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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适应和推动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
改革这条主线，聚焦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
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政府基
本职能，机构改革的脉络清晰可见

尽管对这一轮机构改革的力度之大早
有预期，但当改革方案与公众见面时，很多
人还是忍不住惊叹。

不再保留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国家
测绘地理信息局，组建自然资源部；不再保留
环境保护部，组建生态环境部；整合工商、质
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责，组建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应急管理部、退役军人事
务部……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20多项
改革设计，涉及范围之广、调整程度之深，超
出众人的想象。以它为重要内容的新一轮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堪称改革开放40年来历次
机构改革中最有远见和魄力的方案，充分体
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刀阔斧
的改革决心和深谋远虑的改革智慧。

改革走到今天，已届不惑。屈指算来，
不包括这次改革，1982年之后的30多年时
间里，国务院机构一共集中进行过7次改革，
基本上平均每5年就进行一次政府机构的调
整。为什么机构改革的次数如此频繁？

原因就在于这几十年，中国始终处在激
烈的经济社会深刻变革之中。企业生产经营
跟着市场走了，还需要煤炭部批生产指标、纺
织部管产品销售吗？深化国有资产管理和金
融体制改革，没有专门的监管部门如何能够
落实？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但“几顶
大盖帽管不好一头猪”的窘境怎样克服？经
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必须随之而变。

现在回头来看，1982年的改革，精简
了各级领导班子，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
化。1988年的改革，重点是围绕经济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淡化经济管理部门的微观
管理职能。1993年的改革以政企分开为
中心，目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
框架。1998年的改革以中央政府人员、机
构减半为目标，政府职能转变有了重大进
展。2003年的改革为了适应加入世贸组
织，提出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协调的要
求。2008年、2013年的改革则继续围绕转
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探索建立大部门体
制。沿着适应和推动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
改革这条主线，聚焦经济调节、市场监管、
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政府
基本职能，机构改革的脉络清晰可见。

改革是探索未知的过程，对规律的认

识和把握，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1982年，
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
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但由于当时经
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对于行政管理没有
提出全面变革的要求，所以政府机构和人员都
没有真正减下来，不久后又呈膨胀趋势。1993
年政府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是压缩
甚至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但从实践看，机
械电子部和能源部本来是1988年改革由多个
部门合并而来的，那一次又被拆成机械部和电
子部、电力部和煤炭部。其间的分分合合，有
形势变化的原因，更有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曲
折。其中有些部门机构的“反复”，不是简单的

“翻烧饼”，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

导是必然要求，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
化，面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

切需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下决心解
决多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的时机已
经成熟。与以往机构改革主要涉及政府机构
和行政体制不同，今年启动的这次机构改革
是全面的改革，包括党、政府、人大、政协、司
法、群团、社会组织、事业单位、跨军地，中央
和地方各层级机构。仅就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看，也充分体现了不回避权力和利益调整
的革命性特点，目标直指对现有的传统既得
利益进行整合，重塑新的利益格局。

机构改革是一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
也不会一劳永逸。“知难而进，志在必成”，上
下同心，我们一定能啃下那些最硬的骨头。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领域，建成适应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
构职能体系这一目标，肯定能够实现。

（据《人民日报》）

■四十春秋 机构改革，顺应时代的螺旋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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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病毒可杀灭细菌

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等机构研究
人员在实验室中人工合成了一种病
毒，能在微观世界中发现细菌细胞并
发起攻击，它可以通过接触并破坏细
胞膜而将整个细菌摧毁。相比而言，
此前一些抗生素需要进入细菌细胞，
并击中里面的某个目标才能产生效
果。这种人工合成病毒摧毁细菌细胞
的方式有助于解决细菌耐药性问题。

恶劣环境下女性
生存能力高于男性

丹麦和美国科学家分析了生活在
18世纪到20世纪之间的7个人类群
体，其中有的经历了著名的爱尔兰土
豆大饥荒，有的是19世纪冰岛麻疹大
流行的受害者，还有的是19世纪英属
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奴隶。这些人群
的预期寿命往往不到20岁，在这样的
极端环境中，女性寿命仍普遍比男性
要长，差异从6个月到4年不等。

跑步时微笑有助提速

英国北爱尔兰大学研究人员招募
了24名训练有素的跑者，让志愿者跑
步时或微笑并有意放松双手和上半
身，或皱眉，或普通地跑。结果显示，
跑者微笑跑时使用的能量比皱眉跑时
少 2.8%，比普通跑时少 2.2%。微笑
帮助跑者下意识地放松、降低肌肉紧
张度，让跑步变得更为轻松。

拥抱向左倾才是真情

德国科学家观察了超过2500次
拥抱后发现，在分别、团聚等情绪激动
的拥抱中，人们身体容易向左倾斜；在
街头陌生人间未投入情感的拥抱中，
身体则更多地向右倾斜。大脑右半球
控制着左侧身体，并负责处理正面和
负面的激烈情绪，当人们拥抱对方时，
大脑中情感和运动领域系统会相互影
响，在迸发强烈情绪的瞬间引起身体
左倾状态。如果拥抱只是走个过场，
那么很可能就会表现出身体右倾。

蚊子能避开
令其不爽的人

蚊子更爱叮咬某些人，而非随机
叮咬。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通过实验
让蚊子学会将特定人或特定动物的气
味同不愉快的机械冲击和振动联系在
一起。24小时后，他们利用Y型迷宫
评估这些受过训练的蚊子。结果显
示，蚊子不会选择气味让其“不爽”的
人，而是更多去叮咬对照组目标。通
过研究蚊子如何决定叮咬哪类人等行
为，有助于开发出更有效的控蚊工
具。 （据《文摘报》）

在这个人人都想“修饰”自己年龄的
时代，但看起来的年轻也许具有欺骗性，
身体的实际衰老程度、患老年病的风险
可能悄然而至，但是却被外貌掩盖住
了。那么，到底该如何判断衰老程度
呢？近日，在《老化神经科学前沿》期刊
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尿液
中确认了一种天然化学物质，随着年龄
的增长，浓度会变高，能真实地反映出衰
老速度的生物标记。

研究人员称，这种化学物质可以在
尿液中很容易地被检测到。它可以作为
我们“生理年龄”的标记，也可以作为衰
老速度的标记，这一生理年龄不同于我
们出生日期决定的实际年龄。该研究
者、北京医院老年病科重点实验室的蔡
博士如此解释。

由于基因和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
人类的衰老速度因人而异。因此，老年
医学领域的科学家们一直都在寻找能够
测量衰老速度的精确生物标记。这种生
物标记可以在细胞水平上确定一个人的
年龄，从而确定他们罹患与年龄有关疾
病的风险，如关节炎、心脏病和阿尔兹海
默症等。

在正常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自由
基会对细胞内的生物分子造成氧化性损
伤，例如DNA和RNA。随着年龄增长，
我们承受的氧化性损伤会越来越多，体
内的氧化标记水平会因此提高，8-ox-
oGsn就是这样一个标记。

在此前对大鼠、小鼠和猴子的研究
中，蔡博士和他的同事发现，随着年龄的
增长，这些动物的尿液中8-oxoGsn的
含量有所增加。在最新的研究中，他们
招募了1200多名年龄在2至90岁的男
性和女性。同样的，他们发现20岁及以
上参与者的尿液中，8-oxoGsn的增加
与年龄相关。换句话说，20岁及以上的
人群中生物标记的水平更高。

（据《北京晨报》）

尿液能够检测
人的真实年龄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在线发表了一
项癌症研究成果，欧洲科学家研发了一
种全新机器学习程序，通过DNA甲基
化数据——“甲基化指纹”技术可以改善
脑肿瘤的诊断。

正确诊断肿瘤，对于癌症的治疗至
关重要。但是，在已知的约100种肿瘤
中，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尤其难以准确鉴
定出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国癌症研究
中心科学家斯蒂凡·普菲斯特及其同事
开发了一个机器学习程序，它可以对甲
基化数据进行分类。甲基化是甲基分子
附着到DNA上从而改变DNA内信息
可用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会自然发
生在细胞功能正常发挥期间，使每个细
胞获得一个特有的“甲基化指纹”，它也
会发生在疾病（如癌症）中。因此，甲基
化可以揭示有关肿瘤类型的信息，“告
诉”人们这些肿瘤由什么类型的细胞形
成。

研究团队开发出来的程序经过训练
后，可以使用“甲基化指纹”鉴定91种肿
瘤。训练采用的参照数据，来自约2800
名癌症患者。研究人员在1104例已经
经过人工检查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上进
行了测试，认为该程序不仅可以提高诊
断准确率，而且它的客观性还使之可以
如实鉴定出新型罕见肿瘤——人工检查
时，会面对根据已知肿瘤类型进行诊断
的压力，甚至在非典型病例中也是如此。

为了让这种新方法得到广泛应用，
研究团队稍早时间生成了一款免费在线
工具，可以在区区几分钟内分析上传的
数据。自上线以来，该工具已被使用逾
4500次，用户可以选择分享他们的数
据，以便进一步优化算法。研究人员总
结表示，将“甲基化指纹”与脑肿瘤自动
分类器整合起来，还可以提供一个蓝图
——创造类似的肿瘤分类算法以用于诊
断更多其他癌症类型。（据《科技日报》）

DNA“甲基化指纹”
鉴定出91种肿瘤

地球自转1圈是1天，绕太阳旋转
1圈是1年，太阳又绕着银河系中心旋
转，那银河系旋转1圈需要多久？一项
新研究认为是10亿年，并且所有由大
量恒星组成的星系都是这样，都需要约
10亿年时间才能旋转1圈。

澳大利亚国际射电天文学研究中
心等机构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皇家
天文学会月刊》发表了上述研究结
果。他们的计算显示，星系旋转速度
的快慢与大小无关。

“无论一个星系很大还是很小，如
果你坐在它的星系盘最外缘随之旋
转，那么你将需要大约10亿年的时间
才能旋转1圈。”国际射电天文学研究
中心的格哈特·莫伊雷尔教授说。

莫伊雷尔说，发现不同星系之间
存在这种旋转周期的一致性，有助于
增进对星系内部结构的理解。

银河系转1圈需10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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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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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马车是谁
发明的？翻开历史文献，我
们会看到各种版本的答案，
其中“奚仲造车”是见载最
多的一例：《世本·作篇》《吕
氏春秋·君守篇》都说：“奚
仲作车。”《淮南子·修务篇》
说：“奚仲为车。”还有《说
文》《左传》《荀子》《墨子》等
书都有相关记载。这些文
献都告诉我们，中国马车的
发明者是夏朝的奚仲。

但也有不少古代文献
会提到另一个发明者：“轩
辕氏”。《太平御览》曰：“黄
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古
史考》云：“黄帝作车，引重
致远。”《汉书·地理志》：“昔
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
旁行天下。”

这 两 个 人 物 都 不 简
单。奚仲来自交通工具发
明世家，奚仲的父亲“番禺
始作舟”，《山海经·海内经》
载：“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
以木为车。”这个故事把奚
仲的儿子吉光说成是木车
的发明者。实际上，吉光主
要的贡献是驯服野马，但驯
马在当时估计不被看作“发
明”，所以好事者又想出一
招，让他与其父分享了一项
发明。如此，一家三代均成
为中国古代交通工具的发
明者。轩辕氏即黄帝，是华
夏始祖，一位发明“大家”。
除了车，还有制衣、舟车、弓
矢、乐器、井田等事物的发
明权都冠于黄帝。他们中
到底谁才是中国马车的发
明者？古代文献中提供的
信息非常复杂。

实际上，除了黄帝、奚仲
外，还有殷商的先祖相土等
人也被认为是马车的发明
者。但古代的文献记载含糊
不清。那么，中国古代的马
车会不会是“舶来品”呢？

有关车迹发现的报道
没有早过夏朝的，与两河流
域相比，年代要晚许多。在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乌鲁克
文 化 泥 板 上 所 发 现 带 有

“车”的象形文字，年代大约
在距今 5500 年前；经过科
学发掘的实物，如基什王墓

出土的四轮车，年代也在距
今 4600 至 4500 年之间，所
以国内外的学者都有主张
中国古代马车西来说者。
尤其是在俄罗斯乌拉尔山
南部辛达雪塔发现了5座约
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600
年的车马坑墓，在苏联的万
谢湖墓葬中出土了年代约
为公元前 1900 年的两轮马
车后，学者们更容易得出

“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接
受了来自两河流域传来的
四轮马车之后，将其逐步改
造为双轮马车，并沿着欧亚
草原向东传播到中原”的结
论。如果从考古发掘的实
物来看，中亚地区马车出现
的年代与中国夏朝马车出
现的年代（公元前 2046 至
公 元 前 1600 年）大 致 相
当。但这点并不能证明中
国马车西来，也有可能是两
种文明在中亚交汇。

夏代之前中国有没有
马车目前尚无出土证据。
与中国马车“西来说”相反，
关于中国早期马车起源的
文献和考古发现的马车实
物遗存，多涉及我国中部以
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非
西部或北部地区。而且，中
国马车的系驾法与西方古
代马车截然不同，我们或许
应该重新审视中国马车“西
来说”的观点。

当然，我们现在就下结
论说中国古代的马车就是
本土的发明，还为时过早。
考虑到当时的世界格局，可
能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长
期碰撞、交织中，慢慢发展
出了构成后来马车的各个
要素，并逐渐形成不同的

“车”的概念、形制，从人力
车、牛车到马车，然后在中
原发展出驷马、单辀、二轮
的高级马车，并在秦汉时期
又形成一马、双辕的二轮马
车形制。中间可能还会出
现反复，比如三国两晋时一
度盛行牛车出行。在这个
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地区的
马车既是平行发展，也有互
相借鉴和影响的一面。

（据《文汇报》）

车

陕西定边郝滩东汉壁画墓出土汉代马车壁画。

南京博物院藏战国晚期青铜马车。

宝鸡市博物馆藏西周车件。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部，背靠燕
山，毗邻天津市和河北省，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首都。早在70万年前，北京
周口店地区就出现了原始人群部落

“北京人”。公元前1045年，北京成为
蓟、燕等诸侯国的都城。公元938年
以来，北京先后成为辽陪都、金中都、
元大都、明、清国都。

南京地处中国东部、长江下
游。早在100-120万年前，南京就
有古人类活动，35-60万年前已有
南京猿人在汤山生活，有着7000多
年文明史、近 2600 年建城史和近
500年的建都史。南京长期是中国
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有

“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
中国古人给城市命名，非常喜

欢用东西南北，那么有了南京和北
京，为啥没有西京和东京呢？在古

代，中国是有西京的。
历史上叫西京的城市很多，最多

的要数西安。西安沿袭过几个朝代长
期被称作西京，是中国历史上13个王
朝的首都、京师。唐代渤海国的西京
鸭绿府，在今吉林白山市临江。北宋
西京是河南府，在今河南省洛阳市。
西夏西京西平府，在今宁夏灵武市。
辽朝、金朝、元朝西京大同府，在今山
西省大同市。中华民国以南京为首
都，拟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建陪都，曾更
名西京市。但是，因为当时是抗日战
争，西安沦陷，改名已经没有意义。

中国也曾有东京的。听过评书
《杨家将》，经常会听到“东京汴梁”这
句话。汴梁就是今日的开封市。宋
朝时将首都定在了开封，俗称“东京
汴梁”。东京城周阔30余公里，由外
城、内城、皇城3座城池组成，人口达

到150余万，是一座气势雄伟、规模
宏大、富丽辉煌的都城。但是，最早
将开封作为首都，不是宋朝。根据资
料记载，自公元前364年至公元1233
年，先后有夏朝、战国时期的魏，五代
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8
个王朝在此建都，历经千年。

金朝后不再将开封作为首都，
主要是因为日本首都改名为东京。

根据资料记载，日本东京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约400年前。1603年德川
家康建立德川幕府，东京由此开始
了繁盛时期。在当时，东京被称为

“江户”，是日本政治及文化中心。
1868年江户幕府倒台，江户改称为
东京。自此，天皇由京都迁至东京，
东京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首都。

（据《每日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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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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