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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学家改写 DNA甲基化经典
该发现对旋毛虫病有效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封帆 通讯员赵家彬）近日，吉林大学人兽共患
病研究所和华大基因研究院通过合作，首次在旋毛虫基因组中
发现了甲基转移酶，并证实了 DNA甲基化的存在，改写了长期
以来认为线虫中没有该种表观遗传修饰的历史。相关成果发表
于《基因组生物学》。业内专家认为，该研究为以 DNA甲基化为
靶标的抗旋毛虫及类似病原药物与预防制剂的开发提供了新
的研究途径。

DNA甲基化作为一种典型的表观遗传修饰现象，其功能及
分布已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令人惊奇和难以理解的是，自由秀丽
隐杆线虫 DNA中未发现甲基转移酶类似基因，且不存在 DNA胞
嘧啶甲基化现象，从而使之成为一个特例，同时也成为其作为最为
广泛模式生物的一大缺憾，更为甚者，其使传统的观点延伸并定义
所有线虫均不存在 DNA甲基化现象。

该项目组选取寄生线虫———旋毛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MethylC-Seq分析技术，首次证实了旋毛虫 DNA甲基化的存在，
且发现在旋毛虫不同的发育时期，DNA甲基化程度变化显著。

通过对包括旋毛虫在内的 11种线虫的基因组进行扫描，研究
人员仅在旋毛虫基因组中发现了 dnmt3酶基因，而该酶是从头甲
基化所必需的一种酶。此外，旋毛虫中还发现了 dnmt2酶，该酶为
tRNA甲基化酶，从而证实 RNA甲基化可能在旋毛虫发育过程中
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该项目主要完成人高飞博士表示：“这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
在线虫中发现 DNA甲基化表观遗传修饰。”

该项目负责人、国际旋毛虫病委员会副主席、吉林大学人兽共
患病研究所所长刘明远则介绍说：“旋毛虫病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分
布广泛且危害严重的食源性人兽共患病，是对肉食品安全构成严
重威胁的重要病原之一，该成果的获得对该病的有效防控无疑具
有深远的意义。”

姻本报记者蒋家平
10月 23日，中组部人才局在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召开该校“青年千人计划”教授座谈
会。记者从会上获悉，由中组部组织的第三批
“青年千人计划”申报中，该校又有 16人入
选，连续三批入选数均名列全国高校首位。

据统计，2009年以来，该校已引进“千
人计划”教授 35名、“青年千人计划”教授
55名、中科院百人计划教授 62名，及其他
各类教授 55名、副教授 198名。目前全校
拥有两院院士、“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
划”、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学者共 296名（不
重复计算），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24%以上。
地处二线城市的中国科大是如何在区

位、资源和条件均不具明显优势的情况下
逐步形成人才群聚效应的呢？

以诚相待，为人才解除后顾之忧

科大行政部门服务教授的意识与西方
没有多大区别，教授们提的问题，行政系统
都会尽可能解决或改进

2010年 5月加盟中国科大的“千人计

划”教授秦宏，回国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等离子体物理国家实验室担任主任研究
员，在核聚变研究领域颇有建树。
“国内核聚变领域中实力最强的高校

和科研机构是科大和中科院等离子体所，
都在合肥，所以我选择科大。”秦宏说，“与
发达地区高校相比，科大所能提供的待遇、
条件未必最好，但校领导很真诚，只要答应
的事情，件件都落实到位。”
据该校人力资源部部长褚家如教授

介绍，中国科大在引进人才进校前，都会
以书面形式对职称、薪酬、住房、子女就
学、医疗等作出约定，不会等到引进人才
入校后再谈。
该校在教工住宅小区预留了 300 多

套住房，以确保引进的教授都能住上
100~200平方米的房子。最近，学校又开始
新建 300套大户型住房，以满足引进人才
之需。学校还专门准备了设施齐全的三居
室专家公寓，引进人才一进校即可拎包入
住。
“我的住房是委托人力资源部老师帮

助选号的。”地空学院“千人计划”教授沈延
安介绍说，对于没有时间和精力搞家庭装
修的，校人才办和后勤管理部门还会专门
提供装修菜单，上门服务，帮助教授将住宅

装修好。
不仅在教师生活上排忧解难，中国科

大更重视为科学家们提供工作上的便捷服
务，为此专门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将直接
为教职工服务的经常性事项集中起来，提
供“一站式”服务，帮助他们从烦琐的日常
工作细节中解脱出来。
“科大行政部门服务教授的意识与西

方没有多大区别，教授们提的问题，行政系
统都会尽可能解决或改进。”沈延安说，学
校在细节上对教授生活和工作的关心，使
得大家可以安心做学问。他主要从事地质
历史时期地球环境与生命协同演化研究，
“过去这个领域的顶尖成果大多出自外国
科学家，我希望在科大作出能够代表国家
水平的令人尊重的研究成果来。对此，我充
满信心”。

中国科大在人才引进工作中踏实真
诚的作风，感染了许多海外优秀人才。近
年来，该校引进人才的到位率一直保持在
比较高的水准。
其中，前七批引进的 28位“千人计

划”教授中，已有 22人与学校签署合同并
到岗工作，占 78.6%；前三批引进的 55 位
“青年千人计划”教授中，已经报到 38位，
占 69.1%。

尊重需求，为人才营造创新土壤

以人为本，首先要满足人才学术发展
的实际需求，确保他们做事有平台、发展有
方向

对于引进人才，学校不仅为他们提供
一定数量的科研启动经费，还及时安排实
验和办公用房，配备学术助手和学术梯队。

据介绍，该校引进人才的科研启动经
费在 100万 ~1000万元之间，根据到岗工
作的实际需要而定。先由到岗者就拟开展
的学术研究内容及所需资源提出报告，再
由所在学院对报告进行评估和审定，然后
由相关部门进行逐个讨论，最终确定满足
实际需求的全方位支持条件。
“以人为本，首先要满足人才学术发展

的实际需求，确保他们做事有平台、发展有
方向。”中国科大分管人事师资工作的副校
长窦贤康说。
“回来后我的课题组建设得很快，仅用

了 2个月的时间。”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青
年千人计划”教授熊宇杰，2011年 6月到岗，
当时青年千人的经费还没有到位，学校陆续
为他提供了 500多万元设备经费，使他的工
作很快就开展起来。 （下转第 4版）

知名作家冯骥才日前
在天津表示，根据官方提
供的数据，过去十年，中国
总共消失了 90万个自然
村，也就是说，中国每天消
失 80到 100个村落，其速
度之快令人感慨。从文化
传承的角度来看，这一现
象委实让人叹息。正如冯
骥才所言，“传统村落中蕴
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
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
留下的最大遗产”，保护那
些具有丰富传统文化的村
落，迫在眉睫。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
个农业国家，五千年来，绝
大多数的中国人生活在农
村地区大大小小的村落，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比
其他国家，城市化的进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比较
缓慢。但近年来，随着商业
地产的发展、城市群面积

的迅速扩大，中国式的“圈地运动”轰轰烈
烈，遍地开花，无数村落在现代化机械的
轰鸣声中悄然消失，换来的是城市化进程
中全世界都难以企及的“中国速度”。所
以，有部分学者据此对冯骥才的观点表示
反对，认为传统的村落居住条件落后，城
市化是大势所趋，中国相比其他发达国家
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这些“消失的村落”
并不奇怪，也不值得大家同情。

实际上，如果从生活便利的角度来看，
这些反对冯骥才观点的人似乎有些道理，
但真正读懂冯骥才观点的人才会知道，包
括冯骥才在内的众多学者、社会大众并不
是反对城市化，而是反对打着商业开发的
旗号，对于传统文化肆意破坏的行为。

古人云，“礼失求诸野”，中国几千年
来丰富的传统文化，大多分布在乡野之
间，传统的村落不但承载着向下一代告知
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也是很多人心目
中的精神家园。伴随着大量传统村落的消
失，随即而来的是传统文化的流失、价值
观的扭曲乃至邻里亲情的缺位。

这些年来，随着“沦陷的故乡”和“消
失的村落”，作为无数人精神护佑和精神
皈依的所在，再难寻觅。因此，在现代化的
进程中，在农村土地开发中，如何充分尊
重民意和民俗，尤其是，如何将保护村落
文化摆上议事日程，确实需要认真反思与
积极应对。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包括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文化部等四部委已经注意到这个
问题，发起传统村落调查和保护行动，将
拥有较丰富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
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列
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制定传统村落保
护标准和发展规划。

当然，要留住传统，保护文化，仅靠各
大部委的行动远远不够。地方政府应该建
立起严格的绿色GDP考核体系，将保护传
统文化、村落列入官员政绩考核，给无序的
商业开发戴上“紧箍”，让地方官员肩负起
文化担当，否则，我们将来就只能在博物馆
里，去欣赏那些“传说中”的村庄与文明了。

科学时评
主持：张明伟 邱锐 邮箱：rqiu@stim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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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为人才群聚育一方水土

喜迎十八大
创新起宏图

姻本报见习记者孙爱民
位于黄海之滨的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近年来在清洁能源、资源环境、生物技术、国防
安全等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原创性的科研
成果。
当《中国科学报》记者与大连化物所的师生交

谈时，从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到优秀共产党员，
从做党务工作 20多年的党务主管，到研究所里的
研究生党员，“以科研为核心，满足祖国发展需要”
是所有受访者反复提到的话语。

“一切围绕科研转”

党建活动与科研工作有什么联系？
“党建工作瞄准的是软环境与软氛围，是凝聚

人心、凝聚思想的，是为科研工作稳定队伍的。”大
连化物所的党务主管孟庆禄这样回答。

从 1985年开始接触党务工作，到今天，即将退
休的孟庆禄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 27年。谈到从
事党务工作的感触时，孟庆禄告诉记者：“心态要放
平，我们的工作很辛苦，但不是中心工作。我们工作
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要围绕着科研工作。”
“围绕着科研工作”，这是孟庆禄的工作原则，

也是大连化物所党支部的工作方向。
大连化物所的化学激光团队是党建工作与科

研工作完美结合的经典案例。

近年来，大连化物所化学激光研究室的研究
成果连续两次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
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试验场临时党组织

的工作。”孟庆禄说。
据了解，该团队的试验场都是在戈壁滩上，

“昼夜温差大，条件非常艰苦”。“在试验场工作时，
几个月没有娱乐没有消遣，住的是建筑工地工人
们住的简易房。”孟庆禄说。

就在队员们因长时间“白天热得吃不下饭，晚
上又被老式空调吵得睡不好觉”而烦躁、郁闷时，
临时党组织发挥了作用。为释放团队成员的思乡
情与烦躁感，临时党组织每隔一段时间便组织团
队成员到附近的城镇聚餐。

聚餐过后，便组织工作人员在戈壁滩上“暴
走”。“暴走”的同时，党员们互相交流学习与研究
心得。每次聚餐与“暴走”后，队员们总能够放松心
情，全力投入到科研之中。

就这样，不用开大会、做思想工作，临时党组
织便起到了凝聚人心、稳定人心的作用，为科研工
作的顺利开展构建了良好的软环境。
“科研院所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具有组织相对

封闭、党员文化素质高的特点，所以我们多组织一
些户外活动，让大家走出去，与在实验室里的工作
形成一个互补。”第十八研究室党支部书记薛兴亚
告诉记者。
“我们在搞户外活动的同时，始终围绕我们核

心的科研工作，注意活动的学术性与专业性。”薛
兴亚说。

“勇挑重担，奋力攻关”

中科院院士、大连化物所研究员沙国河半个
多世纪的科研生涯是与“变”联系在一起的。

从“水煤气合成石油”转到“高能燃料”（即火
箭推进剂），从“激波管化学动力学”到“微波吸收
材料”，从“化学激光、激光化学”到“分子反应动力
学”。
“急国家之所急，研国家之所需”，当国家任务

随形势而不断变更时，沙国河的研究方向也随之
经常调整，而这也是他所在的大连化物所研究选
择重心的主要原则。
“大连化物所有一个优良传统，在各个年代、

在国家急需的时候，大连化物所都能作出国家需
要的科研成果。”孟庆禄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航空煤油依赖进口，
后来由于西方国家封锁，航空煤油进口的渠道被
封死。大连化物所承担了航空煤油的研究任务，很
快便有了成果。“空军用上了国产的航空煤油，增
强了保卫国家领空的能力。”

像这样“急国家之所急，研国家之所需”的科
研项目还有许多。今年，为了传承“勇挑重担，奋力
攻关”的优良传统，大连化物所党委组织了“当祖
国需要的时候”主题活动，组织离退休职工、老科

学家撰写该所取得的满足国家需要的科研成果，
记录该所历史上重要科研成果的研发过程。

党建活动求新求变

近年来，大连化物所党支部不断增强党组织
凝聚力、战斗力，提高党组织为科研服务的能力。
创新党建活动竞赛是该所的亮点。在 2011年的创
新党建活动竞赛评选中，25个基层党支部中的 14
个被评为优秀。

该所生物技术部 300 多名师生中党员就有
100多人，十多个研究组组内的学术交流活动很活
跃，但是几乎没有组与组之间的交流。生物技术部
党支部发起“青年学术报告交流”活动，受到青年科
技工作者与研究生的欢迎。广大师生踊跃参加交流
活动，实现了研究组之间的学术交叉与交流。
“学术活动本不应该是党支部的事，学术活动

也不是党的活动，但这确是为科研服务的经典活
动。”孟庆禄介绍说，“党支部的创新不只是局限于
纯党内的，不只是学习学习文件、讨论讨论理论。”

除了上述活动外，“身边优秀党员”演讲比赛、
“支部筑堡垒，党员做旗帜”主题实践等富有新意
的活动也先后在大连化物所党员中开展。

正是这些创新活动与辐射全体研究所成员的
党建活动，凝聚了大连化物所的创新力与艰苦奋
斗的创造力，使得大连化物所党委成为该所全面
发展的创新动力源。

急国家之所急 研国家之所需
———走进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党支部

新华社北京 10月 25日电
（记者张晓松、刘铮）国家统计
局、科技部、财政部 25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财政科
技支出稳步增加，全社会研究与
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力度继续加
大，投入强度即经费投入与国内
生产总值之比再创新高。

2011年，我国共投入研究与
试验发展经费 8687亿元，比上
年增长 23%；经费投入与国内生
产总值之比为 1.84%，高于上年
的 1.76%。

分活动类型看，全国用于
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为 41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9%；应用
研究经费支出 1028.4 亿元，增
长 15.1%；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7246.8亿元，增长 24%。

分执行部门看，各类企业经
费支出为 6579.3亿元，比上年增
长 26.9%；政府属研究机构经费
支出 1306.7亿元，增长 10.1%；高
等学校经费支出 688.9亿元，增
长 15.3%。

分地区看，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支出超过 300亿元的有江
苏、广东、北京、山东、浙江、上海、
辽宁和湖北 8个省（市）；研究与
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达到或
超过全国水平的有北京、上海、
天津、江苏、陕西、广东、山东和
浙江 8个省（市）。

此外，2011年，国家财政科
学技术支出 4902.6亿元，比上年
增长 19.2%；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4.49%。

去年我国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创历史新高

本报北京 10月 25日讯（记
者黄明明）今天，由中国植物保
护学会、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主
办的农作物重大病虫科学防控
高层论坛在京召开。农业部副部
长余欣荣在会上表示，自“十五”
以来，植保防灾减灾年均挽回粮
食损失达到 1600 亿斤以上，为
保障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作
出了突出贡献。

我国是农作物病虫害多发、
重发、频发的国家。特别是进入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植物保护工
作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种植结
构调整等新挑战。余欣荣肯定了
植保工作取得的成绩，他指出，
目前重大病虫防控机制基本建

立，全国 31个省（市、区）均已成
立了以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
病虫防控指挥机构，将病虫防控
上升为政府行为。同时，植保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农科教协同攻
关取得丰硕成果，防控方式实现
重大转变。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所长吴孔明提出，建立现代植物
保护体系应从五方面入手，即建
立不利于重大病虫害流行的农
业生态系统，发展高效绿色的防
控措施与技术，实现及时准确的
预警与测报，建设快速过硬的专
业化防控队伍以及形成区域间
防控联控机制。

植保防灾减灾年均
挽回粮食损失 1600亿斤

本报讯（记者成舸通讯员
周婧）10月 24日是第三个国际
淡水豚日。为全面了解长江江豚
最新生存现状，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当天在湖南宣布，将联
合农业部、中科院水生所，于 11
月 10日起正式启动“2012全流
域长江江豚科学考察”。作为此
次全流域科考的前站，洞庭湖和
鄱阳湖区的江豚考察已于 10月
22日先期拉开帷幕。

据介绍，考察将在宜昌至上
海的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
洞庭湖等长江江豚主要分布区
进行，对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
分布特征、威胁因素进行全面评

估，确定长江江豚热点分布区的
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现有
保护区保护范围、功能区划调整
以及可能新建保护区的操作方
案。

WWF提供的资料显示，目
前全球七大淡水豚类中，白鱀豚
已“野外灭绝”，伊洛瓦底河豚
“极危”，而长江江豚、恒河豚和
印河豚处于“濒危”状况。

2012长江江豚科考队副指
挥长兼考察技术组组长、中科院
水生所副研究员王克雄表示，
“希望此次全流域范围考察的结
果不至于太悲观，并推动尽快提
升江豚的保护等级”。

新一轮全流域
长江江豚科考将启动

10月 25日，在鄱阳湖九江市庐山区蛤蟆石水域，一艘船搁浅在湖滩上。
当日 8时，鄱阳湖星子站水位为 11.97米，比前一天下降了 0.2米，鄱阳湖正式进入低水位期；相应的湖

区水体面积从今年 8月 16日最大值的 3990平方公里，萎缩至现在的 1060平方公里，缩小了近 3000平方公
里。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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