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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力勇 本报记者 滕继濮

在浙江宁波打工的清洁工王世昌怎么也没想

到，自己 3个月前丢的 1.3万元竟然被送回来了。他

更没想到的是，两位捡到他钱的打工者足足找了他

三个月。

55岁的王世昌是四川人，在宁波雅戈尔纺织工

业城当清洁工，月工资 2000 元出头。他单身多年，

老家有年近八十的老母亲。老王省吃俭用，就想着

让母亲过好点，每月省下 1000 多元，到去年 10 月份

的时候，他已经攒下了 1万多元。

去年 10月 12日上午，王世昌将 13400元钱放在

钱包里，打算中午去汇款。到中午，他一摸口袋吓

出一身冷汗——钱包不见了！他慌了神，赶紧沿着

早上工作过的路线回去找，但没找到。

“厂里有四五千人，想想不可能找回来了。”沮丧

中的老王连报警都没报，只向要好的老乡说了事情。

对王世昌来说，这是笔巨款，关系着母亲的生

活。好多天，老王很绝望，睡不着觉，偷偷抹泪。

王世昌不知道的是，捡到钱的陈苏和孙德军在

那段时间也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们一直为找钱的主

人发愁。

安徽籍的陈苏和河南籍的孙德军也是雅戈尔

纺织工业城内的工人，一个是锅炉工，一个是设备

检修员，两人工资每月 3000来元。由于上班的地方

门对门，他们成了朋友。10 月 12 日，陈苏趁工作间

隙去水房搬水，刚走出锅炉房，就看到地上躺着一

只棕色钱包。这时孙德军正在对面的工作间，陈苏

把他叫了过来，商量怎么办。

“这里都是打工的，丢了这钱的工友肯定急死

了。”陈苏回忆说，当下他留在原地等失主，孙德军

则到处去询问有没有人丢钱。

可当天没人来认领。陈苏只好先暂时保管，随

后向领导报告了事情，发动员工寻找。

“有没有人丢了贵重物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

间，陈苏和孙德军逢人就问，把几百亩大的厂区都

转遍了。遗憾的是，谁也没有听说，“再找不到人，

我就只能上交警察了。”

事情转机出现在今年 1 月 12 日。当天孙德军

遇到一位叉车工，他像往常一样张口就问：“有没有

人丢了贵重物品？”对方说：“有啊，有个清洁工丢了

一万多块钱。”孙德军叫上陈苏，立刻让叉车工把清

洁工叫来，那人正是王世昌。

一核对丢钱的时间、地点和数目，孙德军和陈

苏确认王世昌是失主。不过为了谨慎起见，避免纠

纷，陈苏第二天叫了民警过来见证这个事情。

还钱的时候还发生了个小插曲。当王世昌从

民警手中接过钱后，连谢谢都没说，骑着车走了。

这让现场的人都有点生气。不过没一会，王世昌

又回来了，手里提着三条烟，塞给孙德军、陈苏和

叉车工。

“我不会说什么感谢的话，这个一定要收下。”

王世昌咧着嘴笑得像小孩一样，这是他三个月来第

一次开心地笑。 （新华社）

打工者苦寻 3月找到失主

从医数十载，每每看见患者及其家庭饱受疾

病的折磨，贾建平心中总是五味杂陈。这感情来

自于对生命凋零的悲悯，也来自于对才华逝去的

叹息。

“医学的科研要为临床服务，要着眼于解决临

床的实际问题，否则就没有生命力。”近年来，贾建

平带领科室率先建立了全国最大的记忆门诊，成功

收治了许多全国各地的记忆障碍患者。贾建平带

领科室成员在吸收国际统一标准的基础上融入中

国特色，探索并制定出一套与国际接轨的诊断流

程。其科室还引进了两位神经心理评定师，辅助整

个诊断过程。

现如今，贾建平已经为国内神经病学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每当回忆起当年的留学生活，他总会

说早年的留学生涯锻炼了他，并使他学会了以系统

的思维从事研究工作。

贾建平对临床技术精益求精，因勤于思考，他

凝练出很多独到体验。他经常在神经科查房、会

诊、病例讨论等多种场合上，强调医生要具备透过

复杂症状看到内在疾病本质的诊断能力，并要养成

带着研究的态度看病的习惯。

正是这种态度使得贾教授常会发现别人发现

不了的问题。他曾在出诊时见到一个患有 AD的患

者，经过对病史的详细询问，发现患者的姐姐和妹

妹都因为相同症状在重庆住院。这引起了贾建平

的思考，于是派人到重庆走访情况，发现患者家里

老少 5 代 180 多人中每一代里都有人患病，构成了

一个罕见的、完整的家系。正是通过对这个家系的

研究，贾建平教授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家族性阿尔

茨海默病早老素 1的 V97L基因突变。他说“临床是

根本，科研是后劲”，只有两者完美结合才能提高临

床水平，推动医学发展。

15 年磨一剑，贾建平虽未感惊喜，却受到极大

鼓舞。借助此次获奖“东风”，他和他的团队，正朝

着把“老年痴呆和认知疾病做到世界顶尖”的目标

稳步前行。

认真态度带来世界性发现

从台下走到台上，只有短短几分钟，但他为之

付出了十五年……

2014年 1月 10日，贾建平手捧荣誉证书站在人

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以他为第一完成人的“痴呆与

轻度认知障碍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和诊治应用研

究”项目获得了 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90年—1999年，在白求恩医科大学获得神经

病学博士学位的他，远赴澳大利亚、新西兰从事神

经病学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并获得英联邦执业医师

执照和副教授职称。

1999 年，他重返祖国，面对刚刚起步的神经病

临床科研领域，挑起了建设我国神经学科的重担。

贾建平：抵御“认知障碍疾病”的领军者

一个阳光充足的上午，记者来到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拜访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

神经内科专家——宣武医院神内科主任、首都医科

大学神经病学系主任贾建平教授。

不巧贾教授正忙于临时会议。在与科室成员交

谈的过程中，记者得知他不仅担任过中华医学会神

经病学会主任委员（2010—2013），还担任过中国医

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会长（2005—2013）——在

我国同时兼任这两项职务的人凤毛麟角。

谈及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科室人

员自豪地说，该分会是在贾教授带领下组建的。针

对我国长期缺乏统一的神经内科专科医师标准、各

地医师培养水平参差不齐，他在仔细研究国外专科

医师标准和培养模式后，撰写了《神经科医师培训

标准和培养基地认证考核标准》。同时，为保障各

神经科基地医师培养一致性，作为主编又编写了

《中国神经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另外，分会定

期派遣人员支援西部医疗建设工作，这大大推动了

我国西部尤其边远地区神经内科事业的发展。

话音刚落，办公室的门轻轻被推开，走进一位

身着白褂面带微笑的医生。

得知记者来意，贾建平娓娓道出获奖项目背后

的故事。“痴呆是老年人群中的常见病，更是一个社

会问题。”贾建平说，老年痴呆的发病率正逐年增

高,目前我国患有老年痴呆的人群高达 900万，患有

轻度认知障碍的人群近 3700 万,“这是一个庞大的

患病群体，在老龄化现象日益加剧的当代，亟待引

起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足够重视。”

自 1996 年至今，贾建平及团队在“痴呆与轻度

认知障碍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和诊治应用研究”

项目中已经完全建立了痴呆与轻度认知障碍纵向

研究队列人群并构建了国内最大的痴呆与轻度认

知障碍临床信息和生物标本库。

遗传是诱发老年痴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项目

开展的 15年间，贾建平对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

简称 AD）及轻度认知障碍的遗传学发病机制方面

做了重点研究，此项目明确了中国人群 AD 相关的

易感/致病基因及重要蛋白功能，为 AD 的遗传学机

制和针对性药物研发提供了依据，并在国际上首次

报道了中国家族性 AD 在早老素 1（PS1）基因上的

两个突变位点：V97L 和 A136G。对此，贾建平意味

深长地说：“只有阐明疾病的发病机制，才能进行针

对性治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内容。”

其科研团队还系统地研究了血管性认知功能

障碍，在明确轻度血管性认知障碍及其亚型认知

损害特征的基础上，编制出一套适用于中国人群

的轻度血管性认知障碍评估量表，还对国际通用

的多个量表开展了针对中国人群的临床应用研

究，建立了中国老年人的蒙特利尔认知功能检查

（MOCA）常模。

此外，围绕诊断贾建平主持制定了中国首个

《中国痴呆与认知障碍诊治指南》，此指南不仅规范

了痴呆与认知障碍的诊治，也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

内的空白，引领国内老年痴呆治疗领域的发展。在

治疗药物的研制方面，他们独辟蹊径，采用中医多

靶点治疗策略自行研制出两种新药复方参乌胶囊

和泰思胶囊。这两种新药在 AD复杂发病机制的多

个重要环节上具有良好的神经保护和调节作用。

治的不仅是病，更是社会问题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面对奖励，贾建平

一再强调，这份荣誉属于团队和单位。在他看来，

这仅仅是个起点，也是继续攀行的台阶。

“我认为这个奖的贡献主要在于它向社会发

出了一个广泛关注老年痴呆的信号，用来提示大

家应该认真对待这种疾病。”因为，全国约有 1.5

亿到 2 亿的老龄人口，而老年痴呆和轻度认知障

碍 患 者 占 据 2000—3000 万 ，其 中 每 位 患 者 需 要

2—3 人轮番照料，这势必会增加家庭、社会和政

府的负担。

当谈及今后的工作，贾建平表示任重而道远。

“我们同加拿大的同行合作展开了一项旨在研究家

族性 AD 临床前期的研究，建立了家族性 AD 网站

（https://www.chinacoast.org/zh-cn/cfan/），通 过 在

全国范围内收集家族性 AD 家系，对携带突变基因

但还没有患病的亲属进行干预以防止或延缓其发

病，这是继美国之后的全世界第二个家族性阿尔茨

海默病网站。”据贾教授介绍，该网站不仅面对参研

医院，也会对全社会开放，欢迎社会上的 AD患者通

过网站进行专家咨询。网站的建立将会对家族性

AD 家庭中没有患病的成员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同时，贾建平还呼吁社会乃至政府积极追踪具有家

族性 AD病基因突变的人群。

另外，贾建平教授告诉记者，他们也正在从事

着“中国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的研究，这项

工作的第一期已经开始，GWAS对于揭示中国人阿

尔茨海默病的遗传规律以及发现中国阿尔茨海默

病的基因变异将产生重要意义。

领奖台下的新起点

“一定要严格核对身份证信息”“一定要注意

服务态度”“一定要仔细为旅客查票，不许直接说

‘没有’”……16 日 7 时 10 分，春运即将拉开帷幕，

沈阳站售票车间主任刘庆斌用一连串的“一定

要”，向全车间 53名日间售票班组布置任务。

10 分钟后，这个班组上岗，此班需值 9 个小

时。王黎、苏雨萌和张荐文，班组里 3 个最年轻的

女孩，虽然都是“90后”，而且性格迥异、经历不同，

但她们都努力做着同一件事——助旅客回家。

从女兵到女售票员：一天卖1400多张票
从部队退伍后，24 岁的沈阳人王黎成了沈阳

站售票车间的售票员。

现在的她，售票时透出军人的干练：“去哪”

“有票”“几张”……王黎坐得笔直，一边询问旅客，

一边在电脑键盘上飞速录入车次信息，不到 20秒，

一张火车票就递到旅客手中。

王黎以这样的速度和节奏，执行着她的任

务。这是王黎第三年参与春运售票，根据往年的

成绩，客流最多的时候，她一天能卖出 1400 多张

票。而在沈阳站售票车间，这样的售票量只算中

上等。

如果按每卖一张票要说 3 句话、转 1 次头、输

入 20 个电脑字符算，一天下来，一名售票员至少

要说 3000 多句话，转 1000 多次头，敲击 20000 下

键盘。

“卖票是我的工作，但对旅客来说是实现回家

的愿望。”王黎说，累点不要紧，不能让旅客回家的

梦等太久。

大学生售票员：“萌式微笑”让人温暖
1990 年出生的售票员苏雨萌，是第二年参加

春运售票工作。这位漂亮的姑娘，可是学导演的

大学毕业生。

2012年，苏雨萌大学毕业后放弃艺术梦想，进

入沈阳站售票车间工作，先从售票导购台干起。

17 日一大早，一位 30 岁出头的母亲带着 4 岁的女

儿来沈阳站买票，因为要排队，她让女儿在苏雨萌

的导购台旁等待。

苏雨萌把小女孩抱进导购台，陪她说话，还教

她识字。她始终面带微笑，被同事称为“萌式微

笑”，让向她问询的旅客都感到温暖。

苏雨萌也遇到了点小麻烦。记者看到，一位

中年男旅客问她，售票厅有没有厕所，苏雨萌回答

说没有，但售票厅外有。男旅客对此答复很不满

意，无论怎么解释，对方都不理解，甚至还要把苏

雨萌拉出导购台好好理论理论，幸亏民警赶来帮

她解了围。

独生子女，又是大学毕业生，刚工作时，可受

不了这种事。后来她渐渐明白，春运期间，旅客和

平时不一样，他们会更着急，情绪会更急躁。

苏雨萌说，自己上学时，因为买不到票，有

时会把脾气出在售票员身上。“如果不是我现在

从事售票工作，可能我一辈子都无法理解里面

的难处”。

头回上春运：旅客说声“谢谢”，就是最大的满足
1991年出生的售票员张荐文，早上 5点多就出

了家门。2013年，她从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当

上了一名售票员。这是她第一年参加春运售票，

虽然卖票数量比老售票员要少一些，但她坚持每

天早起背车次表。

“只有背熟了，才能提高售票速度。”张荐文

说，“看到窗口前排队的旅客，看着他们着急的

眼神，有时会想起自己当学生时为买票而着急

的情景，因此，工作时要尽量少喝水，这样可以

少去厕所。”

“我是真的喜欢干这行。”她说，“售票工作虽

然平凡，但一想到能够帮旅客返家，就感觉工作特

别伟大。累点怕啥？我们正年轻。只要旅客说声

‘谢谢’，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新华社）

三个“90后”女售票员的春运
文·徐 扬 郭 毅 科技日报讯 （记者滕继濮）1 月 16 日 ，由 永 业 公 司

支持的“大地之子—2013 中央电视台农业科技人物颁

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大地之子—2013 中央电视台农

业科技人物推介活动”，长期关注工作在田间地头最

基层的优秀农业科技人员，弘扬其科学精神、传播其

社会责任。

本次活动推介出云南高原超级稻育种栽培站站长李

开斌、宁夏枸杞辣椒远缘杂交技术研究专家王成玉夫妇、

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专家曹兵海、现代蜜蜂产业技术体

系建设岗位专家邵有全、陕西省平利县绞股蓝研究专家徐

家振、广西平果县火龙果办团队等十位 2013 年度农业科

技人物“大地之子”。

在颁奖现场，宁夏枸杞辣椒远缘杂交技术研究专

家王成玉夫妇的故事感动了所有观众，在给王玉成夫

妇颁奖时，永业科学院院长仝宝生表示，王成玉夫妇用

了 50 年，坚持实现心中的农业科技梦想，并实现了枸杞

与辣椒的远缘杂交，作为一名在三农战线上工作了 20

多年的科技工作者，自己深深理解这其中的艰辛、艰

难。同时，永业科学研究院希望与王成玉夫妇结成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将通过永业科技服务体系全力支持

王成玉夫妇，将拿出 50 万元的合作经费，用于枸杞辣椒

的高产高效项目的合作研究与推广应用；同时，永业将

通过遍布全国的市场渠道，帮助王成玉夫妇推广远缘

杂交技术。

农业科技人物“大地之子”在京颁奖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从事血液、脑脊液和尿

液中新的 AD 早期诊断生物标记物的研究，力求从

轻微乃至没有征兆时就能够检查出患者所得的病

症。”贾建平说。

随着小米的体量越来越大，其掌门人雷军一直提及

的结合互联网思维、网络营销模式以及“高规低价”策略

等组合而成的小米模式也受到瞩目。1 月 20 日，小米董

事长雷军表示，小米模式可大规模复制到其他产业中。

“小米模式百分之百可以复制，有的人会说，如果大

家都在复制，小米不就没饭吃了，但其实在一个行业中，

如果一家企业抢占了山头，别人再想抢夺回来并不容

易。”雷军说。

另外，雷军还指出，“很多人都对小米有误解，第一个

是觉得小米炒作，第二个是说小米山寨，我觉得这些误解

都来源于对小米模式的不了解，要知道，如果消费者认为

小米产品有哪里做得不好，可以提出建议，公司在一星期

之内就可以进行修改。我们的优势就是随时在网上动员

上百万人跟我们一起干，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利用很低的

成本，吸引消费者并且了解他们的需求”。

雷军：

小米模式

可大规模复制

去年科技部结题的数百个科研项目中，2011—2013

年创新方法工作专项项目“新型金属材料中 O,N,H,Ar和

He的脉冲熔融—质谱测定方法研究”引起业内关注。

此课题中氧、氮、氢、氩和氦囊括了 11种气体元素近

一半，这 5 种气体是目前可测金属中气体元素的全部。

空气中氧、氮、氢常见，而氩和氦含量少见。常温下固态

的金属中也会有氩和氦这样的气体元素吗？中国科学院

金属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朱跃进和他负责的上述项目子课

题“特殊用途材料中 Ar 和 He 及其他气体元素的脉冲熔

融—质谱法测定和状态分析研究”进入记者的视野。朱

跃进在原金属中 Ar 和 He 测定工作基础上，实现了一次

新的飞跃，充实完善了脉冲熔融-质谱定氩和定氦新方

法；同时发现了含高氩的普通钛基合金，建立脱氮热导定

量分析金属中氩方法。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论文两篇，

“一种金属中氩定量分析快速转换装置”实用新型专利已

于 2012年授权，“一种氩氧或氮氧联测仪及其使用方法”

发明专利正在审批中。

从 1992 年起专注于金属中气体分析专业的研究和

探索至今，朱跃进被很多同行称为国内定量分析金属中

气体的弄潮儿。1984年至 1992年期间，朱跃进在中国科

学院金属研究所从事气瓶处理的相关课题研究，他参与

的“气瓶特殊处理技术及配套件的研究”成果于 1991 年

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朱跃进从 1992 年

起专注于金属中气体分析专业的工作，至今已建成了国

内第一家具备 O,N,H,Ar,He五种气体元素分析设备和能

力的金属中气体分析实验室。曾于 1995 年完成铝中氧

分析研究，1999 年率先功克镁中氧分析难题；2004 年自

主创新建立脉冲热导定量分析金属中氦的方法，他带领

的科研小组通过自行设计制造一套装置，将现有定氢仪

改造成定氦仪。再通过实验验证和论证，建立了脉冲热

导定量分析金属中氦的新方法。2008 年展开金属中氩

测定的研究至今。

面 对 成 就 ，朱 跃 进 始 终 保 持 谨 慎 低 调 的 科 学 态

度。他淡泊名利，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挚爱的金属中

气体分析研究事业中。现正准备开展“激光点式扫描

氧氮氢氩氦联测仪及联测方法”的研究工作，并已申请

国家专利保护。 （段佳）

朱跃进：

小课题大

文章

新华社讯（记者高敬 王希）国家统计局 20日发布数

据，截至 2013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 73111万人，比上年

末增加 1929 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53.73％。劳

动年龄人口总数相比上年继续减少。

统计显示，到 2013 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不包含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6072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4.92‰。其中，乡村常住人口

62961万人，比上年减少 1261万人。资料显示，2012年末，

我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为 52.6％。

从年龄构成看，截至 2013 年末，我国 16 周岁以上至

60 周岁以下（不含 60 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91954 万人，

比上年末减少了 244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67.6％；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20243 万人，占总人口的 14.9％，其中，65

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9.7％。

从性别结构看，截至 2013 年末，我国男性人口 69728

万人，女性人口 66344 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 105.10（以女

性为 100），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7.60。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