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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时评
文·潘 莹

■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本报记者 贾 婧

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宣布提前结束两条城区快速

路通行费收费，尚未还清的 103 亿元贷款本息，将由

当地政府财政全额“埋单”。政府掏钱，让收费公路提

前迈入免费时代，真正实现还路于民，使公路回归服

务公益的本质，这一做法赢得一片“赞”声。

公路姓“公”，本应包含在政府公共服务范畴

内。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以财政紧张为由，通过贷

款等方式修建公路，再伸手向车主收费，偿还债务，

用于养护。但现实情况是，一些地方不仅不顾民

意，大上“贷款修路”项目，收费路段比比皆是；还有

的地方想方设法延长收费期，俨然把公路当成“摇

钱树”。“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异化为“留下买路钱”

的民生顽疾。

不仅如此，巨额公路收费去向不透明、交通领域

寻租腐败滋生、“高级路”暴露“低质量”等问题，让社

会各方对收费公路的质疑声不断。适时取消公路收

费，转变公路发展方式，民意呼声很高。

可喜的是，已有地方政府愿意回应民众期待，体

现责任与担当，摆脱公路经济效益依赖，还公路服务

以公益性本质。如去年 1月，深圳市提前取消一条正

在运营期内的高速路收费，政府为此花费约 27 亿元

回购资金。再如乌鲁木齐市此次取消两条快速路通

行费收费，将使当地小型车辆车主每年免去 1220 元

开支，大型车辆车主将免缴 1450 元。同时受益的还

包括外地进入乌鲁木齐的车辆。

收费公路免费后，短期来看，地方政府好像做

了“亏本买卖”，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还路于民带来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不仅减少民生支出，减低物流

成本，而且改善了交通环境，为地方“软实力”加分

不少。同时也有利于“倒逼”政府在“公路账本”上

精打细算，从建设项目招投标，到防范金融风险，挤

压成本泡沫，变以往的传统粗放管理方式，向精细

化管理转变。

同时，应当看到收费公路回归公益服务，也是交

通运输业适应新常态，服务国家战略、改善民生的大

势所趋。当前，交通运输投融资改革正步入“深水

区”，应推动建立规范的支持交通发展的地方政府举

债融资机制，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推广使用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过去那种“政府修路，百姓凑

钱”的模式有望被打破。

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在管理运营公路

时，应多算社会效益“大账”，少计较经济效益得失，兼

顾效益与公平，要深化收费公路改革，更好地服务和

惠及民生。 （据新华社）

深化公路改革：尽早与“买路钱”说再见

查干湖位于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境内，蒙古语意为“白色圣洁的湖”。查干湖至今

仍保留着传统的冬捕方式。每年 12 月中旬到次

年 3 月，查干湖进入冰封期。参加冬捕的渔工驾

马车踏上冰面，依经验选择若干合适的位置钻孔、

下网，并透过冰层追踪鱼群动向，最后收网捕

鱼。 2008 年，查干湖冬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并以 16.8 万公斤创下采用原始方

式单网冰下捕鱼量最高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图为

渔工们驱使马匹拉动绞盘在查干湖中下网。

新华社记者 杨磊摄

到查干湖看“冬捕”

临近春节，传统民俗年味迎新春活动在浙江

杭州塘栖古镇举办，活动将持续至农历正月十

五。除听古戏、打年糕、磨米粉、送春联、看江南民

俗表演等多项传统民俗活动外，公众还可参与跳

绳、滚铁环、打陀螺等多种游戏。杭州塘栖古镇历

史悠久，始建于北宋，繁盛于明清。京杭大运河穿

镇而过，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图为游客在杭州塘栖古镇水北老街上体验传统打

年糕。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到古镇体验“民俗年味”

近日，一场抱花猪冰面赛跑的活动在湖南长

沙举行，挑战者需在 2 分钟内抱着花猪穿越 20.15

米的冰雪赛道，并且在终点亲吻花猪方可获胜，获

得花猪年货。图为一位装扮成猪八戒的挑战者正

在与花猪抗衡。 中新社发 杨华峰摄

抱着花猪来赛跑

■第二看台

2 月 2 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文件连续 12

年聚焦“三农”问题，而且转基因被第六次写入一号文

件，文件中提到，“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

全管理、科学普及”，其中加强转基因科学普及首次写

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指出，当前社

会对农业转基因认识不足，甚至有“妖魔化”的现象。

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让数据说话

中国曾是国际上最早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

也曾是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这一地位在 2004 年被巴西超越，2006 年被印度超

越，至 2013 年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仅不到印度

的 37%。

与此同时，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总数快速

增长，1996 年至 2011 年期间年均增长 29.3%，其中发

展中国家年增 47.9%。“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新技术

如此快速增长。转基因食品目前看是安全的。”日

前，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教授、“转基因生物

安全研究课题组”组长胡瑞法在国际农业生物技术

应用服务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抛出此观点。而此

说法正是来自其刚刚推出的学术研究成果——“转

基因农作物生物安全：科学研究进展与网络观点溯

源”的研究报告。

据媒体报道，该研究报告是学术界首次从文献检

索和数据分析角度，对转基因话题作公开研究报告，

一经公开即在网上掀起讨论热潮。

——新闻缘起——
从文献检索角度研究转基因安全

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结论并不是出自实验室，那

么它是如何被得出的呢？据科技日报记者了解，由

胡瑞法领衔的这一课题检索了美国《科学引文索

引》（SCI）中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所有论文。论文

是否被收入 SCI 在学术界是判断其学术价值的重要

指标之一。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研究转

基因作物安全性的 SCI 论文也逐渐增多，其中有的

研究发现转基因作物存在安全风险，也有研究得出

相反的结论。

胡瑞法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课题组陆续动用了

20余名研究人员及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检索了 SCI中

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全部 9333 篇论文，其中包括食

品安全 400 多篇、生态安全 1074 篇、生产影响 1763

篇，还有 1000 多篇是无关的论文。这些论文最早发

表于 1980 年，最晚发表于 2014 年 5 月。课题组成员

阅读了这些论文，对其进行分类，并对得出不安全结

论的论文进行了追踪分析。

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百度指数”等关键词搜索

工具，追溯国内有关转基因“不安全”的网络流行观点

的出处，“我们甚至还分析了记者的专业背景。”他说。

——核心关注——
追踪9000多篇SCI论文得出结论

胡瑞法表示，在他们的此次研究中，得出四大发

现佐证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

“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是，国际上最权威的生物安

全学者，从一开始便介入了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研

究。”胡瑞法举例说，1971 年，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基因

重组，引发了分子生物学家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

基因工程的开拓者和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伯

格，在 1974年召集了一批重要的生物学家，讨论重组

DNA 技术的风险问题,并给美国科学院和科学杂志

写了一封公开信，建议召开一次研讨会，讨论其潜在

的危险性。在他的建议下，1975 年，该领域的顶尖科

学家召开了会议，在会上他们达成继续开展该领域的

研究，并采取措施降低现实危险性的共识。1976 年，

美国国家卫生院规定了重组 DNA技术的规则。

第二个发现是批准商业化的转基因技术、产品经

过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生物学安全检验与检测，建立

了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监管体系。这个监管体系涉

及到研发过程、研发产品和产业化，“在我国对于转基

因技术，在上市前要经历：实验室报题—两年的环境

释放—两年的生产试验—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区的批

准—区域性试验，这五大步骤才可进行推广。”胡瑞法

表示，即便是经历了这五大步骤，上市后的转基因技

术面对的监管依然是严苛的，而其他育种技术则没有

任何检测措施。

来自研究报告的第三个发现是，绝大多数研究成

果表明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胡瑞法说，涉及食品安

全方面的全部论文中，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有 416

篇，认为其不安全的有 36篇。有数据的论文中，安全

的有 241 篇，不安全的有 34 篇；涉及生态安全方面的

论文中，安全的有 984 篇，有风险的有 90 篇。有数据

的论文中，安全的有 566 篇，有风险的有 42 篇。“我们

发现，只有 10%左右的论文得出来的结论是转基因食

品的安全有问题，90%的论文认为转基因食品对生产

有正面影响。”胡瑞法介绍，关于转基因食品对生态有

影响的论文，研究结果认为对生态确实有一定影响，

但是可以通过施行隔离等来消除。“收益是远远超过

风险和代价的。”

胡瑞法等人的第四个发现则是所有得出转基因

食品有危害性结论的论文均被证明是错误的。“对于

得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结论的研究成果，学者们早已

采用非常严格的规范化研究方法开展了类似的研究，

且并未发现其所存在的问题。”

四大发现佐证转基因安全性
胡瑞法称，他们有关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研究还发

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几

篇发现转基因产品出现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一经发

表，很快就会引起强烈关注，马上就有其他科学家对

实验的程序和结论进行再验证。

他们对中国网络上流传的影响较大的有关“转基

因食品不安全”的观点进行了研究，发现部分非专业

人士的所谓“科学”发现，与事实及专业理论相悖，部

分观点完全是杜撰的谣言，也有一些隔行学者的观点

则是在明显地误导广大公众。这些谣言长时间在社

会上传播，未能得到应有的肃清，使转基因生物安全

陷入了无谓的非科学争论的陷阱。

胡瑞法表示，国内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

的一些无谓争论，已经严重误导了公众对于这一

问题的认知。有调查表明，2003 年我国消费者认

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仅占约 17%，到 2012 年这

一比例急剧上升到约 46%；同时，认为转基因食品

安全的人数则由约 35%急剧下降到约 13%。同一

调查表明，2003 年我国消费者表示接受转基因食

品的人数约占 60%，到 2012 年急剧下降到约 24%；

同时，表示抵制转基因食品的人数则从约 9%急剧

上升到约 42%。

对此，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

院博导黄大昉也表示，胡瑞法教授研究的成果从科学

角度说完全站得住脚，“胡瑞法教授这些年就中国的

一些转基因发展的技术问题做了大量的调研，用经济

学的一些方法来做很多的研究。论证了现在经过了

严格的评审，严格的科学评价，走向应用的转基因食

物是安全的，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对于许多“非专业人士”的质疑和评价，黄大昉也

表示，科学问题，还要听科学家的观点，一个很外行的

人，他可以提出质疑，可是最后怎么来做这个结论？

主要还是看科学家共同体，或者说主流科学家、主流

科学界怎么说。“我想这个既是结论，也是一个思想认

识的方法，今后我们在判断一些社会舆论的真伪方

面，特别是有关科学研究的真伪方面，可能要有这样

一个意识，否则我们很多认识可能就会有偏颇。”他

说，在现有科技水平已证明是安全和有定论的条件

下，再激烈的争论都是毫无意义的，更是违背科学的，

它只能助长谣言的流行，从而误导广大消费者并进而

影响到政府的科学决策，使国家丧失抢占生物技术研

发国际制高点的机会。

——专家建言——
肃清谣言莫让转基因安全陷入无谓争论

近日，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龙泉湖内出现了

近 20 只来此越冬的赤麻鸭。赤麻鸭为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2 年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图为龙泉湖上的赤麻鸭。

新华社发（周海军摄）

赤麻鸭龙泉湖越冬

新环保法的实施，无疑是电力行业 2015 年开年

最为关切的事件。

与旧版本相比，这部“史上最严环保法”不仅大幅

增加了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法律责任，而且增加了按

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处罚项目，增大了

处罚力度。一记记“重拳”，随时砸向触雷的排污企业。

面对这条“紧箍咒”，如何在满足社会日益增长

的电力需求与遵守环保指标之间找寻平衡，成为摆在

中国电力行业面前的一道必答题。而在火电为主的

国情之下拆解这一问题，人们会发现，真正负责给出

答案的，是服务于火电企业的节能减排企业。

法制进步拓宽市场空间

作为世界能源消耗大国，煤炭在我国的能源结构

中一直占主体地位。近年来，随着产业转移、城镇化

深入，国民经济对电力的需求愈发强烈，火力发电非

但未被新能源所取代，其传统地位反而更加稳固。据

预测，2015 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 6.02—6.61 万亿千

瓦时，“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 8.8%。“十二五”“十三

五”期间全国规划煤电开工规模分别为 3亿千瓦和 2.6

亿千瓦。

而与火电发展相辅相成的，是其对大气污染的

“贡献”——燃煤会产生大量含有硫氧化物、氮氧化物

的废气和烟尘，这些废气排入大气会导致酸雨、雾霾

等环境污染。近年来，虽然火电造成的污染在逐年下

降，但减排任务仍然无比艰巨。

针对于此，我国政府一方面在法律法规上对火电

的节能减排严格要求，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推动和完善

工业环保行业的发展，火电治污的主要方式——脱硫

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脱硫，指将煤中的硫元素用钙基等方法固定

成为固体，防止其燃烧时生成二氧化硫。随着煤质的

含硫量和国家减排范围、标准的进一步提高，现役脱

硫设施改造的需求日益增加。据统计，“十二五”后

期，全国平均每年改造机组容量在 0.86亿千瓦。综合

新建和改造需求，火电脱硫市场在 2014 年至 2015 年

期间，每年机组改造的容量为 1.365亿千瓦，市场年均

规模约 136.5亿元。

“蛋糕”并非人人有份

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与日趋严格的环保指标，共

同催大了脱硫行业未来的市场蛋糕。但是，并非每一

家业内企业，都有能力和资格分享这个市场。

对于火电厂而言，选择新的减排技术必须综合考

虑多种因素，既要考虑污染物脱除效率，又要考虑系

统的运行可靠；既要考虑多种污染物的一体化脱除，

又要考虑节省投资成本；既要考虑改造条件及技术的

适应性，又要努力缩短改造工期；既要考虑运行简便，

又要考虑尽可能降低运行能耗等。

目前，面对国家新的排放标准，实现现役机组超

低排放的通行作法是对原有脱硫、脱硝、除尘、除雾设

备分别进行改造后，再增加湿式电除尘设备。但这样

一来，不但改造难度大，而且能耗高、投资额大，远远

超过许多排污企业的承受能力，企业改造的积极性极

易遭到挫伤。

虽然我国进入脱硫行业的总承包企业已经超过

200多家，但实力参差，良莠不齐。尤其是完全拥有或

掌握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核心技术的企业更是寥寥。

可以说，置身蓝海却不知如何弄潮，是许多脱硫企业

面临的窘境。

乘风破浪还靠技术创新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在脱硫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便显得尤为引人注

目。此前由于我国对脱硫的要求并不太高，电厂采用

的湿法脱硫工艺普遍存在脱硫效率不高、石膏氧化困

难、塔内结垢严重以及系统难以稳定运行等一系列问

题。而面对超洁净排放目标，业内通常采用的是串联

塔或者“塔+塔外反应罐”的准串联塔等技术路线，系

统复杂、占地广、投资高、能耗大。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大型燃煤电厂烟气脱硫脱硝设施的投资、研发设计、

建设及运营，其 2014 年在原有自主创新技术基础上，

研发出了单塔一体化脱硫除尘深度净化技术（SPC—

3D），为排污企业实现超低排放提供了新的解决方

案。对于这项技术的价值与意义，专家评审委员会给

出的评价是：区别于以往的技术工艺，单塔一体化脱

硫除尘深度净化技术创新性强，具有单塔高效、能耗

低、适应性强、工期短、不额外增加场地、操作简便等

特点，适用于燃煤烟气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深度净化。

“在 SPC—3D 技术推出之前，电力企业为了达到

超低排放指标，对现役火电机组的提效需要付出非常

大的代价。无论改造量、投入和运行的成本费用，以

及未来的维护工作量都是巨大的。”国电清新董事长

张开元表示。

可以说，SPC—3D 不仅为火电烟气排放提供了

一种全新解决路径，更为当前雾霾的治理提供了有力

支持。目前，该技术已经在多个大型火电厂烟气净化

和环保提效改造中成功应用。其中，山西大同云冈电

厂已经于 2014 年 12 月 25 日通过了山西省环保厅的

超低排放验收，成为山西省第一个单塔一体化超低排

放项目。

国电清新：以技术创新弄潮蓝海
文·吴 为

胡瑞法介绍，在得出转基因“不安全”或“存在风

险”结论的论文中，有一半来自两个实验室，即法国的

塞拉利尼实验室和意大利的马拉泰斯塔实验室，这两

个实验室的研究结果一再被科学界发现要么存在实

验样本少、统计方法不可信，要么有实验周期设计不

合理的问题，结论均不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