其实
是不应该发生的。我们当生活在一个更正
派的社会中，即所有社会成员都不遭受现
实羞辱的社会。如何来防止下一起“逼人
向狗下跪”？公权当有着正当的作为，而
在此之前，公民还请不要轻易地弯下自己
高贵的双膝。

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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