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年改革潮涌，让无数弄潮儿实现了
自己的价值与追求，生逢新的伟大时代，我
们也能让企业创新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我身体里流着你的血液，与梦想的血
液，我梦想中的父亲就应该是这样。”几年
前，电视剧《温州一家人》展现了一代人动人
心魄的创业史和奋斗史。不忘创业初心，走
好改革新路。近日，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
先行区大会在温州市召开，首届中国（温州）
新时代“两个健康”论坛同期举行，与会者感
慨“创业的血液因改革温度而火热”。

何为“两个健康”？2015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健康成长”。围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两个健康”，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保障，
也是党中央始终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继续发展壮大的重要方面。作为民营
经济先发地的温州，不仅成为全国首个获批
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发展先行区的城市，
而且正在打造一流创业创新营商环境、塑造
引领潮流的企业家精神，努力为民营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

改革开放40年，温州是重要见证者、参
与者；中国经济发展40年，非公有制经济是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深
圳的“时间就是金钱”，义乌让“鸡毛飞上

天”，武汉“对内搞活看汉正街”……一面面
店铺，一家家企业，乃至一个个产业，从最
初的“无”到现在的“有”再到未来的“强”，
从立业到创业再到兴业，一路坎坷一路探
索又一路高歌前进，从不缺少民营经济的
身影和民营企业家的搏击。改革开放让中
国腾飞，展翅翱翔则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
有制经济这“两翼”。两者缺一不可，只有
紧密配合、协调振动，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近年来，民营经济发展面临市场需求
不旺、成本上升较快、融资难融资贵、税费
负担较重，以及其他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
等问题，同时一些民营企业出现了转型困
难问题。前不久，在东北三省考察期间，习

近平总书记重申“两个毫不动摇”的大政方
针，强调“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
境和营商环境”。挑战重几许，机遇何其多。
民营企业应该充分把握新时代的机遇，继续
激发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地方政府应该
更多从实际出发，细化、量化政策措施，制定
相关配套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
实，让民营企业真正增强获得感。

从改革弄潮儿到“两个健康”先行区，温
州见证了历史，也在书写着历史。创业变革
从来没有剧本，却有一种内生的力量奔腾不
息。在温州，老一辈企业家像长在石头缝的
小草，敢为人先、艰苦奋斗，拼搏出一番事业；
中年一代企业家敏锐地感知市场、对接政策，

让曾经交通不畅的地方走向了世界；新生代
企业家既传承敢闯敢拼的精神，又深挖科学
创新的潜力，正在成为希望的一代。三代人
的际遇，三代人的奋斗，三代人的承续，借助
推进先行区建设的十大举措，让民营经济在

“艳阳天”里阔步新征程。
有人说，青涩的柿子只有经历了风雨才

能变甜。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中国经
济发展，经历过风霜雨露，正在滋养着甘甜
果实。当此之时，更加需要信心的浇灌、制
度的呵护。40年改革潮涌，让无数弄潮儿实
现了自己的价值与追求，生逢新的伟大时
代，我们也能让企业创新创造源泉充分涌
流。 （据《人民日报》）

让企业创新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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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中国传媒业最发达的城
市之一，在中国近代传媒业兴起的
初期，许多传媒业的“之最”是在广
州创下的。

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
礼逊在马六甲创《察世俗每月统记
传》，这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
中文报刊。1822年，第一家在中国出
版的外文报刊是在澳门创办的葡萄
牙文报纸《蜜蜂华报》。而在中国内
地，第一家英文报刊则是英商马地臣
和美商伍德于1827在广州创办的英

文报《广州纪录报》。德籍传教士郭
士立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
月统记传》在广州刊行，这是外国人
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中文期刊。

1868年，由美国北长老会传教
医生嘉约翰在广州编印的《广州新
报》，是中国内地最早的西医报刊。
1894年，第一份中国人自办的西医
报刊，尹端模主编的《医学报》在广
州诞生。其中，1884年的《述报》是
广东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办的日报，
它也是中国内地第一家有插图的报

纸，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报刊首家摘
要译述外国图书的日报。

1903年，钟宰荃等创办《羊城
日报》，它是清末发行量最大的广州
报刊。1906年 1月底，郑观应等创
办《广州总商会报》，这是广东近代
史上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直
至 1938 年才停办。1906 年，卢谔
生创办《国民报》，该报成为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派在广州的喉舌。

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机关报
——广州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的机

关报《红旗日报》，主编是当时的中共
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1927年 12
月，广州起义爆发，第一期印了25万
份，宣传工农民主政府的政纲、政策，
号召工人群众起来参加起义斗争，在
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一个机关
刊物——《工人之路》周刊也是诞生
在广州，它从创刊到1927年4月14
日共出版616期，是新中国成立前
出版期数最多的工人报刊。

（据《广州日报》）

多家老报纸最早萌发在广州

日本三重大学研究人员招募平均
年龄为80岁的轻、中度老年痴呆症患
者，将其分为音乐体操（43人）和大脑
锻炼（42人）两个小组。结果显示，在

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相关的行为方
面，音乐体操组比大脑锻炼组能力维
持效果更好，智力与视觉功能也得到
提高。 （据《生命时报》）

广场舞有效缓解老年痴呆

对老北京来说，南瓜可是当家菜。
令人好奇的是，倭瓜为何又叫南瓜？

南瓜原产于南美洲，已有9000年
的栽培史，哥伦布将其带回欧洲，以后
被葡萄牙引种到日本、印尼、菲律宾等
地，明代开始进入中国。

元代贾铭在《饮食须知》中曾提到
“南瓜”，他说：“南瓜，味甘，性温，多食
发脚气黄疸。同羊肉食，令人气壅。
忌与猪肝、赤豆、荞麦面同食。”但此时
哥伦布尚未发现美洲大陆，而中国亦
未发现南瓜的其他野生种，因此书中

“南瓜”绝非今天我们所说的南瓜，而
是其他的瓜类植物。只是今天的南瓜
也不适合与羊肉同食，故以讹传讹，甚
至派生出“南瓜早就传入中国”“亚洲
也是南瓜原产地”等等错误的说法。

南瓜的优点非常明显，它产量大、
易成活、营养丰富，荒年可以代粮，故又
称“饭瓜”“米瓜”。有趣的是，光绪之前

甚少见“南瓜”之说，多以“番瓜”“翻瓜”
“蕃瓜”“房瓜”“窝瓜”称之，一方面是说
它来自海外，一方面是说它体量巨大，
此外还有“金瓜”一说，因为它色泽金
黄，且有药用价值。鸦片泛滥时，南瓜
常被用作药物，以治疗烟瘾。

南瓜传入中国有多条路径，但以
广东、福建、浙江为最早。国人初期误
以为南瓜来自日本，故名之为“倭瓜”，
因日本在中国之东，所以又称南瓜为

“东瓜”，此外还有进一步误会为产自
朝鲜半岛，名之曰“高丽瓜”，而日本人
则以为南瓜来自中国，所以称它为“唐
茄子”（当时日本人将中国产品概称为
唐物）。

到了清代中后期，南方南瓜沿大
运河向北移栽，特别是山东，成了北方
南瓜种植重镇，人们开始意识到此瓜
应自南来，“南瓜”之称开始流行。

（据《北京晨报》）

倭瓜为何又叫南瓜？

据美国科学家在《国际天体生物
学杂志》上撰文称，外星生命可能是紫
色的。他们表示，在绿色植物开始利
用太阳能之前，微小的紫色生物体就
找到了办法做同样的事，地球上第一
批生命或是薰衣草色，而外星生命可
能会以同样的方式繁衍生息。

早期地球生命是紫色这一想法并
不新鲜，最新研究负责人之一、马里兰
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家施拉迪蒂亚·
达萨玛和同事在2007年就提出了这
一理论。

该理论认为：植物和进行光合作
用的藻类利用叶绿素吸收太阳能，但
它们不吸收绿光。这很奇怪，因为绿
光富含能量。所以，可能的解释是，当
利用叶绿素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进化
时，已有其他东西先下手为强，在使用
那部分光谱。

这个“其他东西”可能是一种简单
生物，用我们称之为“视网膜”的色素
分子捕获太阳能。视网膜色素对绿光
的吸收能力最强，尽管它们在捕获太
阳能方面不如叶绿素那么高效，但它
们更简单。

研究人员认为，无论地球上第一批
生命是否是紫色的，很显然，薰衣草色
适合某些生物。这意味着外星生命可
以使用相同的策略，外星生命可能是紫
色的。如果外星生命使用视网膜色素
来捕获能量，那么，天体生物学家只能
通过寻找特定的光特征来找到它们。

他们表示，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
数千颗新的系外行星，且正在开发能
看到行星表面生物信号的技术，目前
已有办法从太空中探测绿色生命，科
学家可能也需要开始寻找紫色生命
了。 （据《科技日报》）

外星生命可能是紫色的

古代帝王最尊贵的礼服被称为衮
服，上面绣有12种图案，是帝王祭天
地宗庙等最为隆重庆典活动的专用图
案。在这12种图案中，“果然”，自古
以来就作为一种祥瑞存在。“果然”是
一种类似猴子的动物。

将果然纹饰置于衮服之上，这是
从周朝开始就有的制度。相传，“果
然”神兽是一种极其智信仁孝的动
物。从中国上古的典籍《山海经》，到
明朝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都有对

“果然”神兽的记载。果然神兽真身究
竟是什么动物？

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众多猴类中，
哪一个才是“果然”神兽的真身？在贵
州梵净山，海拔2300米的山梁之上，
有一处果然古寺。果然神兽在这里被

奉为神明。果然古寺的出现是否说
明，这一带正是果然神兽的栖息地
呢？据了解，梵净山正是我国黔金丝
猴唯一的栖息地。这种金丝猴极有可
能就是“果然”神兽的真身。

“果然”，深居简出，行踪神秘。黔
金丝猴除了毛色与古籍中对果然神兽
的描述一致，它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
那一对翻鼻孔，这完全符合古籍中“遇
雨以尾塞鼻，是其智也”的描述。金丝
猴的翻鼻孔是它对山地高原环境的适
应而进化出来的独有特征。黔金丝猴
目前仅存700只左右，是最濒危的灵
长类动物之一。它具有漫长的进化历
史，是唯一现存于中亚热带地区的金
丝猴，属于孑遗物种，是研究动物进化
方面极为珍贵的样本。（据《文摘报》）

古代皇家专用图案是一只猴子

在中国，在爱读书、爱买书的人
的阅读记忆中，都绕不开新华书
店。但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新
华书店最初诞生在延安清凉山的窑
洞里。

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这年的4月，新华书店在延安清凉
山万佛洞中诞生了。据说，最开始
它还有个名字，叫做“新华书局”，当
时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科在万佛洞
底层的一个小石窟里开设门市部，
为了方便对外联系，发行科刻制了
一枚木质长方形的图章，并用新华
书店的名义开票和结算货款。

1939年 9月 1日，延安北门外
新华书店门市部正式开业。新华书
店迁到延安门外新址后，增加了书
报刊销售品种，充实了人员和机构，
还设立了发行、进货、门市、会计等
科室。很快，随着出版的书籍和发
行战士的脚步，新华书店走出延安，
走向全国。由它印刷、发行的书籍
穿越战火纷飞的大地，让迷茫中的
国民看到了希望。

有趣的是，新华书店在刚建立
的时候，不仅名称和办公地点几经
变更，经营范围也是五花八门。

初期，新华书店除发行图书外，
还发行《解放》《中国青年》《文艺突

击》等杂志。新华书店印刷厂还担
负印刷“抗币”“边币”和粮票、军用
地图、柴草票、邮票等职责。1940
年初，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将新华
书店改名为新华书店总店，负责陕
甘宁边区图书、期刊、货币、粮票、文
件等编印发和组织协调全国的出版
发行工作。1948年，河北省平山县
银行发行的第一批人民币，就是由
新华书店印刷厂印刷的。

1940年3月，在山西省兴县成立
的新华书店，是延安新华书店总店首
家分店；1949年2月10日，北平第一
家新华书店在王府井大街原国民党
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旧址开业。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书店也迎
来了新的发展局面。1949年10月，
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会议做出了《关于统
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正是以
此为基础，之前被战争分隔的各地
新华书店开始由分散走向统一。

1951年 1月 1日，新华书店总
店正式成立，对全国各分支店的人、
财、物实行集中统一管理。而截止
到50年代末，在全国各县基本上成
立了由各级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
新闻出版、宣传文化机构。

几乎同一时期，新中国的文化建

设拉开序幕。从农村扫盲、《婚姻法》
的发布到新华字典的发行，新华书店
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农村发行网
络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

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象，上个
世纪人们起大早排长队，只是为了
到新华书店买一本书，但事实的确
如此。以“文革”的结束为分水岭，
随着高考自学丛书和文学名著的发
行，新华书店再度成为社会的焦点，
数不清的年轻人怀着对知识、科技
最美好的梦想和渴求，守在新华书
店门口的长队里，等着买教辅书、参
考书，那个时期的新华书店也成为
一代人念念不忘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图书发行体
制改革正式开启，新华书店相继转企
改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
树立了自我革命、自我牺牲的典型。
同时面对着来自网络和信息化时代的
冲击，慢慢改变几十年的模样：尝试新
的室内布局装潢，开设网上书店……
到今天，新华书店旗下拥有1.3万多家
门店、年销售总额超千亿元。

其实，不管新华书店怎么变化，
在漫长的时光里，它是许多人开启
知识大门的地方，也是几代中国人
都拥有的阅读回忆。

（据《人民日报》）

梦游是睡眠中自行下床行动而后
再回床继续睡眠的奇怪现象，在神经
学上是一种睡眠障碍。梦游症是可
以遗传的：在3岁半前患有睡惊症的
患者在5岁后更容易成为梦游者；当
父母一方拥有梦游史时，儿童梦游概

率增加3成；当父母双方皆有时，这一
概率增加至7成。有研究证实，梦游
症可能与一种被称为“HLA-DRB1”
的基因有关，基因的转变会增加患睡
眠紊乱症的几率。

（据《广州日报》）

梦游是遗传基因作怪

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科学家
观察499对同性好友，并追踪参试学
生从初一到高三年级的心理健康状
况，分析其焦虑、抑郁情绪、社交顺从

心理等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友谊
的建立与消逝。研究结果显示，拥有
相似心理健康水平的青少年更容易成
为好朋友。 （据《生命时报》）

心态相似易成朋友

故宫，兴建于明朝，有史料记载，古代兴
建故宫时，曾经拖运了重达300吨的巨石，这
不得不让人惊叹，在当时的施工条件下，他们
是怎样做到的？

据称，故宫最初的建设投入工
匠23万人，民工士兵上百万。故宫
里使用的巨石多达数万块，其中最
大的一块是摆放在保和殿后面的
雕有9条游龙的大石雕，重约300
吨。《两宫鼎建记》曾简要记载，长
石雕是隆冬时节在人工冰道上被
拖运来的。尽管长石雕的拖运过
程始终没有详尽的记载和科学论
证，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
教授李疆却通过翻看500年前的记
载，发现一个相似的情况：在1557
年，有一队劳工通过类似的方式拖
运一块重约123吨的巨石，经过70
多公里的行程将其运到故宫。

据李疆介绍，明代的人们在巨
石运输中就已经认识到，在低速重
载情况下，滑动摩擦方式比滚动摩
擦方式更为安全可靠。而且，故宫
巨石运输采用了冰面润滑的方式，
并且通过在冰面泼水形成水膜作
为润滑剂，来实现减轻阻力的目
的。通过比较发现，这种运输方式

比用传统的木撬、滚子及普通的冰
面润滑更加省力，且更适合北京当
时的环境状况。

李疆等人根据古籍记载和合
理推算，从现代实验的角度，估测
以同样的方式运输123吨的巨石大
致需要工匠数为300人以下，因此
可以推测运输300吨的巨石的人数
不可能超出太多。然后，他们推算
了以木板为轨道拖运123吨巨石所
需的人数为354人，虽接近预期人
数，但明显在运输300吨以上的九
龙壁时很可能失败。当时最为可
行的方法是铺设冰道，在冰道上拖
动巨石，这种便利方法与北京的气
候环境有关。

古籍记载，运送巨石的时间是
在冬至前后，在15-16世纪时，北
京1月的平均气温是在零下3.7摄
氏度，虽然没有天然的河流为运输
提供冰道，但人们在运输过程中每
半公里就会凿坑取水以保证冰道
的用水。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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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
诞生在窑洞里里

1949年10月3日至19日，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
北京举行，会议作出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议。

新
华
书
店
发
祥
地
延
安
清
凉
山
旧
址

1949

年7

月
，东
北
总
分

店
沈
阳
马
路
湾
门
市
部

1949 年 7 月，新华书店哈尔
滨分店

1948 年 10 月，华东新华书
店济南分店第二门市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