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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美国统计局发布报告：中国
劳动参与率达到 76%，高于世界主要国家
（美 国 65% ，日 本 58% ，巴 西 70% ，印 度
55%）。再往细看，中国男性适龄劳动者中，
90%在劳动，女性也高达78%。这在世界上
也是一骑绝尘。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赞美中国人的
勤奋，很多读者的反应却是悲伤。在他
们看来，中国人如此不要命地工作，乃是
迫于无奈的选择。这样的勤奋不值得赞
美。

穷人多劳碌，确实有很多无奈。不过
这里面很容易出现认识错误。勤奋不是生
活艰辛的原因，而是解决之道；勤奋也不是

贫穷的必然副产品。中国是中等收入国
家，全世界比中国人贫穷的人口大概有40
亿人。他们并不比中国人勤奋，相反，“越
穷越懒”的国家遍地都是。

勤奋是需要制度原因的。从微观层面
看，一定是工作有钱赚，努力有回报。从宏
观层面看，国家朝气蓬勃，这会给人希望。
即便一时没发财，当身边不断有致富传说，
自然会刺激人们努力工作。

一个国民普遍勤奋、经济发展迅速的
国家，社会心理必然积极向上。美国有镀
金时代和战后黄金时期，日本有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昭和景气。哪天社会嘲笑勤
奋，崇尚“低欲望”和“佛系”，那才是真的危
机。

（摘自《新京报》）

当人们还在对 2017-2018 年之交的
那次流感大爆发心有余悸时，今年的流感
已来势汹汹。1 月 3 日晚 9 点，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儿科急诊的走廊里依然人满为
患。急诊药房窗口内，可见整整两大筐儿
童抗流感专用的磷酸奥司他韦（达菲）颗
粒。

每到流感高发期，达菲都供不应求，
有人将其戏称为“神药”。继去年供应紧
张之后，今年的流感疫情抬头，达菲再度
走俏，有些地方“一药难求”。

达菲供应不足，除了流感难料，东阳
光药相关负责人认为，市场上的需求也并
非完全真实。出于恐慌，“从商业公司到
医疗机构，甚至到老百姓个人都会囤
货”。一些医院会虚报需求，导致另一些
医院拿不到药。其实从 2018 年 4 月到 11
月，很多医院都没有再进货，意味着一直
在消化库存。

当流感季无数家长焦急万分四处寻
药时，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关于达菲药
效的争议从未停息。2017 年，WHO（世
界卫生组织）将达菲由基本药物名单中的

“核心药品”调整为“补充性用药”，适用
人群为被确诊或怀疑为流感的住院重症
病人。WHO给出的理由是，有新证据表
明，达菲在改善住院率和病死率方面收效
低于之前预期，不过，达菲仍是目前药物
清单中，重症流感患者唯一可选择的药
物。

目前，快速、准确、及时的流感诊断是
一个难题。广东省某三甲医院儿科主任
医师林莉说，“万一是流感，一旦漏诊产生
严重后果，医生难辞其咎。所以大家草木
皆兵，都当流感对待。”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感染性疾病诊治和研究中心主任医师蒋
荣猛看来，应当提高医生对流感认识的专
业性，让其用药时更加准确。2018 年，

《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2018 版）》与《方
案（修订版）》接连出台。作为两版方案的
执笔者，蒋荣猛说，在病毒检测开展有限

的情况下，在流感
流行季节，可以依
照流感样病例，即
发热、体温 38℃以
上、伴有咳嗽或咽
痛之一等做判断，
这 对 诊 断 流 感 的
符 合 率 可 达 70％
以上。

蒋荣猛表示，
对于流感，不建议
大 规 模 预 防 性 给
药 。 对 于 整 个 人
群，包括达菲在内
的 神 经 氨 酸 酶 抑
制 剂 的 过 度 使 用
将 进 一 步 导 致 药
物 的 耐 药 性 。 他
解释说，有的轻症
患者，本来无需用
药，也用了抗流感
病毒药物，症状好
转 后 一 两 天 就 停
药，这样的不规范
用药，可能没将病
毒完全消灭，从而
使其产生变异，形
成耐药毒株，这或
将形成人群范围内更大规模的耐药。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2018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钱七虎，将800万元
奖金全部捐献出来，成立基金会，重点资助
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子女有学上、上好学。

钱七虎捐赠 800 万元奖金，引发热议。
其实，对于钱老捐赠，不必过于拔高，否则，
会出现用道德绑架捐赠的问题，干涉他人的

“个人支配”。
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金提高

到800万元，已经超过诺贝尔奖的奖金额，
并明确这800万元完全归获奖者个人支配，

不再要求将部分奖金用于科学研究（此
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金为500
万元，但只有50万元归获奖者本人，另
外 450 万元则用于支持开展科学研
究）。这种把奖金全部给本人，且由本
人支配的做法，体现了奖励的价值。

社会要尊重获奖者个人支配的权
利，不能对个人支配进行道德化评价，
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获奖者。不管获奖者
怎样使用奖金，都不应该影响对获奖者学术
成就的评价，以及个人道德、为人修养的评
价，否则，奖金就可能成为获奖者的负担，似
乎只有捐出去，才轻松。这类问题，在以前

评优评奖中一直存在，为了表示自己的觉悟
高，获奖者往往要把部分奖金捐出来，不然
就会遭遇质疑。这其实是对奖励的误解，也
没有真正体现奖励的价值，还把获奖变为负
担。

（摘自《北京青年报》）

感冒发热频发，为了战胜高烧，很多人
都会服药。不过，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
细胞生物学研究所陈剑峰研究组的最新研
究却发现，发烧其实是人体指挥免疫细胞

“大军”与病原体进行“战斗”的“冲锋号”，
如果此时急着降温，反而会延长病程。相
关研究成果近日已发表于国际免疫学权威
期刊《免疫》。

研究发现，当体温达到 38.5℃及以上
时，一种存在于免疫细胞内的奇特蛋白质
会被诱导表达，从而促进免疫细胞清除病
原体。陈剑峰介绍说，这种蛋白质名叫热
休克蛋白90，在正常情况下，它在免疫细胞
内的数量极少，可一旦体温达到38.5℃，它
的数量就迅速扩增，并发展出了新的功能
——升级战斗模式。

其实，当机体被病原体感染后，人体的
免疫细胞战士会穿着一种名为细胞粘附分
子的战靴，顺着血液抵达受到感染的灾区，

有了这双特殊的“鞋”，它们就能在血管内
停留、爬行并最终渗出血管进入感染部位
和淋巴结，将入侵敌军清除干净。一旦体
温达到38.5℃，听到了“冲锋号”的热休克蛋
白90会与细胞粘附分子α4结合在一起，这
使得原本普通的战靴升级成了“风火轮”，
能够把免疫战士们快速运输到战场，进行
战斗。

“ 热 休 克 蛋 白 90 只 有 在 体 温 达 到
38.5℃及以上时才能被诱导表达，说明发
热对感染清除的促进作用要达到高热才
能被启动。”陈剑峰说，如果一发烧就急
着降温，这会扰乱免疫细胞的正常工作
流程，病程反而会被延长，因此，他建议
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高热时可
以过几个小时再吃退烧药。不过，一旦
热休克蛋白 90 被成功诱导，即便体温回
归正常水平，其表达也可维持大约 48 小
时，因此发热一段时间后再服用退烧药
也不迟。

目前，陈剑峰研究组的结果提示高热
六小时可以有效诱导热休克蛋白 90 的表
达。

（摘自《光明日报》《文汇报》）

人的一生中，总有那么几年，对糖充满
了渴望，可那时在我们家，糖却不是可以随
便就能买来吃的东西，那是无意义的消
费。所以直到今天，当我看到糖，即使一点
都不想吃它，仍然会两眼发直，心头洋溢着
温暖和甜美。

如果所有的甜味都可称之为糖的话，我
人生中的第一种糖其实还不是糖果，而是米
酒。母亲告诉我，我一岁半才断奶，她并没
准备牛奶之类的东西，和我一起撇给奶奶
的，只有一罐自酿的米酒，三四天里，我靠着
那罐米酒和不要命的哭喊戒掉了母乳。

后来，我吃上了一种坚硬如石头的琥
珀色糖块，它来自远在北方的军人叔叔。
那糖用同样坚硬的牛皮纸包着，外罩一个
军绿色布袋，邮包是父亲从邮局扛回来的，
重达二十多斤，径直放进奶奶的大柜子
里。那柜子是奶奶的陪嫁之物，平时锁着，
钥匙极长极古朴，是一根老玉米那么长的
铁条，一端长出两个拇指大的弯钩。奶奶
通常把它藏在床褥子底下，当家里人都出
去了，她才一脸郑重地取出那把巨大的钥
匙。

我至今记得那柜子被打开的声音——
陈年老木头的极度干燥之声。接下来的工

程堪比采矿，叔叔从千里之外寄回来的孝
敬之物，其硬度匪夷所思，令人怀疑它究竟
是不是糖。奶奶一手持凿子，一手执钉锤，
不间断地敲打二十多下后，巨石般的糖块
才吝啬地掉下几个指甲大的小块，奶奶把
它们捡起来，慢慢地、矜持地送进嘴里，当
然，跟奶奶如影随形的我也有份。长大成
人后，我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知，那种
糖叫古巴糖。

基本上，我们家只要有人外出归来，
第一件要带的礼物就是糖，叔叔四年一次
从外省回来探亲，带回的糖品种最多，也
最高级，收集糖纸的爱好就是从那时开始
的。

我姐谈恋爱的时候，只要她的男朋友
来我们家，总是喜欢掏出一张小钱来，让
我去买本子买笔。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家
不许小孩接受礼物，但学习用品除外。准
姐夫给我钱的时候，总是不忘交代一句：
多余的钱买糖吃，啊！于是我很听话地买
了糖，并不吃，要抱回来给他看一眼后才开
吃。

偶尔我们也买糖，往往还不是一包，而
是几包，放在母亲的衣柜深处。那多半放
不了几天，很快就会被母亲装进一只写着

“上海旅游”的人造革大包里，拎着去走亲
戚。但有一次，一个孤独的锥形糖包在衣
柜里放了很久，弟弟跑来告诉我：我知道从
哪里拿出来，又不被他们发觉。他把糖包
移到柜子边缘，细小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抠
开一点底部的折叠缝隙，一颗裹着白色糖
霜、被我们称为猫屎果子的糖就那样极不
情愿地被他抠出来了，而糖包真的完好无
损。猫屎果子是用面粉做的，外面裹了一
层厚厚的糖粉，除了甜，还有难以形容的
香。我们很快就上了瘾，一伺家中无人，我
给弟弟一个眼色，便窜进去，一颗一颗往外
抠。事情终于在一个傍晚败露了，等我循
声赶过去时，罪证就摆在桌上，那个圆锥形
糖包丑陋地垮塌着，我没想到我们竟然抠
出了那么多，弟弟低头站在桌边，忍受着母
亲的怒吼，吼到高潮处，母亲一个巴掌甩过
去，弟弟嘴角流出一道血蚯蚓，母亲显然吓
坏了，自己先哭了起来，说她马上就要去外
公家，准备好的贺寿礼缺了这一样，怎么拿
得出手？我想冲过去，想抱住弟弟，想给他
擦掉那条血蚯蚓，想说……结果我什么也
没做，光是站在一旁瑟瑟发抖，不敢看弟
弟，也不敢看母亲。

这事过去了很多很多年，只要想起来，
仍然觉得阵阵刺痛。那以后，我再没吃过
猫屎果子，那以后，我视弟弟为人世间最亲
最亲的亲人，然而，那又怎样，我依旧失去
了他，在他还没有吃够糖的年纪……

（摘自《文汇报》）

一夜之间，一部 6
分钟的电影预告片在
朋友圈刷屏，让人看得
既温暖又感动，引发不
少人转发。带娃的家
长说“戳中了泪点”，从
来不看《小猪佩奇》的
年轻同事也说了声“这
波点开不亏”。

故事发生在荒凉
的群山之中，手握老式
翻盖手机的老人李玉
宝一边寻找信号一边
接电话，父子间一问一
答，老父亲盼望着儿子
一家回村过年。问起
孙子想要什么礼物，孙
子告诉李玉宝：最想要
的礼物是“佩奇”。挂

断电话，李玉宝犯难了：“啥是佩奇？”
他翻开厚厚的字典，找出了“佩戴”“配

种”等词条，就是没“佩奇”。他一头雾水，又
借村里的大喇叭问了一圈。有人说是网站
女主播，有人拿出了“佩琪”牌洗洁精，有人
还说是棋牌的一种，就是没下过“佩棋”。整
个过程啼笑皆非，充满黑色幽默。循着线
索，老人最后依据在北京做过保姆的村里人
口述，用鼓风机焊接出了一个“佩奇”。

乡土气息十足的故事里，足以让人真实
地感受到：乡村亟待振兴，空巢老人需要关
爱。老人对“佩奇是啥”的不知所措，以及儿
子选择接老人去城里过年的行为，也在某种
程度上折射出乡村与城市间的巨大鸿沟。

例如，整部影片前面的色调都相当灰暗
和压抑，对农村的刻画也真实而朴素，直到
最后那只粉色的铁皮佩奇，让画面变得温馨
明亮而深情隽永。当同乡接到视频彩铃为
小猪佩奇的电话，听见李玉宝在电影院的描
述和炫耀时，他身边只有一群羊和移动的大
字广告——他也是个空巢老人。

然而，这部片子最巧妙的地方：明明是
在讲城乡差距，但就是不点破。虽然片子以
一种喜剧的方式将其后隐藏的悲凉感化解
了，乃至鼓风机版佩奇出场时还赢得了不少
笑声，但就像老人在餐桌上拿出的“不合时
宜”的土特产一样，这些未尽之语便成了乡
村凋敝的“泪点”。

技术发展当然可以解决城乡之间的距
离，但是乡村振兴的路远不止于此。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方方面面都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去切实推
进，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只是在所有历史最
恢弘的事件里面，都闪烁着最朴素的人文关
怀，就像那一只粉红色的小猪，原始简单而
又深情走心。

乡村振兴是什么？或许其中一点就是，
城乡之间，不会因为一只玩具，而有这么大
的文化语境差异和代沟。农村和城市的差
距有多大？一个在城里做过保姆的婶子，因
为那段城市经历而变成了某些话题的意见
领袖，她又真的是见过世面而懂得很多吗？

中国青年报报道的一块直播教学的屏
幕，沟通着城市与乡村，为乡村的孩子打了
一束光，他们看见了天空，才会拼命往上
爬。小猪佩奇在这里带着符号学的意味。
因为闭塞，三岁小孩熟知的小猪佩奇，他爷
爷辈的农民，却遍求而不得。

啥是佩奇？说白了，就是不管你身在何
方，总会有人在千里之外，为你不经意的一
句，默默做着准备。

贵州一个背着背篓的老人背影，也曾走
红网络。因为担心在外地打工的孙子吃不

好，老人瞒着家人，背着一筐土鸡蛋。为了
节省路费，老人沿高速走了近60公里，被交
警发现后，开车将老人送到孙子身边。

2017 年底，重庆火车北站两位老人，从
忠县提着新鲜蔬菜和鸡蛋，准备去北京看生
病的女儿，两地相隔1700公里，而他们此行
的理由只是：“女儿生病了想要吃”。

还有每次逢年过节，总是会被塞得满满
当当的后备箱。和每次当你又要奔赴远方
时，她趴在车窗上一声一声地叮嘱：“儿子
啊，自己身体多保重，爸妈会照顾自己，家人
要和睦相处。”

现在来看，“大山”真的是大山吗？“佩
奇”真的是佩奇吗？它更像是那些父母永远
也不会从我们口中得到答案的问题：吃得好
不好，睡得好不好，工作是否顺利，钱够不够
用，有没有受委屈。

这是那些我们只身前往的未来，却是他
们一生都难以到达的彼岸。也是空巢家庭
的一扇鼓风机，维系着原生家庭简朴的柴米
油盐，也承载着，留守老人对“风筝子女”的
无尽想象。

啥是佩奇？这就是佩奇！是老人在等
你啊！

（摘自中国青年网）

金州杀手的名字是约瑟夫·詹姆斯·迪
安杰洛，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前警察，
现年72岁。他涉嫌在20世纪70~80年代
至少杀害12人，强奸50人，以及犯下数十
起抢劫案，但警方一直无法抓到他。

现年70岁的芭芭拉·雷凡特，是加利
福尼亚州的一位遗传家谱学家，主要利用
家族系谱进行亲子认定、身份鉴定方面的
工作。

2015年3月，圣伯纳汀诺县警方向雷
凡特发出一封电邮函，希望她利用DNA

鉴定协助追踪一位被绑架孩子的亲生父
母。考虑到帮助被绑架孩子寻找亲生父
母的重要性，雷凡特推迟了手上的其他工
作，马上利用DNA资料进行搜寻，不久就
成功找到这名当年被绑架的女孩的亲生
父母，附带的成果是侦破绑匪案并逮捕了
凶手。

此后，雷凡特声名大振。2017年3月，
加州康曲柯士达县退休犯罪实验室主任荷
尔斯写信询问她，是否注意到几十年来都
没有破案的金州杀手，并告诉她，如果她愿
意，这封信就作为正式的邀请函，请她加盟
追踪金州杀手。

经过半年的考虑，雷凡特以志愿者的
身份，在2017年10月正式加入追踪金州杀
手的行列。

雷凡特利用的是一个称为GEDmatch.
com的网站，这个网站数据库有约1700万

份个人自愿提供的DNA数据档案，并向
所有人免费开放，人们可以利用这个网
站的数据库来比对和寻找生物学上的亲
属。

萨克拉门托警方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及范杜拉县犯罪实验室都保留有1996年
和之前迪安杰洛在多处犯罪现场提取的
DNA 样本，雷凡特把样本信息上传到
GEDmatch.com网站。通过比对100多万
份 DNA 样本，先是把嫌犯遗留现场的
DNA匹配追溯到其曾祖父母，接着持续缩
小范围到仅剩9名可能的嫌疑人，最后找到
嫌犯一位近亲进行验血，发现她是嫌犯迪
安杰洛的母亲那一方的表姐妹。

2018年4月，范围进一步缩小，嫌疑人
被限制在6个人以内。随后DNA数据的

一个重要特征是蓝眼珠，而嫌犯迪安杰洛
拥有蓝色眼珠，再结合所有的DNA数据终
于确认，金州杀手就是迪安杰洛。警方逮
捕迪安杰洛后，经过DNA样本检测，其与
过去在犯罪现场遗留的样本一致。

案件破获后，雷凡特表示，功劳并非是
她自己一人的，而是属于GEDmatch.com
网站。然而，当雷凡特与GEDmatch.com
走红后，却也引发了人们的忧虑。一个人
的基因数据，不仅会暴露其个人的隐私，而
且会暴露所有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个人的隐
私。

此外，海量个人的基因信息是一笔宝
贵财富，在药物研发、疾病诊断、生命研究
和亲子鉴定、生物识别方面拥有无穷的价
值。因此，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未来
个人和社会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人的勤奋永远不该被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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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追踪金州杀手

□姚鄂梅

□张田勘

□金婉霞

□张熠 宋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