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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
气，也要有破解新难题、找到新办法的智慧，
才能推动改革航船破浪前行

改革开放40年，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推
动“中国号”巨轮驶入更加开阔的水域。站在
更高起点上，如何在激流中行驶出改革加速
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更广泛更有效
地调动干部队伍的积极性”，把“激励干部作
为”当作新时代打好改革攻坚战的重要抓手。

干部干事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事
业呈现的状态。不论是新发展理念的落地
生根，还是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都离不开
广大干部的主动作为、奋发有为。当年小岗
村搞包产到户，万里承受巨大压力，批示“我

看可以试验”，为农村改革蹚出一条路；争取
到“尚方宝剑”的习仲勋说办就办，推动广东
改革开放“先走一步”；“上不怕丢乌纱、下不
怕挨骂”的王伯祥发动山东寿光群众种植蔬
菜，开辟农民致富之路……无数改革闯将，
在关键时刻勇立潮头，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变成可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批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一批重要理论创
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成果正在形成，同样
离不开一大批党员干部闯关夺隘、敢打敢拼
的闯劲，滚石爬坡、不懈探索的韧劲。

选好用好干部、激励干部作为，这是我
们党团结带领群众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拥护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知识、
懂专业、锐意改革”，到“政治上靠得住、工作

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
过”，改革开放以来，好干部的标准与时俱
进，但敢于担当、锐意改革的要求始终如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启动全国县委书记
轮训、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完善干部考核评
价体系、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
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干部管理
制度的一系列变革，贯穿着“让改革者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的鲜明导向，目的就是
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既
凝聚了改革发展的共识，也激发了党员干
部的奋斗激情。

“伟大的事业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这
种事业是正义的、宏大的，而且因为这种事
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剩下
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尤需各级干部有新

担当新作为。就拿脱贫攻坚来说，现在剩下的
更多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需要干部下更
大功夫，思路“升级”、行动“迭代”。再比如，推
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等都是国家既定
战略，如何把顶层设计落到实处，关键就在于
要有敢闯敢试的急先锋，能够破除沉疴痼疾、
冲破利益梗阻。做新时代改革的促进派、实干
家，既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
也要有破解新难题、找到新办法的智慧，才能
推动改革航船破浪前行。

“为官避事平生耻”，对干部而言，有多大
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
成就。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还有一些消极负
面的思想，比如“不思进取、为官不为”的懈怠，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只要不出事、
宁愿不做事”的明哲保身。凡此种种，如果放

任自流，就可能成为影响改革进程的“软钉
子”。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靠制度发力，
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
来，促进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另一方面需
要干部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砥砺担当
的宽肩膀，练就成事的真本领，少算一点个人
得失的“小账”，多算一些顾全大局的“大账”。

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改革开放初
期，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世界上的事情都
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
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方能干出改革开放的
新气象、干出群众向往的幸福感。时代潮流
浩浩荡荡，唯有弄潮儿能永立潮头，唯有奋
斗者能乘势而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深
化改革大潮澎湃，激励干部作为，正逢其时、
正当其势。 （据《人民日报》）

勇立潮头，激励干部作为

■知道

■博闻

■四十春秋

■百科

19世纪后期以来，蓬勃发展的科
学技术和不断诞生的新型武器，使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伤
空前惨烈。即便被战地医生挽救了
性命，许多士兵仍然因此毁容，失去
在战后重拾生活的信心。一些战地
医生察觉到这一问题，开始投身于对
士兵伤残面孔的修复和重建工作。
通过一系列研究和实践，以哈罗德·
吉里斯为主的一些整形外科医师，确

立了一套现代意义上的“整形外科”
手术方法，救治了许多在一战战场上
毁容的士兵，直接促进了现代整形与
重建手术这个专业领域的形成。

哈罗德·吉里斯是一位“耳鼻喉
科医师”，在医学史上被誉为“整形外
科手术之父”。他出生于新西兰南岛
的海岸城市——但尼丁，后来在英国
剑桥大学的康韦尔凯斯学院学习医
学。一战爆发后，他加入了英国皇家
陆军医疗队，成为一名为国效力的医
生。起初，他在法国布洛涅附近的一
个叫维姆勒的地方服役，与一位名叫
瓦拉迪耶的口腔颌面部专家合作，协
助做一些伤残士兵下巴的修复工
作。在合作过程中，吉里斯受到瓦拉
迪耶新生皮肤移植术的启发，决心前
往巴黎，求教于当时知名的外科医师
希波莱特·莫里斯廷。在那里，他目
睹了莫里斯廷从病人脸部移除一个
肿瘤，并用一小片来自下巴的皮肤填
充其上的过程。吉里斯很快学会了
这种方法，并发明了一种新的皮瓣技
术。他从健康身体的部位切割一块
皮肤，将这条皮肤折叠缝合到受伤的
区域。吉里斯运用这种技术，在一战

战场上救治了许多遭受战火蹂躏而
毁容的士兵。

1915年，吉里斯在战壕里搭设
临时手术台，专门负责面部整形手
术。1916年，27岁的英国皇家海军
重炮手沃尔特在日德兰海战中被严
重毁容。为了修复沃尔特重伤的脸
庞，吉里斯从沃尔特的肩膀切下一块
皮肤，移植到血肉模糊的脸上，完成
了面部修复。后来，英国整形外科医
生协会档案管理员及外科医生罗杰·
格林将这台手术定义为现代医术意
义上的首例皮瓣整形手术。在之后
发生的索姆河战役中，吉里斯及其同
行们又接连救治了2000多名面颊缺
损的伤者，为英国在一战的军事医疗
领域作出巨大贡献。

吉里斯及其同事在实践中不断对
整形方法加以创新。据惕尔尼的《外
科大历史》一书所载，他们会对展开后
的管状皮瓣或脂肪做大范围的修补，
弥补烧伤或炮弹对嘴唇、鼻子等五官
造成的损害。此外，还在移植组织留
下孔洞给眼睛和嘴巴，使得病人在移
植皮瓣重获血液供应、伤口愈合之前
可以正常生活。至于那些因眼睑烧伤

而无法闭眼的士兵，吉里斯也为他们
植皮重建，后来更运用这样的技术治
疗因患麻风而毁容者。吉里斯是颜面
重建的艺术家，很多受到毁容的人，经
过他整形之后的面容却很自然，有的
步入了婚姻殿堂。 （据《文汇报》）

现在大陆地区使用的“鸡”字是简
体，而繁体鸡字则有“雞”和“鷄”两种写
法，右边可以写成“鸟”或“隹”。为什么
会这样？可能是古人早期驯养的鸡尾
巴有长短之分的缘故。“鸟”与“隹”都是
鸟，两字同源，不同之处就是尾巴上的
区别。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称，隹是

“鸟之短尾之总名也。”这种短尾鸡，更
像母鸡。

繁体鸡字的左边是“奚”旁。从甲骨
文来看，“爪”是手的形状，从这一原始字
形结构分析，早期古人是用绳子将鸡腿
或鸡脖系上，扣着来养的。这样，鸡就飞
不了了，久而久之，本可以飞走的野鸡
（雉）就成了家鸡，这种“鸡腿系绳”的方
法是古人养鸡最常见的方法之一。

到了春秋战国时，古人养鸡已很普
遍。后来，散养和圈养成为古人养鸡的
主要方法，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记
载，刘邦当皇帝后，将父亲从徐州丰县
老家接到都城长安，但其父不习惯，于
是建了一座新丰城，和老家一模一样，
还把老家养的鸡带来，即所谓“放犬羊
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由此可见，
西汉初期鸡已开始散养。

汉朝时还出现了养鸡专业户，据刘
向《列仙传》，洛阳人祝鸡翁“养鸡一百
多年，鸡有一千多只。”有学者因此认
为，祝鸡翁是中国最早的一位养鸡专业
户。

古人养的鸡品种很多。《齐民要术》
引《广志》称：“鸡有胡髯、五指、金骹、反
翅之种。”从受欢迎的程度上说，古人爱
养的鸡有这么几种——

一种是鶤鸡。据《中国养禽史》，这
种鸡出产于山东，体型大，善斗，是古代

有名的斗鸡品种。
另一种是“长鸣鸡”。此鸡因擅长

打鸣而得名，报时特别准，且啼声长。
《旧汉仪》称：“汝南（今河南境内）出长
鸣鸡。”又据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长鸣鸡，高大过常鸡，鸣声甚长，终日
啼号不绝，生邕州溪（今南宁市）峒中。”
而长鸣鸡，以今越南境内所产最出名。

在古人所养的珍贵鸡种中，还有一
种“长尾鸡”，这是古代皇家喜欢养的观
赏珍禽。长尾鸡原产于朝鲜境内一个
叫鸡林的地方，汉朝时进贡中原。《后汉
书·东夷传》记载：“马韩有长尾鸡，尾长
五尺。”在成都天回山东汉墓中曾出土
过长尾鸡石像和形如斗鸡的公鸡陶
俑。可惜，后来长尾鸡绝种了。

另外，在现代也是珍贵品种的乌骨
鸡也是古人喜欢养的鸡种。

古人更喜欢养公鸡，从史料所记来
看，鸡最典型的用途是报时与斗鸡，而
这两项都是母鸡所不具备的。《西京杂
记》还指出：汉初，鲁恭王刘余就好斗
鸡、鸭及鹅、雁，还养了其他珍异禽兽，

“一年费二千石”，相当于当时太守一年
的俸禄。

唐朝更盛行斗鸡，还把斗鸡作为一
种军训手段，推广到部队，认为斗鸡可
激发士兵的斗志。因为斗鸡兴盛，古代
公鸡更加受宠，比母鸡值钱。如在唐朝
东都洛阳，老幼都喜欢斗鸡，家家都养
三五十只公鸡。公鸡比母鸡贵出许多，
有的一亩田才能换到一只斗鸡。

古代不分城市、乡村，家家都会养
只公鸡，除了图公鸡能司晨打鸣、用于
交配外，古人还认为公鸡能驱凶辟邪。

（据《北京晚报》）

整形手术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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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是由野生鸡种进化成家禽的，考古发现证实，早在
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中期，中国人已养鸡。古人是怎么养
鸡的？学术界从“鸡”字的结构上，找到了蛛丝马迹。

■大观

最近，“肥宅快乐水”在网络上成
为可乐的代称，说明含糖饮料容易让
人感到愉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
究人员发现，在大脑的杏仁核里，甜

味和苦味相关的脑区是独立的，可乐
让人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其中的甜
味激活了杏仁核里的关键区域。

（据《中国新闻周刊》）

可乐让人“乐”的原因

德国医学专家发现，领带会压迫
颈静脉和颈动脉，影响脑血管功能，
从而对身体健康不利。医学专家提
醒，在很多企业以及不少职业中，领

带和有领衬衫是着装标配，但是没有
雇主思考过这种“社会默许的勒脖行
为”的影响。

（据《参考消息》）

系领带有损健康

德国马格德堡大学研究人员发
现，压力持续较大以及压力激素皮质
醇水平较高会造成自主神经系统失
衡和血管失调，增加眼内液体压力、

破坏眼部血管或导致眼部发炎。如
果减轻了患者心理压力，可以逆转视
力衰退。

（据《北京日报》）

压力加剧 视力受损

一项新研究调查了 183对有小
孩的夫妇，发现压力过大的父母在与
孩子打交道时通常会求助于电子设
备。当这一相处模式形成时，未来几
个月他们的孩子的行为一般会恶

化。研究人员表示，由于各种原因，
不擅长管理孩子的父母是最有可能
经常玩手机的人，在孩子发脾气时父
母通过玩手机来逃避问题会使事情
变得更糟。 （据《中国家庭报》）

父母迷手机 孩子脾气暴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医学院的研究
团队发现，处于应激反应下的小鼠，会让
同居小鼠出现同样的反应，甚至引起大

脑结构的变化。研究人员认为，压力和
情绪具有传染性，但这对大脑会有什么
后果还不为人知。（据《中国新闻周刊》）

精神压力可传染

宋朝农家养鸡图中所养的就是斗鸡（重庆大足石刻）

古人烫鸡拔毛图

甲骨文发现的各种“鸡”字，右边有变化，但左边一直是“手牵
着绳子”

河南南阳汉画像石中的《斗鸡图》，图中两鸡昂首瞪目，蹬腿张嘴，尾羽翘起，
相视欲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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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面部修复后的士兵步入婚
姻殿堂，向吉里斯致谢

日前，陕西省神木市石峁遗址
出土多件约 4000 年前的骨制口弦
琴，这是目前我国所见年代最早的
弦乐器，其考古背景明确、共存器
物丰富、结构完整、特征明确，是
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

石峁遗址是距今约4000年前的
超大型史前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院长、石峁遗址考古领队孙周勇
介绍，石峁考古队在皇城台发现了
数量巨大、品类丰富的各类遗物，
包括陶器、骨器、石器、玉器等重
要遗物。其中在数以万计的各类骨
器中，还甄别出一批重要乐器——
口弦琴。

据了解，石峁遗址骨制口弦琴
均出土于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的

“弃置堆积”内，为皇城台使用期间

由皇城台顶部弃置而来。石峁遗址
出土的骨制口弦琴制作规整，呈窄
条状，中间有细薄弦片，一般长约
8～9厘米，宽逾1厘米，厚仅1～2
毫米，初步统计不少于20件，与其
共存的还有骨制管哨和陶制球哨。
最新的测年数据显示，这些口弦琴
制作于距今约4000年前。

口弦琴在中国先秦文献中被称
作“簧”。《诗经·君子阳阳》：“君
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房”。《诗
经·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
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现代口弦琴是中国最小的民族
乐器，仍保持着人类早期弦乐器的
原型特质，流行于蒙古族、羌族等
多个少数民族中。

（据《西安日报》）

口弦琴是《诗经》中的“簧”

近日，英国和德国研究人员在
英国 《古生物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
说，他们模拟 1.5 亿年前的大气环
境，种植蜥脚类恐龙爱吃的植物，
发现这些巨型素食者的营养状况比
原先认为的要好。这个消息激起了
一些人的好奇心，侏罗纪时代的素
食恐龙伙食情况到底如何呢？

河南省地质博物馆古生物研究
室主任贾松海说，蜥脚类恐龙是地
球上出现过的最大的陆生动物，这
类恐龙有着长脖子、长尾巴和粗壮
的四肢，体长可达30多米。

今天人们描绘恐龙世界时，常
常出现大片草原地貌。其实在恐龙
灭亡之后以草本被子植物为主体的
草才开始出现。在侏罗纪时期，地
球陆地表面，主要由裸子植物和蕨
类植物覆盖。

在白垩纪中期，一些小型的种
子蕨 （裸子） 植物，用类似叶状的
结构将种子包裹起来——进化出最
早的被子植物，并在白垩纪晚期演
化出美丽而芬芳的花朵。这时，开

花的被子植物与松柏、银杏和蕨类
等组成森林植被。而植食性恐龙就
是以这些蕨类、银杏等为食的。

植食性恐龙牙齿没有分化，不
具备咀嚼功能，因此它们并不对食
物进行咀嚼，而是直接吞咽。在很
多恐龙的胃中存有几十颗石头，大
小不一，小的有鸡蛋大小，大的如
拳头，这就是“胃石”。在美国新墨
西哥州侏罗纪地层中挖出的一条地
震龙的肋骨间，科学家竟然找到230
颗胃石。

一般认为，恒温动物的饭量与
体重成正比。哺乳类动物的饭量大
概为体重的10%，这样才能够维持
体温和体能。一头4吨重的大象，一
天要吃300千克以上的食物。有些
植食性恐龙体重高达几十吨甚至上
百吨。如果它们每天的饭量也按
10%来计算，那简直是无法想象
的。事实上，这些恐龙只要每天进
食体重1%的食物，就可以保证正常
生活。

（据《科技日报》）

看看恐龙的伙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