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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海（媒体工作者）

在电商平台上，贴有“农科
院”和“农大”标签的食品销量很
高。但有媒体调查发现，这些产
品中，有的不仅质量难以保证，而
且跟“农大”“农科院”等科研院所
毫无关系。对于这些冒用名头的
行为，监管部门要主动出击，科研
院所也该敢于维权。

消费者普遍对科研院所很信
任，在很多人眼里，农科院、农业
大学研发或推荐的食品，是安全、

健康、营养的代名词。一些商家看到
了商机，动起了歪脑筋。比如，一款打
着农科院旗号的炸土豆片，营养成分
表标明每 100 克土豆片含脂肪 35.1
克，比普通薯片的脂肪含量还高。在
产品页面下方，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
本商品链接详情页面、主图、视频、标
题等介绍中包含的“农科院”字样均是
指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
所。在记者的追问下，客服只是一味
强调“农科院提供技术支持”。

而在另一家售卖“农大”蔬菜卷的
网店，商品包装上显示，这款蔬菜卷得
到了“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技术支

持”。客服也声称，产品“用到了东北
农大食品学院的技术”。但记者随后
向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求证时，院
方却说“不了解相关情况”。

“农科院食品”乱象不仅严重侵害
消费者权益，还对不少农业科研院所
的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对此，市场
监管部门要及时出手，对“傍名牌”宣
传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形成惩罚一个、
警示一片的监督效果。

今年，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多次对一些生产“农科院食品”的
企业开展专项调查，向社会公布调查
结果，并向相关厂家和农科院、农业大

学发出询问函。这种做法值得学
习。同时，对贴上“农大”“农科
院”标签的食品，要强化质检，把
好产品上市关；简化打假维权程
序，降低打假维权成本，鼓励消费
者举报虚假宣传行为。

各地相关科研院所也要珍惜
声誉，对于确有合作关系的企业，
要严把产品质量关，切忌盲目搞
联合研发、贴牌生产。如果科研
牌子沦为商家赚钱的幌子，无论
与企业有无合作，都要敢于维权、
主动发声。这不仅是自我保护，
也是对消费者和市场负责。

“农科院食品”之病，该治

□万文波（医务工作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是为了让亿万农民
生活得更好。创造更加美好的生
活，既要让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
越鼓，也要让村庄越来越和美。
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强
化规划引领，统筹资源要素，动员
各方力量，尊重农民意愿，让乡亲
们在宜居宜业的环境中获得更多
幸福感。

强调政府主导，统筹协调资
源。坚持党政主导、农民主体、部
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把

美丽乡村建设列入党政干部政绩综合
考核内容，这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关
键。积极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这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同时，动
员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充分发挥村集
体和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作用，积极引
导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金融资本、
科研院所和个人投资捐资，为农房改
造、土地整理和环保项目提供资金和
技术支持，增强共建共享美丽乡村的
合力。

坚持规划引领，彰显农村特色。
建设美丽乡村，需要规划先行，重点做
好村庄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配套
设施及公共服务规划、村庄（社区）管
理规划。在规划设计中，不能贪大求
洋，而要突显乡村气息及特色，依托现

有田园风光，依势因地规划建设。美丽
乡村建设须顺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
史趋势，继续以农村社区化为导向，推
动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
进一步向农村延伸覆盖，优化农村人居
环境，提升农民生活的幸福指数。

做好产业支撑，建立增收机制。
只有产业兴、百姓富，美丽乡村建设才
有生命力。乡村选择产业方向、谋划
产业布局要因地制宜，集中目标蓄力
推进。同时，通过生态修复、改良和保
护等措施，不断向建设宜居、宜业、宜
游的美丽乡村目标迈进。笔者所在的
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在发展养殖产
业的同时，注重保护绿水青山，严禁向
水库中投放肥料，一经发现从重从严
处理，从而让一汪碧水滋润乡村。

摒弃千村一面，尊重农民意
愿。我国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各不
相同，建设美丽乡村应秉持因地
制宜、分类指导的基本原则，既要
结合农民实际需求，也要同地方
经济发展水平、当地文化和风土
人情相适应。村民们对于美丽乡
村建设有想法、有诉求，多听听他
们的想法，有利于调动他们参与
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

统筹施策，让乡村更和美

本报讯 （记者张磊）英国当地时
间6月8日，医学期刊《自然·医学》发
表一项基于中国成年人群的科研成
果。该研究结果显示，饮酒会增加中
国男性罹患61种疾病的风险，这些疾
病包括许多因缺少证据而尚未被认为
与饮酒有关的疾病。

大量饮酒对某些疾病（如肝硬
化、中风和几种癌症）的危害已经众所
周知，但是截至目前，很少有研究对
同一人群中饮酒与各种不同疾病发病

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系统性
评估。

《自然·医学》报道的这项由牛津
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科研人员共同主导
的研究，使用了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
究（CKB）的数据，系统地分析了饮酒
的健康后果。CKB 的研究对象是
2004—2008年从中国10个城市和农
村地区招募的51.2万余名成年人，他
们在基线调查时通过电子问卷提供了
关于生活方式和行为的信息，其中包

括详细的饮酒模式。男性参与者中有
大约1/3的人定期饮酒（即至少每周1
次），女性参与者中只有2%的人有这
种生活方式。结合分析12年的住院
记录及死亡登记系统信息，研究人员
综合评估了饮酒与男性207种疾病的
关系，并使用遗传分析理清酒精摄入
是否为直接导致疾病的病因。

在207种疾病中，男性通过问卷
自报的酒精摄入量与61种疾病的发
病风险正相关，其中包括28种先前被

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与酒精摄入有关
联的疾病，例如肝硬化、中风和几种胃
肠道癌症，以及33种先前未被确定为
与酒精摄入有关的疾病，例如痛风、白
内障、几种骨折和胃溃疡。

研究发现，与偶尔饮酒的男性
相比，经常饮酒的男性发生各类疾
病的整体风险明显更高，住院次数
也更多；某些饮酒模式，例如每天饮
酒、重度饮酒或在用餐时间以外饮
酒，尤其会增加某些疾病的风险，尤

其是肝硬化。
在遗传分析中，研究结果明确提

示酒精摄入量与61种与之相关的疾
病总合存在剂量反应性因果效应，即
平均每天每增加约4杯酒的饮用量，
可以导致28种此前已经确定与酒精
摄入有关的疾病风险增加14%，导致
33种新发现与酒精摄入有关的疾病
风险增加6%。其中，酒精摄入与肝
硬化和痛风发病风险之间的剂量反应
关系尤为明确，每天每增加约4杯酒
的饮酒量，可以导致这两种病的风险
加倍。

遗传分析结果还显示，饮酒量增
加显著升高患中风的风险，这种剂量
反应关系与先前CKB的研究结果一
致。虽然饮酒量增加并不明显增加患
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但是之前曾被
广泛认可的适度饮酒（即每天1至 2
杯酒）可以降低缺血性心脏病风险的
保护作用也不存在。

一项基于中国成年人群的科研成果显示——

饮酒增加男性患61种疾病风险

本报讯 （记者张磊）6月6日晚，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消息
称，北京市医疗机构近日报告两例猴
痘病毒感染病例。其中，一例为境外
输入病例，另一例为境外输入病例的
关联病例，两例病例均是通过亲密接
触感染。目前，两病例正在定点医院
进行隔离治疗，情况稳定。

据悉，猴痘是由猴痘病毒引起的
人兽共患病，主要流行于中非与西非
地区。北京市疾控中心相关专家表
示，猴痘的潜伏期通常是 6～13天，
最长可到 21 天。感染者会出现发
热、头痛和淋巴结肿大等症状；随后，
在面部及身体其他部位出现皮疹，并
逐渐发展为脓疱，持续 1 周左右时
间，之后结痂；一旦所有痂脱落，感染
者即不再具有传染性。猴痘为自限
性疾病，大部分患者预后良好。此
外，目前尚无特异性抗猴痘病毒药物，
治疗主要是对症支持治疗和对并发症
治疗。大多数情况下，猴痘症状在
2～4周内自行消失。

北京发现
两例猴痘病例

据新华社专特稿 大部分心脏移
植手术用的是脑死亡患者捐献的心
脏。美国一项临床实验显示，“循环死
亡”患者的心脏同样可用于移植，或可
使供移植的心脏大幅增加，挽救更多
生命。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7日
报道，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心脏移植
专家雅各布·施罗德领导的团队随机
挑选了180名需要接受心脏移植的心
力衰竭患者，为其中一半患者移植“循
环死亡”患者捐献的心脏，为另一半移
植脑死亡患者的心脏。术后半年存活
率相差无几，前者为 94%，后者为
90%。研究报告刊载于7日出版的美
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循环死亡”指患者虽遭受致命的
脑损伤，但大脑尚存部分功能，不符合
脑死亡标准，最后经家属同意撤掉生
命维持系统而死亡的情况。患者生命
维持系统被撤掉后，心脏会在几分钟
至几小时后停止跳动，只有在心脏跳
动停止至少 5分钟后才会被宣布死
亡。这之后，才能摘除患者器官供移
植使用。

传统的器官移植通常采用脑死亡
患者的器官。医生在患者脑死亡后用
呼吸机维持其心脏跳动，使心脏等各
器官得到持续的氧气供应。

近年来，“循环死亡”患者的器官
开始用于肾脏等移植手术，但很少用
于心脏移植，原因是，被宣布死亡之
前，“循环死亡”患者的各器官会有一
段时间缺氧，心脏尤其容易缺氧。医
生会担心心脏因缺氧受损，影响移植
效果。

在临床实验中，施罗德团队在“循
环死亡”患者的心脏停跳至少5分钟
后摘除其心脏，然后将心脏放入一台
特制机器中，向心脏泵入温暖血液，并
用起搏器恢复心脏跳动。

施罗德认为，美国各个移植中心都
应该考虑采用“循环死亡”患者的心脏，
这可能令可供移植的心脏增加30%。

据美联社报道，澳大利亚和英国
大约7年前开始尝试移植“循环死亡”
患者的心脏。杜克大学医学院2019
年率先在美国开始相关研究，如今美
国有大约20家医疗机构可以移植这
种心脏。

移植新方法
或可大幅增加供体心脏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和加拿大
研究人员开发的一款人工智能程序能
依据病历预测患者的康复情况，准确
率高于现有的标准预测模式。

这款名为NYUTron的人工智能
程序已在美国纽约大学兰贡医疗中心
旗下多家医院投入应用，用于预测高
风险患者出院后30天内是否会再度
住院。相关研究报告刊载于6月7日
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

兰贡医疗中心网站当天发布消息
说，这款人工智能程序能够成功预测
85%的住院期间死亡病例、79%的患
者住院时长、80%的出院30天内再住
院病例，准确率分别高出标准预测模
式7%、12%和5%。

主要研究人员、纽约大学神经外
科医生和计算机科学家埃里克·厄尔
曼告诉法新社，以电脑程序为基础的
标准化预测模式存在已久，但需要依
据格式化数据进行分析，数据转化、录

入的工作繁重，这些预测模式因而应
用有限。

NYUTron 人工智能程序是一
种大型语言模型，无需格式化数
据，可直接以患者病历为源数据进
行分析预测。研究人员以33.6万名
男女患者电子病历中的数百万份临床
记录训练该模型。这些患者在2011
年 1月至 2020年 5月期间曾在兰贡
医疗中心各医院接受治疗。他们的
临床记录包括医生记录的病情进展、
放射报告和出院指导等各种资料，最
终形成一个包含 41 亿个词语的语
料库。

据法新社报道，NYUTron 的预
测准确率不仅高于现有标准预测模
型，还超过大部分医生。不过，厄尔曼
说，预测结果准确率最高的仍然是一
位知名医生。他说，在医患关系中，人
工智能不会取代医生，而只在医生诊
断时提供更多信息。

人工智能
预测患者康复情况更准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6月 7日电
（记者任珂）欧盟委员会6日晚发布公
报说，该委员会当天批准了首款呼吸
道合胞病毒疫苗 Arexvy 在欧盟上
市，以保护 60岁及以上人群免受呼
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下呼吸道疾病
感染。

公报说，去年冬天欧盟国家的呼吸
道合胞病毒感染增多，因此人们特别期
待批准Arexvy疫苗在欧盟上市这一
决定。考虑到预防老年人群呼吸道合
胞病毒感染具有重大公共卫生利益，
欧盟委员会按照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加
速评估机制，加快了疫苗审批过程。

欧盟委员会分管卫生和食品安全
事务的委员基里亚基季斯表示，希望
欧盟成员国迅速制定国家疫苗接种战
略，以便使高风险人群能够在秋季到

来前接种Arexvy疫苗。
公报介绍说，呼吸道合胞病毒是

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病毒，通常会引起
轻微的类似感冒的症状。大多数人会
在一到两周内康复，但老年人以及患
有肺病、心脏病和糖尿病等基础疾病
的人群有重症风险。据估计，呼吸道
合胞病毒感染每年在欧洲65岁及以
上人群中导致25万人住院和1.7万人
院内死亡。

Arexvy疫苗由英国葛兰素史克
公司生产。该公司7日发表声明说，
这是首款获得欧盟上市许可的针对老
年人的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首批疫
苗预计将于今年秋季之前上市。

今年5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批准Arexvy疫苗在美国上市，适
用范围为60岁及以上人群。

欧盟批准
首款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

6月8日，北京，游客顶烈日游览天坛公园。当日，北京持续高温暴晒
模式，紫外线照射强烈，午后最高气温攀升至 35摄氏度。游客纷纷采取
打太阳伞、戴遮阳帽、穿防晒服等方式抵御阳光暴晒。近日，北京市气象
台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市民注意防范。 王新摄

高温持续河北百人百日
戒烟大赛再启动

本报讯 （特约记者肖建军）近
日，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河北
省疾控中心、保定市卫生健康委、保
定市疾控中心承办的“2023 健康河
北·保定站百人百日戒烟大赛”启动
仪式在保定市举行。戒烟大赛时间
为 6 月至 9 月，分为报名、首诊、随
访、评估、公示、抽奖6个阶段，长期
在保定市居住、生活和工作的烟民均
可报名。

2021年“健康河北·百人百日”戒
烟大赛首站在石家庄启动，108人成
功戒烟。2022年，“健康河北·百人百
日”戒烟大赛走进廊坊，46人成功戒
烟。今年活动现场发出了“人人争当
控烟宣传员、控烟监督员、控烟倡导员
和控烟示范员”的倡议，发布了2023
年青少年控烟核心信息，宣读了保定
站百人百日大赛规则。戒烟医生现场
介绍了科学戒烟方法，戒烟明星代表
分享了戒烟心得，倡导吸烟者参加戒
烟大赛，积极行动，为爱戒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