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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微软前总裁）

胡润 研究院
近日在京发布全
球富豪榜，其中比
尔·盖 茨 以 4100
亿元人民币财富
位居榜首，巴菲特
和 Zara 西班牙创
始人奥特加保持
第二、第三位，财富分别为 3800 亿元人民币和
3700 亿元人民币。亚洲首富李嘉诚以 2000 亿元
人民币财富排名全球第 12 位。

富豪榜显示，59 岁的比尔·盖茨三年来首次
从墨西哥人斯利姆手中夺得“全球首富”桂冠。他
目前是微软新一任 CEO 塞特亚·纳德拉的技术
顾问。

此次富豪榜共有 1867 位全球富豪排名，上
榜门槛为 10 亿美元，上榜富豪上市公司的财富
计算截至 2014 年 1 月 17 日。

布莱恩·艾克顿（WhatsApp 创始人之一）

从前 有个年
轻人,去 Facebook
应聘, 被拒绝了。
他在博客里写道：

“Facebook 拒绝了
我。这是一个和一
些极出色的人物
一起工作的伟大
机会。我期待生命中的下一次历险。”

这是近日最新出炉的“史上最有含金量”的
励志故事。主人公布莱恩·艾克顿（图左），正是
WhatsApp 创始人之一，另一位是库姆（图右）。上
周，这家只有 50 名员工的低调科技创业公司，一
举成为全球互联网行业最耀眼的明星。

Facebook 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斥资 190 亿
美元收购即时通讯应用 WhatsApp。此外，Face-
book 还将为 WhatsApp 的创始人及员工，提供价
值约 30 亿美元的限制股股票，分四年发放。

霍金（物理学家）

“叙利亚的现
状令人痛心，而世
界却冷漠地旁观。
我们的同情心和
正义感到哪里去
了？”近日，知名物
理学家史蒂芬·霍
金十分罕见地“越
界”撰文谈国际政治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
力终止叙利亚战争，保护儿童。

在文章中，霍金从宇宙看人类，最后将焦点
落在叙利亚内战中的儿童身上。他写道：“作为一
名父亲和爷爷，我不忍再看到叙利亚儿童遭受苦
难；我要大声疾呼：停止迫害儿童！”

由于身体原因，霍金只能通过眼球的转动来
写文章，一分钟只能写出三五个单词，写作整篇
文章用了两三天的时间。

作为一名物理学家，霍金此前极少谈论政治
话题。在文章中，霍金解释了自己破例为之的原
因：“有关正义和公正的普世原则可能并不会植
根于物理学，但对于人类的存在却举足轻重。”

沃兹尼亚克（苹果电脑合伙人）

沃兹 的名字
似乎会永恒地和
乔布斯绑定在一
起，尽管他本人非
常希望人们能把
他从乔布斯的那
部分抽离出来，即
使他们一起创办
了苹果公司。

近日，受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的邀请，沃兹
尼亚克来到北京，向小米人以及百家媒体讲述自
己如何奠定了苹果公司的工程师精神。

不知是不是雷军的授意，沃兹面前的桌子上
特地摆放着一台 1976 年发布的 Apple II 电脑，同
时还有一个装有小米路由器的巨大木盒。有媒体
将这样的场景称为魔幻———谁曾想到，乔布斯早
年的创业伙伴，如今又成了“雷布斯”的小伙伴。

雷军将沃兹称为自己小时候的偶像，此次邀
请沃兹参加小米年会，“因为我们参加年会的绝
大部分是工程师，所以全场为沃兹鼓掌，你们可
能低估了沃兹在工程师心中的影响力”。

斯诺登（美国“棱镜门”事件曝光者）

近日，美国中
央情报局前雇员、

“棱镜门”事件曝
光者斯诺登当选
苏格兰格拉斯哥
大学“学生校长”。

格拉 斯哥大
学是苏格兰历史
悠久的名牌大学之一，“学生校长”一职并无实
权，任职为期 3 年。斯诺登需要做的工作是出
席格拉斯哥大学行政评议会、与学生代表委员
会一起工作、让学生关注的问题得到学校管理
层的重视。

此前担任过这一职务的包括南非前总统曼
德拉的第二任妻子温尼·曼德拉、揭露以色列核
武计划的莫迪凯·瓦努努。

自去年 5 月以来，斯诺登一直辗转流离，
直到俄罗斯给予其临时政治避难身份。因此，
斯诺登本人并没有抵达选举现场。格拉斯哥大
学表示，不能出席竞选并不妨碍斯诺登当选。
斯诺登获得候选人资格后，校方已经征得他的
同意。 （苏澈）

名家掠影

一周人物

1967 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个戴着眼镜、
脸上焕发着青春意气的年轻人，正向亲友挥手
告别。他即将奔赴内蒙古。

那是 20 岁时的贾幼陵。从北航附中毕业的
他，原本将出国学习做一名外交官。然而“文革”
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父亲被打倒，
贾幼陵的外交官梦也随之破灭。他作为知青到
内蒙古插队，伴随着恶劣的环境和未知的前途。

在内蒙古，从不坐等命运选择自己，贾幼陵
习惯主动出击，在有限的选择中重新定位自己
的坐标———抄起简陋的器械，这个从城里来、爱
动脑子的学生，成了草原上边干边学的赤脚兽医。

多年后，他将给牲畜看病的活儿做到了国内
最顶尖———曾任国家首席兽医师、农业部兽医局
局长、农业部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中心顾
问。“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等
荣誉也从侧面印证了他职业生涯的高度。

如今虽已退休并迈向古稀之年，但思路清
晰的贾幼陵还是能快速说出关于畜牧业的各种
数据，3 个小时的访谈并未让他显露疲态。

近年来，他把余热主要发挥在了提高国内
兽医教育水平上。这位身上带着知识分子深深
烙印的前政府官员，有着强烈的职业尊严感。他
坚信“搞技术的人要说实话”“科学家只讲对
错”。

他干了大半辈子兽医，喜欢有一说一。

极端逆境“野蛮生长”

面对问题，贾幼陵喜欢坦诚相对：“我治死
的牲口比治活的要多。”

刚开始学做兽医时，一次他给一匹病马扎
针，结果一百多针扎下去，还没找到马的静脉，
而马脖子已被扎烂了。

在寒冬的野外若赶上要生产的牛，这位年
轻的兽医师需要把皮袍子脱掉，把手伸进牛的
产道里为它接生。受牛子宫强大的压迫力，往往
是整个手臂伸进去后，马上就麻木了，然后再换
另一只手。周遭天寒地冻的环境，令贾幼陵胳膊
上的血迅速凝固。

一次次实践，他积累着经验，“死在手术中
的牲畜我都要解剖。”贾幼陵说。他所在的东乌
珠穆沁旗生产队，每户牧民家他都住过，有时忙
完一天，晚饭时拿筷子的手抖个不停。

同时，他通过各种渠道补充专业知识。渐渐
地，这个从北京来的书生大夫水平越来越高。他
能老练地把手伸进母马的直肠去摸卵巢，准确
判断出卵巢是否发育，是否在 12 小时内排卵。

此外，贾幼陵还不得不和严酷的环境战斗。
到内蒙古的第一年，他便见识到了暴风雪的威力。
在躲避风雪的迁徙途中，他放牧的 1000 多只羊有
一多半死在了路上。羊死去的场景令他一生难忘：
他看见哪只羊走不动了，就把雪铲开，让它吃几口
干枯的草。一次，一只羊实在走不动，他就用两张
羊皮为它搭了个小棚子。第二天早上，贾幼陵发
现，那只羊还是没挺过来。羊越死越多，僵硬的尸
体垛成了羊圈，为活羊遮挡风寒。

“搬家是家常便饭。一年得搬 40 多次，一冬
天往往就得搬 20 多次。”贾幼陵回忆道。

极端的逆境反而激发了他的“野蛮生长”。
不过面对困难，他并不蛮干，而是牧民眼中的有
心人。

贾幼陵喜欢观察牲畜爱吃什么草，然后拔

几根尝尝。有时尝得多了嘴都会肿起来。品种越
尝越多，他也逐渐从“尝百草”变成了“识百草”
———能辨认出四五百种不同的牧草，并能说出
它们的蒙语和汉语名。

突发事件 临危受命

自插队后，贾幼陵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是在 5
年以后。而他在内蒙古的 12 年，有 10 个春节是
和牧民一起度过的。

1976 年“四人帮”倒台后，他被调到内蒙古
东乌珠穆沁旗畜牧局任副局长。3 年后，由于业
务能力突出，他被调回北京，进入农业部畜牧兽
医总局。

2003 年，贾幼陵原本萌生退意，却没成想紧
接着经历了 SARS、禽流感、口蹄疫等一系列重
大动物疫情暴发。于是，这些突发事件把贾幼陵
推到农业部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新闻发言
人这个位置。

对这个在很多人看来是烫手山芋的角色，
贾幼陵并不发怵：“我一直没有脱离基层工作，
心里对实际情况非常清楚。”曾有人建议他照
本宣科，但他觉得那样就失去了新闻发言人的
意义。面对国内外记者的提问，他能随时调取
大脑中存储的各种资料和数据，言之有物，有
一说一。

他的底气来自于扎实的基层经验。这种经
验，往往来自于突发状况甚至危险境地；另一方
面，他的经验又保证了危机时刻的恰当应对。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撼动了整个
中国。贾幼陵马上意识到：“四川是个养殖大省，
震后不知会死多少牲畜，大灾之后往往伴有大

疫，必须立即启动消毒和无害化处理。”
14 日凌晨 1 点，贾幼陵作为农业部抗震救

灾指挥部副指挥长到达成都，随即奔赴灾区。
尸体腐烂的味道，透过两层口罩钻进贾幼

陵的鼻子，刺激着他的神经。多达 3500 万头畜
禽死亡，它们像一个个随时可能引发生物安全
灾难的定时炸弹，在贾幼陵耳边滴答作响……
他紧急调来 1000 多吨消毒药品，组织起 19700
多人投入到震区动物防疫消毒任务中。

在贾幼陵的指挥下，每块区域救援人员一
旦搜索完毕，消毒人员立马跟上，向着震中步步
推进。其间，他先后深入 4 个重灾区，而他领导
的整个防疫队伍则对累计 16 亿平方米土地反
复进行了消毒处理。

时任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担心年过六十的他
身体吃不消，劝他早些回京休息。而年龄却成了
他拒绝的理由：“这么大的灾难罕见，我年纪大
了经验多。”

老骥伏枥 志在教育

采访中，相对于自己的故事，他说得更多的
是对国内兽医临床经验不足、教育水平远落后
于发达国家的担忧：“我国兽医教育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越来越大，对我国兽医学科的发展和兽
医教育的国际化十分不利。”

在世界各国，兽医都是一门强调临床和实
践能力的学科。“一个兽医不会看病，那就什么
都别说了。”而在我国重科研、轻临床的兽医教
育体制下，贾幼陵却遗憾地发现“一些兽医教授
都不会给马插胃管”。

据了解，目前我国大学兽医本科教育大部

分为 4 年制，少数农业大学恢复到 5 年制。与国
外教育相比，我国不重视临床兽医学教学，也缺
少完备的教学兽医院设施。“绝大多数毕业生无
临床经验，上不得手术台。”

而国外兽医教育学制为 6~7 年，其中 2~3
年预科、4~5 年专业学习（包括 1 年专业实习），
90%以上的学生毕业后即能取得执业兽医资格，
只有 3%~5%的毕业生继续读研究生，毕业后从
事科研和教育工作。

贾幼陵这样分析兽医工作的重要性：在现
代社会，兽医在保障动物源性食品供应及安全，
预防人畜共患传染病，开展生物医学和比较医
学研究及保护国家农业和生物安全方面肩负着
重要责任。兽医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到兽医执业
水平，进而影响到国家对动物疾病及人畜共患
病的防控能力。

为此，在 2011 年，他联合中国兽医协会等
单位以及美国 6 所知名兽医学院，共同发起“选
派优秀学生赴美留学 DVM 项目”。

DVM（Doctor of Veterinary Medicine），即兽
医学全科医生。在贾幼陵看来，美国的兽医教育
拥有举世公认的全球最先进的教育体系和严格
的准入和认证体系，是训练最严格、最规范、水
平最高的兽医教育体系。

贾幼陵希望通过精英留洋的方式带回先进
经验。在他的推动下，上述项目得到了国家基金
委的支持，成为现实。

此外，对于国内教育，他借助全国政协委员
身份，通过提案呼吁加大兽医教育投入，尽早引
入职业兽医教育机制。

对此，教育部 2012 年答复称，在 1.8 万元的
基础上，“2013 年将进一步提高中央部门所属高
校动物医学本科专业生均拨款到 2.7 万元”，并
承诺“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农林高校开展动物
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加强临床兽
医教育，强化兽医临床实习”。

退休前，贾幼陵通常是每天早晨 6 点半到
单位，晚上 7 点半下班。而且由于动物疫情在节
假日更易暴发，赶上过节他往往也没得歇。

如今退休了，心里放不下兽医教育问题的
他没能拒绝内蒙古农业大学的邀请，出任其兽
医学院院长。上任前，他提了几个“条件”：“将兽
医学院从畜牧学院中独立出来；把学制从 4 年
延至 5 年；壮大学院的实验兽医院。”

如今，已奔向人生第 70 个年头的贾幼陵，
骑上了推动兽医教育的这匹马。对于能骑多远，
他不想浮夸。

贾幼陵希望这匹马儿蹄疾而步稳。策马扬
鞭，他期待着中国兽医教育的明天。

“我特别喜欢山山水水，2000 年卸任所长以
后，尽量到处走走看看。”刚刚当选美国气象学
会荣誉会员的曾庆存院士，是中科院公认的“文
人院士”，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咏物寄情，不仅书
写着自己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更用诗化
的语言，将科学与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

在中科院大气物理所铁塔分部的一幢幽静
小楼里，记者见到了年近八旬的曾庆存院士。他
翻出自己当年写作的《帝舜〈南风〉歌考》，一字
一句地讲述《南风》歌这首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季
风的文献。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
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歌全文寥寥
26 个字，却对东亚夏季风的性状及其对社会民
生的影响记载和刻画得简明深刻。曾庆存对《南
风》歌的气象学含义作了详细的解读和考据。

这篇世界最早记录季风文献的发现过程，
也是曾庆存与好友刘铭的一次友情之旅。居于
南京的刘铭教授彼时正在全身心投入季风研究
工作，偶然间吟诵少年时习得的古诗，恍惚记得
帝舜时有《南风》歌，讲的恰恰是夏季风。

偶然所得让他惊喜不已，着急分享的他甚
至忘记好友身在北京，而非南京。他立即动身，
赶往千里之外的曾庆存家中，分享这令人倍感

快乐的消息。
或许是为了纪念这之中的缘分，在写作《帝

舜 < 南风 > 歌考》歌考的第一段，曾庆存开头便
用了这样一段话来说明季风对于华夏大地人民
生活的影响。

“南京市，古金陵，东南形胜，虎踞龙盘，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春初踏雪寻梅，暗香浮动，沁人心
肺；夏日黄梅时雨，才了桑麻，水满禾田，一片蛙
声；三秋天高气爽，金稻千里，桂子飘香；冬则雪皎
气清，松竹犹荣。四季气象分明，人民安居乐业。”

如诗般美丽的语言，竟然出现在一篇学术
论文的开头，很多人为此感到惊奇。不少人都问

过曾庆存———怎样才能跨越科学和艺术的鸿
沟，将二者融合在一起？

他回答说其实不管是科学还是艺术，都是
人对于这个客观世界的观察和认识。“科学可能
更注重逻辑性，艺术可能更注重形象化。但注重
逻辑的科学很多时候也离不开定量的形象化，
注重形象化的艺术也离不开对于自然界和人类
社会诸多规律的认识。”

除了从前人的诗歌中解读科学，曾庆存也
创作了不少以科学为题材的诗歌作品。《咏亿年
前古树硅化石》便是一首这样的作品。他从公园
里的一株硅化木的形成，联想到宇宙洪荒、世间
生命的死生轮回，睹物寄情。他是漫漫时空中的
观察者，更是生命的歌咏者。

这首诗甚至成为了中小学考试题目，不仅
引导学生们从中解答自然知识，同时也帮助青
年人树立自己的时空观念。而这样既具科学性、
又具艺术性的优秀作品，只是曾庆存偶然间看
到公园里的硅化木后一笔写就的。

“以前出差开会，没有时间欣赏风景，更没
有时间写东西。现在好一点，尽量抽个半天转
转，晚上、路上写写游记、诗歌。”万水千山总关
情，不管是写诗的曾庆存，还是做科研的曾庆
存，生活总是最好的老师。

曾庆存：万水千山总关情
姻本报记者 张晶晶

中国科学报：10 年前，当广西发现禽流感
疫情后，我国当即对外公布动物疫情，这也是
我国首次正式对外公布重大动物疫情。当时这
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引起了轰动。听说这是您
推动的，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贾幼陵：之前，我国的动物疫情曾经是高
度保密的，我认为对动物疫病防控不利。

在农业部兽医局局长任上，我希望能推动
动物疫情公开。农业部曾就这一问题给国务院
打过两次报告。但动物疫情并非简单的技术问
题，有时它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比如公布疫
情就可能对出口是个打击。所以推进它的公开
需要协调各方利益。

2004 年，广西发现禽流感疫情，我向当时
的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建议，我国应该抓住这个
时机对外公布疫情。当时他仔细斟酌后当着我
的面给温家宝总理打电话请示，最终获准对外
公布。后来，我们将动物疫情公布形成了制度，
固定下来。

中国科学报：推动这个事情，当时您感觉
压力大吗？

贾幼陵：在政府职能的有效运转中，我扮
演着技术行政的角色，这个角色要求我必须如
实反映情况，坚持自己认为对的，这样在重大
问题上才能给更高层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不是压力大不大的问题，而是职业要求必
须这么做。

2003 年的 SARS，一开始医学界高度怀疑
是禽流感。我带领团队到广州之后发现，尽管
疑似，但没有确凿的证据，即没有分离到病毒，
就不能证明那就是禽流感。虽然公众和舆论压
力迫切希望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尽快明确病
因，但科学家必须拿事实说话。事实证明确实
不是禽流感，而是大家以前都没见到过的
SARS 病毒。以后在动物疫情暴发时，分离病毒
就成为法定程序。

中国科学报：根据这些年的经验，您觉得
动物疫情防控的关键是什么？

贾幼陵：首先，就算是一开始执行得不好，
也要把制度和体系抓紧建立起来。比如疫情的
报告和公布制度。再比如，我在任内还坚持推
动了一个事情，就是在猪的耳朵上打上耳标，

建立可追溯体系。虽然执行起来还有很多问
题，但如果没有制度，那就不是好坏的问题，而
是有无的问题。

其次，动物疫情防控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
问题，涉及政府的有效组织问题、利益问题等
等。比如地方政府报告疫情可能遭受处罚，但
不报告则可能使疫情失控。这需要政府自身建
立起有效的管理体系。

此外，我们有很多习惯需要改变，比如减
少小规模的散养，变为风险更易控制的集中
式养殖；逐步关闭活禽市场，降低传染的风
险；公众改变现宰现吃的不卫生饮食习惯等
等。

中国科学报：听说您在工作中性格比较直
率？

贾幼陵：这也是职业要求。在技术方面，我
秉承了一个观点：不怕得罪人。我们搞技术的
人要说实话。科学家只讲对错，政治家则要考
虑利弊。我们要把实际情况和应该怎么做告诉
决策者。决策者再根据当时的形势，根据利弊
作出决策。

“动物疫情防控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
姻本报记者 王庆

对话

不管是写诗的曾庆存，还是做科
研的曾庆存，生活总是最好的老师。

首席兽医贾幼陵
姻本报记者 王庆

2004 年 1月 27日，国家禽流感参
考实验室最终确诊，发生在广西隆安县
丁当镇的禽只死亡为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当天，中国农业部即通过官方
通讯社向全社会通报了这一疫情。

中国首次正式对外公布重大动物疫
情，这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引起轰动。

贾幼陵，便是我国重大动物疫情公
布制度的推进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