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本月开始实施的新《食品安全法》中，增

加了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明确对查证属实

的举报应当给予举报人奖励，对举报人的相关

信息，政府和监管部门要予以保密，对举报所

在企业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内部举报人要给

予特别保护。

其实，以法律的名义确定“有奖举报制

度”，并不是新《食品安全法》的首创。此前，

在 2000 年修订并于当年 9 月 1 日施行的《产

品 质 量 法》中 已 经 明 确 规 定 了 有 奖 举 报 制

度。2011 年，国务院食安办发布了《关于建

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的指导意见》，由此

全国各省都建立了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

然而，我们并未看到期待中的“反水”带来的

巨大收益。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美国的

《吹哨人法案》规定，司法部如果收到举报人

投诉、告发，并决定作为原告参与起诉的，举

报人可以分到赔偿额的 15%—25%；如果司法

部不参与，举报人可以自行调查、起诉，并可

分到赔偿额的 25%—30%。2009 年，美国辉瑞

公司用非法手段推销药品，被罚处 13 亿美元

刑事罚金和 10 亿美元民事赔偿。5 名辉瑞员

工和 1 名医生通过法律事务所向美国官方检

举了辉瑞，共分得了罚金中的 1 亿多美元。

2012 年，前瑞银雇员因举报瑞银替客户逃税

有功，获得重奖 1.04 亿美元。美国证交会更

规 定 ，如 果 举 报 信 息 最 后 导 致 证 交 会 获 得

100 万美元以上罚款收入，举报人可以直接

分得相当于罚金 10%—30%的奖金。巨大的

诱惑之下，“勇夫”频现，高质量、高价值的举

报信息源源而来。

反观我们的“有奖”实在太不给力了。比

如，举报者已获取部分重要证据，但未对违法

事实进行直接核实的，仅提供查办线索，未配

合案件调查的，举报情况与查办事实大致相符

的，所得奖励只是案值的 1%或以下的奖励，而

且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还有一个“原则上

不超过××万元”的上限。此外，美国的举报

奖励直接来自罚金，而我国的罚金要全部上交

国库，再由政府设立公共资金，由财务部门进

行专项拨款，这也让地方政府在预算时难以估

量，不得不设上限。

“轻”赏是一方面的不给力，还有另一方面

的不给力。“举报”上演的是“无间道”，因此不

能不考虑自身安全的问题。在一份网络问卷

调查中，面对发现就职的单位正在生产假冒伪

劣产品，或是存在其他不法行为对公众权益造

成损害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选择“沉默”，其

中 73.68%的人“担心会被打击报复”。

据媒体报道，2012年温州市瓯海区实行食

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最高奖金 30万，但只发

出了三单匿名举报奖励。2013年 1月，辽宁省

食安办首批奖励76名食品安全举报有功人员，

公告发出 7天后，仍有 44人未去领奖。这样的

情况在多地重复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很美

好很期待的有奖举报制度只是“看上去热闹”。

在国外，举报人能受到全方位的保护，甚

至很多国家和地区还单独制定了类似的“证人

保护法”，如美国的《吹哨人法案》、澳大利亚的

《举报者保护法》等。英美等国还设立了专门

的保护机构，对举报人予以特殊保护，包括整

容、更改住址、移民，甚至一旦为人父母者因举

报而发生意外，这些机构要负责把他们的孩子

抚养长大。无疑，这些措施会令举报者了去后

顾之忧。

2008 年的《食品安全法》草案和 2013 年

的修订草案送审稿中都规定了有奖举报制

度，但最终都做了删除。因此，刚刚施行的

新版《食品安全法》算是有很大进步了。但

我们依然不得不说，这样的奖励和保护还是

太单薄了！

其实，除了奖金数额方面的差距外，我国

的有奖举报制度基本类似于国外的“吹哨人”

制度，都是依靠企业“内部”从业人员第一时

间、第一地点揭发问题。毕竟业“外”人士对

企业的核心秘密难以企及。在笔者看来，既

然有人因福喜事件评价洋快餐南橘北枳是中

国特色，那么有奖举报能不能也“特色”一把

呢？事实上，有许多实践经验可以借鉴学习

和发扬光大。

比如 2006年 4月，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为即将开展的“啄木鸟行动”招募了若

干消费者代表，这些“啄木鸟”经过针对性培

训，以消费体验的形式，对旅游行业进行暗访

并向社会公布结果，以“帮助旅游管理部门把

问题揪出来”，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得到了

消费者的高度评价。

2014 年 7 月末，君乐宝奶粉在其官网、官

方微博、官方微信等平台正式发出招募社会监

督员的公告，期望消费者能走进企业，从原辅

料供应到生产各个环节进行全透明监督。他

们走的是群众路线。

还有专家建议，成立食品安全公益基金，

政府、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企业和慈善机

构都可以投入进来，通过公益基金支持食品

安全举报。

在瑞士，各个市镇中都分布着数百名代表

州政府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的“卫生警察”，他

们常常微服私访于全国各大超市和零售市场，

随时对营养保健品等进行抽样检查。我国在

2013年 3月就高调宣布成立“食药警察”，但至

今仍无声无息，为什么不让他们动起来呢？

有奖举报制度无疑是一个绝对有效有力

的市场监管手段，但打造放心的食品安全消费

环境，不仅出拳要狠，还应该打出组合拳。岁

然，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但里应外合更能

所向披靡。

有奖举报也应打组合拳
□ 段梅红

8
新闻热线：010—58884094
E-mail：stpinglun@126.com

■责编 尹传红 赵文红 2015年 10月 16日 星期五
科技话题 KE JI HUA TI

农作物秸秆的大量焚烧因为与

大气环境污染紧密相关，已成为政府

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媒体舆论的

焦点。关于农作物秸秆焚烧问题如

何治理，监管部门目前主要是以“堵”

为主，通过严格监管和罚款禁止农民

焚烧秸秆。近日，国内多家媒体发表

文章，认为更有效的治理方式应该是

以“疏”为核心，要提高秸秆的综合利

用效率，让农民由“不敢烧”转为“不

想烧”。

笔者赞同后者，相信政府监管部

门也希望农民自己主动不再焚烧秸

秆。但如何才能实现由“不敢烧”向

“不想烧”转变呢？这涉及到政策、市

场、技术、监管、宣传教育等多方面因

素。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以

科技创新为引领和突破。通过科技

创新提高秸秆利用价值和综合利用

水平，并使农民充分享受到秸秆所带

来的经济效益，是从根源上解决“秸

秆焚烧”问题的有效途径。

首先，要通过科技创新挖掘秸秆

的经济价值。在多年之前，秸秆作为

牲口饲料和燃料，是农民生活的必需

品。那时，农民对秸秆非常珍惜，很

少有人将之付之一炬。随着我国经

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煤

炭、天然气和电力取代了秸秆。对农

民来说，秸秆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利用

价值。为了减少劳动和运输成本，他

们干脆一烧了之。若想让农民再次

对秸秆产生“真爱”，就必须通过科技

手段从秸秆中开发出让农民切实受

益的利用价值。

事实上，农作物秸秆中蕴藏着巨

大的应用价值。秸秆可用于发电，可

以制成青贮饲料、碳化燃料、优质肥

料，也可以从中提取高价值产品，比

如，从麦草中提取木质素、从玉米棒

芯中提取木糖醇等。秸秆富含纤维

组织，经过深加工可以制造出代替实

木的的建材。但是，因为科技能力和

研发水平的不足，我们未能充分开发

和利用这些价值。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通过科技创

新，不断地挖掘和开发出秸秆中所蕴

藏的有重要价值的物质成分。全力

发展和完善相关技术手段和工艺流

程，制造更加先进的仪器设备，对秸

秆进行高密度、高深度的综合利用。

通过科技创新，努力降低秸秆综合利

用的成本，能够让科技创新的成果被

公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接受，从而创造

出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其次，要通过科技创新解决“秸

秆还田”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在政府

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下，“秸秆还田”得

到了广泛实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了“焚烧”的出现。但是，我国多个地

区发现，连续几年实行“秸秆还田”之

后，土地的粮食产量不增反降，且农

民生产成本增加。也正是因为如此，

农民对“秸秆还田”产生了怀疑和抵

制，“焚烧”又开始出现。“秸秆还田”

对农业和农民造成的负面影响客观

存在。我们要依靠科技创新，探索促

进秸秆分解和防治病虫害的新途径、

新方法，解决“秸秆还田”中存在的秸

秆分解速度慢、土壤过度松散、病虫

害高发、粮食减产等问题，使农民增

产增收。唯有如此，农民才会从内心

欢迎“秸秆还田”。

再次，要通过科技创新，培育和

推广具有高附加值秸秆的农作物新

品种。快速发展的生物育种技术使

得人类能够培育具有特殊优良性状

的农作物。我们应该通过创新遗传

杂交或基工程技术，使农作物秸秆富

含某些对人类有益的物质，从而提高

秸秆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比如，

科学家已经选育出秸秆含糖量非常

高的甜高粱。当农作物秸秆富含营

养物质或者其他经济价值较高的成

分时，农民会发自内心的“不想烧”。

依靠科技创新解决“秸秆焚烧”

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科研人员共

同努力。政府需要不断加大科技投

入并给予政策扶持，调动科研机构和

企业参与技术研发与推广的积极性，

集中力量攻关，使农作物秸秆所蕴藏

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从而能够为农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如此，

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秸秆焚烧”问题。

治理秸秆焚烧
要靠科技创新
□ 李文龙

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复杂严峻形势下，

学会抢抓机遇，不仅是一种意识，一种能力，更

是一种信仰。这需要有善于观大势、谋大事的

胸怀和眼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实干家，才能练

就战略眼光、发展眼光、超前眼光。站在更高

起点上抢抓机遇，困难一定很多，也一定会很

大，只有学会顺势而为，才能把握难得的机遇

和有利条件。

讲一个抢抓机遇的故事。这个故事，充满

了智慧。1992 年，第 25 届奥运会在西班牙巴

塞罗那举行。该市一家电器商店老板在赛前

向巴塞罗那市民宣称：“如果西班牙运动员在

本届奥运会上得到的金牌总数超过 10 枚，那

么顾客自 6 月 3 日到 7 月 24 日，凡在本商店购

买电器，就都可以得到全额退款。”这个消息轰

动了巴塞罗那。人们争先恐后购买电器，商店

的销售量激增。可是，时间才到 7月 4日，西班

牙运动员就获得 10金 1银。于是，人们比以前

更加卖力地抢购电器。据保守估计，电器商店

退款将达 100万美元，老板非破产不可！

电器商店老板，却从容不迫地说：“从 9月

份开始兑现退款。”“这是为什么？他能退得起

吗？”人们的心里难免有疑问。原来老板早就

做了周祥安排。发布广告之前，他先去保险公

司投了专项保险。保险公司认为不可能超过

10 枚金牌，就接受了这项保险。这是一个旱

涝保收、只赚不赔的保险。如果西班牙运动员

得到的金牌总数不超过 10 枚，那么电器商店

显然发了一笔大财，保险公司也无须赔偿。反

之，金牌总数超过了 10枚，那么电器商店要退

的货款将全部由保险公司赔偿，与电器商店毫

无关系，那么电器商店无疑发了更大一笔财。

这样的机遇，其实就在每个人身边。最

能干的人是顺势而为，是善于攫取机会、运

用机会、征服机会、驾驭机会的人。善顺势

而为者，是既积极作为又量力而行，兼顾好

发展速度，更为长远可持续发展积蓄潜力；

只有“善于观大势”，才有足够的智慧、能力

和信心“谋大事”。

抢抓机遇是顺势而为
□ 梁 新

2015 年 10 月，中国人终于迎来了第一个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青蒿素。屠呦呦这个名字，连同 523

计划的各种细枝末节，一瞬间“炸蒙”了好多人。在这

个崇拜科学的国度里，热门的议题马上变成：青蒿素

的发现和传统中医药到底有多大关系。

甲的期待，乙的困惑

人们到底在想什么呢？笔者随即用微信做了个

民意调查，发现结果大体可以分成两波：

一大波甲觉得，两者属“偶然相关，恰好适用于此

项发现”。医籍古方浩如烟海，各类草什一锅煎的传

统中药，有没有毒，有没有效，谁也说不清。唯有充分

运用现代科技，才能去伪存真，让中药的发展重获生

机。青蒿素的发现就是范例，甲很期待。

另有一小群乙认为，当然是“直接相关，大大提高

了成功概率”。根据辩证和药性灵活配伍的传统中

药，经过千百年的临床检验，价值不容否认。只是科

学的拷问一次次把中药逼到墙角里，却时常什么也问

不出来，自信还得找祖宗要。中药科研的道路艰难又

漫长，乙更谨慎。

甲是非中医，乙是中医，特别是从事中医药科研

的人。后者是一个尴尬的行当，整个群体都缺少学

术公信力和公众话语权，夹缝求生。这群人在中医圈

时常不受待见，觉得他们会通过“西化”毁了中医；而

科学圈也爱搭不理，觉得他们做的根本算不上科学。

那么，乙所认为的“直接相关”，是出于自我维护吗？

大量证据表明，科学家们努力从中药中发现有效

成分，成功制成新药的实例，无一例外都是根据中医

临床经验或文献记载的启发而取得成功的。过去几

十年里，除了获得诺奖点头的青蒿素以外，还有麻黄

（麻黄素）、砒霜（三氧化二砷）、青黛、千层塔、山慈姑

等传统中药提取物，都成为了有效的单体临床药物。

而使用现代药学模型随机筛选中药成分或天然资源，

虽然可以快速测试成千上万的化合物，但到现在为止

成功实验寥寥无几。美国 NIH 曾投入巨资，用最先

进的生物医药学方法和设备，试图从天然植物中寻找

抗癌药，几十年下来，也仅仅找到了一个紫杉醇，救了

整个领域，勉强保全了面子。这说明了什么？

如果没有千百年来的传统医学临床经验，在天然

产物中找到“单体新药”的历程将不可预测。传统医

学经验是一个宝库，应当得到认同、珍惜和发掘。

那么，多年的科研难以清晰地阐发药理，是因为

乙都不懂科学吗？

青蒿素的发现走了“单一有效成分提取”这条最直

接的路，这条路只适用于一类药理比较直接的例子。

过去几十年中药现代化的努力，并没有让“青蒿素模

式”大获丰收，反而遇到了许多“中医没法被科学论

证”的情形。许多有效的复方在辨病不辩证的随机临

床试验中得出阴性结果。许多对疾病整体改善有效

的方子，在针对局部病灶的体外实验中完全无效。许

多药性类似、或可以在组方中相互替代的药材，并不

含有相似的有效成分组合。许多经过配伍十分有效

的药方，把组分拆分或标准提取后疗效就大打折扣。

不少情况下，单一组分或药材的安全评价更是把中药

推向了深渊。这又说明了什么？

单体有效成分提取只不过是现代科学所能看见

的冰山一角。这下面蕴蓄的庞大体系，传统中药里的

辨症施治，君臣佐使，性味归经，祛邪扶正，并非古人

的文学臆想。

一百多年前，人们怀着甲的憧憬，走上了中西医

汇通，用科学研究中医的这条路。只是走着走着，渐

渐变成了今天的乙。乙说话的时候，经常要拿高音喇

叭来播放，这个世界也不过当笑话随便听听。例如下

面这篇，就是甲眼中典型的笑话：

祝世讷教授评论说，“起源于中国的和西方的自

然科学的各学科的成就，已经全部融合了，只有中医

是个例外，至今不能与西方医学相融合，即使由政府

决策和推动也不能促其融合”“两千年前确立的理法

方药至今主导临床”，这是中医药创造的奇迹（《中医

药创造的三大奇迹》，2015）。

中医界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尝

试，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过去一百年里，中国人对中医

和科学旷日持久的争论，本质不在于中医与科学的内在

对立，而是没有找到连接他们的那把钥匙。这是历史阶

段造成的，是令人深思的现象。这不是奇迹，而是教训。

2015年 9月，美国 NIH 批复了四个新的天然产物

研究中心，总投 3500 万美元，用于建立天然产物功能

注释数据库，开发药用植物在情志病，妇科病，代谢病

方面的应用，以及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创新。

讲求实际的美国人吸取了教训，调整了领域，保

持开放的心态，并把重点放在解答天然产物与人体相

互作用机理上。

我们是否也能从几十年的中医科研实践中学到

一些东西呢？

古典中医理论对新药研发的启示

在漫长的自然演化史中，一个生物活性分子能存

在，往往总能找到一个天然的拮抗分子与其配对。它

们相互依存、制约和演进，这便是中医所理解的阴阳。

植物里的药用成分主要来自于次生代谢产物。

在几十上百万年的生长和适应中，植物演化出这些

“秘密武器”，以耐受极端的自然环境、吸引传粉的昆

虫和驱赶觅食的动物。在分子层次，这些植物体内的

所产生的“阴”，来识别和应对环境变化中所存在的

“阳”。古人利用这些植物的“阴”，也就是药物的“偏

性”，来调节人体中一些相似的“阳”情况。

除了单分子的阴阳对应和拮抗，中医还把人体理

解成一个功能网络，古典中医哲学里的“五行”便是一

个例子。中药里的各种组分对应和调节着这个复杂

变化的功能网络的各个部分，避免了单一的选择压力。

这是许多经典组方千百年来都没有产生耐药的原因。

完全不同的组分，可以通过影响网络中的不同节点，达

到同样的效果。这是灵活配伍的基础。功能网络失衡

的时候，可以通过强化或弱化网络中已经存在的某些支

路，修复整体的平衡。这是唤醒人体的自愈力。

这种朴素的“阴阳五行”哲学，在古人千万次采食

药草的过程中被偶然地验证，日积月累，便演绎为今

天庞大的中药体系。我们没有必要过于苛求古典医

理的严谨程度。认识并利用这些朴素的哲学，对于今

天的中药科研仍有启发。

其实，无论有没有青蒿奖，中药研究发展都应该

是三条路并行。

一是单体新药的开发，如同青蒿素。一旦成功，

单体药的作用机理比较容易阐明，结果也容易为现代

医药学接受。至于开发出来的“新药”是否还算是“中

药”，其实并不重要。

二是走“复方”研究的道路。主要是证明固定的中

药复方或“中成药”对某种疾病安全有效。这种研究应

该根据病种有选择性地结合辩证，以现代临床药物试验

的“金标准”——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为主，只要能得出可

重复的疗效，就有价值推广使用。机理的充分阐释，是

更加长远的任务，不应成为复方药应用发展的阻碍。

三是继续支持中医师按传统方式“辨证论治”，使

用灵活配伍的中药处方，并且在临床运用中尝试创

新。与古时相比，现今的疾病谱有所改变，可以获得

的药材也不尽相同，对人与药的理解都更加深入，

这就为中医临床创新提供了空间。研究的重点，除了

证明有效外，可放在如何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如何探

索新的组方思路，以及如何推广成功经验等方面。

（发自美国。作者系华裔中医药研究者。下转
10月18日2版“软科学”）

“青蒿奖”：传统中医药发展
必须抓住的一次历史机遇

□ 南 蛤 李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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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天河南街道最近一次政府采购预

算，因“天价 U 盘”等项目而让公众震惊，更因

被当地财政部门挡住而令人欣慰。严格履行

相关程序，不让“天价采购”蒙混过关，是规范

政府采购的必然要求。

政府采购使用的是财政资金，让其用得其

所是根本原则。从常识来看，政府集中采购通

常应近于批发价，至少不能高于市场价。广州

市天河南街道准备采购“27 个 U 盘（含移动硬

盘），均价 1000 元”，超出很多人印象中的市场

价。如果这样的采购成为事实，必然造成财政

资金浪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人们之所以痛恨“天价采购”，是因为它常

常包含利益输送，不仅容易滋生腐败，更会损

害政府形象。在经历了近年的“天价吊灯”“天

价按摩椅”等事件之后，人们对政府采购更加

敏感，也抱有更多期待。必须严格采购程序，

严格审批审计，才能不让“天价采购”蒙混过

关。

让政府采购公开透明是防止“天价采购”

的有效办法。政府采购法明确要求，政府采购

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

原则和诚信信用原则。但这些要求在某些地

方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北京市审计局 10日就

发布公告称，2014 年多个部门政府采购存在

不符合规范的问题。如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所

属两个单位，未按规定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涉

及资金超亿元；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部

门本级和所属水文地质大队 3 个项目未履行

政府采购程序，自行安排项目实施单位及供货

商，涉及资金 350多万元。

要保证政府采购不出问题，根本在于按制

度办事。今年 3月 1日正式施行的政府采购法

实施条例指出，政府采购要全过程信息公开，

提高透明度，加强社会监督。把这一良法落到

实处，特别是按照“阳光是最好防腐剂”的要求

做好公开，引入公众监督，才能防止“天价采

购”滋生。

对于那些不按法律法规要求，在政府采购

上自作主张，搞暗箱操作甚至先斩后奏的，包

括屡屡报出“天价采购”预算的部门单位，监督

问责不能缺位。唯有如此，才能让更多的心存

侥幸者放弃幻想，增强法治意识，在政府采购

上严格办事，使每一次政府采购都能经得起公

众检验。 （据新华社）

决不让“天价采购”蒙混过关
□ 陈尚营 欧甸丘

一 些 因 个 别 主 要 领 导

“落马”产生的断头路、腰斩

桥、烂尾楼、半拉子广场，让

群众颇有怨言。应尽快清

理盘活相关工程项目，不能

因个别人的劣行影响民生

大业。

类 似 的 民 生 工 程 在 全

国各地不少。工程项目上

马时，当时一些领导干部是

向老百姓打了包票、拍了胸

脯的。而像棚户区改造、安

置房建设等项目，不少群众

已经掏了大笔预付款，一直

对 项 目 早 日 建 成 翘 首 以

待。如今，这些民生工程因

主要领导的落马而被搁置

下来，必然会损害群众利益

和政府公信力。

一些工程在立项审批

过 程 中 ，因 落 马 官 员 乱 插

手、大搞权钱交易，埋下了

烂尾的伏笔。如今，不能因

为官员落马、“新官不理旧

账”而对民生事业造成二次

伤害。任由类似半拉子工

程继续搁置下去，只会使问

题复杂化，将来处理起来更

加困难。

不可否认，清理盘活这

些 工 程 难 度 不 小 ，但 维 护

好 、发 展 好 群 众 的 根 本 利

益，正是改革发展的目的所

在，为此，再大的困难也要

往前闯。要提高认识，敢于

作为，分类处理，精准施策。通过科学的评估，

能继续推进的要尽快调整完善，不能继续推进

的尽早做好善后处理。

清理盘活工作要坚持依法行政，确保稳妥

推进。严格遵照相关法律、制度和程序办事，

并确保相关决策和信息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

督，以免重蹈覆辙。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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