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或所有的士兵》虽以为期
18 天的香港保卫战为故事的整体
背景，但这场战争在邓一光的笔下
被处理成既不局限于中日两国也不
受制于英日双边，而是将其作为整
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与其
说这部作品就是“二战”的浓缩版，
不如说作品具有一种国际视野更为
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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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推出8位中国科学家的故
事，既有大众耳熟能详的竺可桢、钱
学森、袁隆平、屠呦呦，也有许多人
不那么熟悉的何泽慧、吴征镒、刘东
生、梁思礼。这套绘本并不是鼓励
每个孩子一定要成为科学家，而是
从这些科学家的人生经历里见证科
学的力量、榜样的力量，从而思索自
己想要一个怎样的人生，如何成为
一个更好的人。

《账本里的中国》
许德友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梁顺燕的女儿出生，在
那个福利分房的年代，他们申请到
了一套 70 平方米的三室一厅。这
套福利房已带有简单装修，又因女
儿刚出生不便翻新，简单收拾过后
便入住了。

让梁顺燕印象深刻的是，女儿
出生时值盛夏，天气非常炎热。丈
夫那几天都在四处奔走，为家里装
上了第一台空调，想给妻子一个惊
喜。当年的空调由于产量少，供应
货源十分紧张，需要凭批条购买。
这台空调花费将近 4000 元，对许多
家庭而言是当之无愧的奢侈品。

1996 年，女儿已经三岁了，为
了给女儿更好的居住环境，梁顺
燕与丈夫决定要重新装修。最初
夫妻俩的预算是 10 万元以内，但
最后实际花费将近 12 万元。那时
候 70 平 方 米 的 房 子 土 建 大 约 1.2
万元，已经包括人工和基本材料，
与现在动辄十几万的硬装费用相
比，简直可以说是太划算了。

账本中记录着“买抛光砖 7600
元”，也代表着抛光砖的兴起，之前
人们大多使用的是马赛克瓷砖和
水磨砖，抛光砖至今仍然是许多人
家庭装修的第一选择。这次装修

的最大支出是全屋造木家具 6.5 万
元，包括造木和水曲柳。那时，人
们特别喜爱实木家具，认为其质量
好、非常耐用，哪怕贵一些，需要找
专业木工打造，十分烦琐，但一想
到可以用很久，也值得了。

其他的费用如沙发 5780 元、餐
桌 4726 元、窗帘布 1850 元、抽油烟
机 830 元、热水器 340 元、冰箱 2791
元、洗衣机 3180 元、两部空调 8300
元……除了土建硬装，装修给人们
最直观的感受往往是家具电器的
升级换代，特别是冰箱、洗衣机和
空调，看似与今天相差无几的价
格，在当时可以算是“大支出”。

先让家里老人住上电梯房是
梁顺燕曾经的梦想。2000 年中国
全面进入商品房时代，梁顺燕为父
母购置了第一套带电梯的商品房，
约 42 平方米的一室一厅，厅有大
阳台，位于父母熟悉的老城区，当
时几乎动用了全家的积蓄。

梁阿姨小心翼翼地翻出当年
的 票 证 ，上 面 清 晰 地 写 着“ 首 期
21809 元”、“二期 146279 元”，总价
近 17 万 元 。 但 花 费 远 远 不 止 这
些，当时第一代商品房基本上是毛
坯房，后期装修投入比较大，有 5
万多元。

2002 年，梁顺燕与丈夫通过贷
款 购 置 了 真 正 属 于 自 己 的 电 梯
房，104 平方米的三室一厅，带有
简单装修的标准交楼。十多年前
的账本上记录着这么一项新支出
——管理费 604.71 元，这个数字是
梁顺燕一家一个季度的管理费，
交 楼 后 即 便 未 正 式 入住，也是必
须支出的。

从 福 利 分 房 、旧 房 翻 新 到 让
父母住上第一套电梯房、自己购
置房屋，梁阿姨账本中记录着的
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更多是那些
年关于家的记忆。

最初开始记账的时候，马卫红一
个月的支出用一页小小的64开纸就
可以记下来。那时也不流行下馆子，
吃饭都是整个宿舍的同学一起在食
堂解决，学校的伙食费从刚上学时的
一天 2 元到毕业时的一天 5 元，涨幅
不大，但也算是四年间翻一番了。

翻看这些老账本，在大学四年的
时光里，马卫红和同学们很少有娱乐
休闲类的支出。由于资金和场地的
限制，大学里集体活动的形式也比较
单一，私下最常见的团体活动，就要
数师兄师姐们组织的老乡会了。老
乡活动实行AA制，马卫红清楚地记
得，最开始的时候一次聚会的开销平
摊后，每个人只需要支付10至15元，
但是到了临近毕业时，参加一次老乡
会花费近40元，这可真是一笔不小的
开销。

当时的物价总体不高，马卫红的
账本上还清楚地写着入学当年 1994
年的 9 月，交了学费 500 元、住宿费
100元。从家乡山西出发到河北坐的
是石太线上的绿皮火车，单程车费只
需要 5 元。后来毕业的时候涨到了
10元，从火车站到学校的公交车单程
只要4毛钱。平时大家就在学校方圆
1公里的区域内活动，很少去市里，更
别提今天的学生旅行了。只有在开
学和放假的时候，要花钱购买家乡和
学校的往返车票，除此之外，马卫红
在出行方面很少有支出。

那时候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很纯
粹，没有网络、手机、电视，娱乐活动
也不像现在种类那么丰富。偶尔参
加集体的体育锻炼或其他班级活动，
就算是难得的休闲时光。也正是因
为如此，同学们几乎每天都可以有大
量的时间沉浸在学习中。学校为了
方便师生借阅图书，象征性地收取了
一点借书费，并且制定了借阅规定，
如果不超期的话，借阅一本书大概5
分钱。

马卫红在回忆大学生活学习情
况的时候感慨道，自己非常幸运地遇
见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窗，大家都会
努力不断提升自己。马卫红在入学
的第一个学期就花了35元去培训班
学习电脑打字，要知道，那时候一名
普通大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
100元左右，参加培训班就意味着接
下来必须省吃俭用好长一段时间。

学会了打字还不够，她在大三的
时候还斥“巨资”去参加校外的计算
机培训，学费120元，另外再加上三四
十元的练习“机时费”，这150元左右
的巨额支出全部清楚地记录在她的
账本上。好在后来顺利考过了计算
机二级，可是光考试的报名费就要
105元，虽然有点心疼，但是当她双手
捧起证书的那一刻，顿时感到所有付
出都是值得的。

从衣食住行的必需开销到提升
自我的学习支出，马卫红的账本故
事，也是千千万万 20 世纪 90 年代的
大学生们的青春记忆。一方面，他们

省吃俭用、打工帮补，传承了父辈勤
俭节约的美德，秉持着“能省一点是
一点”的理念；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
学习新知识、尝试新事物，要把钱都
花在刀刃上，或许，这就是那一代大
学生们真正意义上的“精打细算”。

村民记录的老账本是1962年至
1982年的账目情况，这一套账本里主
要包括了春花预分方案、早稻预分方
案、年终粮食分配方案、年终经济分
户方案和年终决算总方案五个部
分。每个方案都有一本单独的账本，
账本上清晰地记录了那个年代的普
光村所在地区的农村人口数量情况
及农民经济收入状况。

家住普光村四组的翁守荣生于
1946年，曾经担任普光村的生产队会
计、队长。年逾七旬的他对于这一套
老账本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20世纪
70年代初他担任红旗大队第四生产队
会计，29岁时开始担任第四生产队队
长。1974年至1983年翁守荣担任生
产队队长时，曾创造过集体经济总收
入同比增长超过80%的“神话”。早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翁守荣就
在管理上利用包产到户的方法来提高
农户的积极性，实现增产增收。1977
年，翁守荣把队里一块20多亩的油菜
花田分配给每户，由农户自己负责耕
种和管理，多劳多得，结果当年的产量
比上一年高出了近一倍，这些数据都
记载在这套村级集体账本中。

翁守荣说，非常有意义的是，老
账本的起止时间“蕴藏”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农村的两个历史性事件。

“1958 年我们正式组建了人民公社，
当时普光生产大队隶属曹庄人民公
社，1962年起开始实行生产资料归公
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
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因此，1962年开
始，大队开始需要记账，这就是这套
账本为什么始于 1962 年的原因；同
样，1982年全国开始全面推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大队也是在1983
年正式分田到户，所以从 1983 年开
始，集体账本就没有记录的必要了。”

施招霖是现任普光村党总支书
记，他是这套老账本的“同龄人”。生
于1962年的施招霖对于20世纪60年
代时家里的情况只有模糊的记忆，“工
分”、“分红”这些词语对于他来说是熟
悉又陌生的。施招霖说：“现在已经完
全想象不到那时的生活有多么苦了。”
他翻开自己出生那年的账本，上面清
楚地记录着，家里到年终一共分得
54.43元，这就是施招霖家1962年的全
部经济收入。借助这套账本，施招霖
还找回了许多儿时的记忆。1979年大
队由于“万元大分红”活动特别轰动，
记得当时家里一共分到了300多元，
在村里算是比较多的，还有邻居分到
1000多元，让人非常羡慕。

在老账本泛黄的纸上，密密麻麻
的文字和数字背后，普光村20年集体
经济的“村史”跃然而出。

（来源：解放日报）

从账本里，刻录中国

虽然是一本心理学著作，但
这本书的行文风格非常亲切，就
像一位电台节目主持人在电波中
向你娓娓道来。书中没有枯躁的
专业术语，也没有长篇大段的论
述，排版设计充分适应现代人的
阅读习惯。

《幸福的体质》
作者：青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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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于漫漫历史长河而言，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新中国的70年，是三四代
人的时空承载。

这70年的鸿篇巨制应该如何去记录？通过一个小小的账本就能实现。
家庭账本，是一个家庭经济生活的存根，更是一个时代发展的注脚。在《账本里的中国》中，作者许德友讲

述了一个个真实又具体的账本故事，感悟了70年的国家发展之路。

账本里有关家的那些事
置业和装修，对许多人

来说是记忆犹新、意义非凡
的。这个账本故事的主人公
梁顺燕，1967 年生于广州，在
这个城市中成长生活、成家
立业、买房育儿。翻开一张
张整齐泛黄的单据票证，从
自己新婚、让父母住上电梯
房到现在的新家，呈现了平
凡的生活轨迹中所记录的惊
喜与感动。

账本里的大学记忆
马卫红 1975 年出生于山

西，上世纪90年代初考上了河
北省的一所大学。那时候，她
和其他同学一样，学费虽然不
多，但生活费也十分有限。为
了顺利度过大学时光，必须有
计划地进行消费，于是马卫红
买了个小本子，一笔一笔记录
下大学时期的生活开支，和宿
舍的姐妹们一起过上了精打
细算的校园生活。

账本里的乡村纪事
在千年古刹普光禅寺旁，有

一个因寺得名的行政村——普
光村，如今这个行政村隶属于浙
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半
个多世纪以来，这个看似寻常的
小村一直保留着一份属于自己
的“独家记忆”：一套完整的村级
经济账本。村民在村里的收支
情况、分红都完整地记录下来，
账本见证了普光村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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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福州沿海部分地区大
建豪华活人墓、石家庄“西美金山湖”
削山造地建别墅、货船往长江里倒垃
圾排污水……今年以来，新华社“新华
视点”栏目陆续曝光了一些环境违法
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那么，临近
岁末，这些事件都得到处理了吗？

福州豪华活人墓：整治
违建坟墓6万多座，75名党
员干部被处理

3 月，新华社播发《福州沿海：密
林深处、水库旁边，大片豪华活人墓
偷偷建造……》，对福州沿海部分地
区大建豪华活人墓问题进行了报
道。随后，福建省委召开专题会议部
署整改，福州开展为期 3 年的违建坟
墓整治行动。

记者从福州市政府采访了解到，
截至 11 月底，福州共摸排、整治违建
的硬化坟墓6.2万多座，其中平毁、拆
除2720座，覆土深埋3.9万多座，迁移
6000多座，累计恢复植被47.3万平方
米，种植苗木63万多株。

“我们区分不同违建情形分类整
治：对于严重违规的‘活人墓’，彻底铲

平、恢复植被；对于占地面积超过 50
平方米的豪华墓，拆除硬化设施，覆土
深埋，恢复植被；对于农村散埋乱葬坟
墓，采取迁移或披绿方式等。”福州市
民政局局长郭建国说。

12 月 9 日，记者再次来到福州长
乐区南阳山，在山林深处的多处违建
墓穴现场看到，石板、水泥浇筑的大墓
已被铲平，覆盖了厚厚的黄土，有的墓
穴旁还可以看到被敲碎的石板，墓穴
及周边种植了木麻黄、杜鹃等树苗。

在一级水源保护区三溪水库，记
者用无人机俯瞰整个库区，看不到新
建的墓穴，水库周边密密麻麻的墓穴
绝大多数已经填土掩埋，黄土上栽种
了树木。

记者回访多处毁林挖山建豪华活
人墓现场发现，违建墓穴已经拆除、覆
土，但不少山体仍然黄土裸露，部分栽
种的草籽、树苗等成活率不高，挖山

“伤痕”仍在，生态修复、重现郁郁葱葱
景象还需要较长时间。

移风易俗非一朝一夕之功。多位
基层干部告诉记者，新华社关于豪华
活人墓的监督报道引发强烈社会反
响，对当地老百姓触动很大，今年整治

墓葬乱象时阻力少了很多。但仍然有
个别群众阻挠整治豪华墓、活人墓，

“起大厝、修大墓”等陈规陋习还有一
定影响，厚养薄葬、文明丧葬新风深入
人心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据福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共有75名党员干部因参与违规
建墓、监管不力、失职失责被处理。

石家庄市鹿泉区“削山
造地建别墅”：27栋建筑已
拆除并清理完毕

2 月，新华社播发《三问石家庄
“西美金山湖削山造地建别墅”事件》，
对石家庄市鹿泉区“西美金山湖”项目
涉嫌违规“削山造地建别墅”一事进行
跟踪调查。

针对鹿泉区“削山造地建别墅”问
题，河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联合督导
组，会同石家庄市全面调查核实，依规
依法定性，坚决彻底整改。

5月，河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发布通报指出，经核查认定，鹿泉
区“西美金山湖”项目是一个违法违规
供地、违法占地、未批先建、违法建设、
违规销售、违规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内

林地等生态空间的房地产项目。
截至通报时，“西美金山湖”项目

违法圈占集体土地上的 27 栋 3.47 万
平方米建筑已拆除并清理完毕，占用
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林地14.75亩已全
部退出，对违法违规出让的 300 亩土
地和地上建筑物已依法收回和没收
到位。

截至今年11月25日，“西美金山
湖”项目已经停止一切开发、施工、销
售行为。

长江货船水污染：长江
沿线全面整治船舶和港口
污染

10 月，新华社播发《长江货船上
的垃圾去哪儿了？——长江货船水污
染调查》揭露一些货船将垃圾扔到江
里、污水排入长江等问题。

稿件播发后，中央有关部门和沿
江各地给予高度重视。交通运输部联
合多部委调研长江经济带船舶和港口
污染问题，出台整治方案，明确推进时
间表。

据悉，《长江经济带船舶和港口污
染防治整治方案》征求意见稿已经完

成，明确提出：深入开展为期1年的专
项整治，重点解决船舶生活污水收集
处置装置配备不到位、港口接收设施
能力不足与转运处置装置设施衔接不
畅、港口自身环保设施不完善、岸电利
用率不高、液化天然气加注站审批难
建设难运管难等突出问题。

长 江 沿 线 各 地 已 积 极 开 展 行
动，全面推进船舶污染治理。记者
从湖北省港航局了解到，湖北省将
在长江汉江建设船舶生活污水集
中上岸点，避免船舶污染物直排入
江。安徽省交通厅负责人介绍，安
徽省统筹推进港口岸上接收处置
设施、船舶生活污水收集设施、船
舶 靠 港 使 用 岸 电 设 施 建 设 ，确 保
2020 年 底 前 完 成 全 部 建 设 任 务 。
江苏省下发《江苏省 400 总吨以下
内河货运船舶生活污水防污改造
实施方案》，11 月开始改造试点，到
2020 年底前，江苏籍 400 总吨以下货
运船舶全部完成改造。江西省开展
防治船舶污染水域专项整治活动，
推进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和
处置设施的建设。

■郑良 张华迎 闫起磊

据新华社 专家提醒，冬季来临，
血栓性疾病高发，但公众对于血栓性
疾病的知识缺乏，应加强科普宣传，
让公众更多地了解血栓，早预防、早
发现、早诊治。

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长沙
市中心医院获悉，入冬以来，医院收
治的患上血栓性疾病的患者激增。
长沙市中心医院呼吸病诊疗中心医
生陈剑波介绍，过去，血管栓塞性疾
病被人们认为是老年病，如今越来越
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血管里长斑块
的年轻人不在少数。现在，很多年轻
人长期不运动，习惯久坐、熬夜，喜欢
吃高油高脂的食物，导致血液变得浓
稠，血液循环减缓，下肢血液循环受
限，长此以往容易形成血栓。

陈剑波说，对血管栓塞性疾病的

认识及预防已刻不容缓。深静脉血
栓可导致局部血液回流不畅，发生淤
血、水肿等，当深静脉血栓脱落后可
以随血流运行到肺动脉，导致急性肺
血栓栓塞甚至死亡。很多发生下肢
深静脉血栓栓塞的患者会发生下肢
浮肿，影响生活质量。

专家提醒，长期久坐、卧床、使用
口服避孕药或激素替代治疗药物都
是深静脉血栓重要诱因，建议平时多
饮水，降低血液黏稠度，少吃高油高
脂食物，避免久坐，尽可能多活动，促
进血液循环。患有静脉曲张的患者
可以穿弹力袜子，促进静脉血液回
流，以防止下肢静脉血栓。一旦出现
下肢红肿、疼痛，要及时到医院进行
检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治。

■帅才

据新华社“不能提重物，要多躺
着”“不要多走动了，要静养”“怎么还
运动啊？千万别累着！”……在广西
南宁市，刚怀上一胎的40岁孕妇胡红
梅向记者历数了亲友们的劝诫。坚
持每周在瑜伽课堂锻炼一到两次的
她，深切感受到身边许多人对孕期运
动的不解。但她与瑜伽课上的准妈
妈们坚信，科学的运动健身是很有必
要的，“全民健身中不能少了孕妇”。

在南宁的一家健身工作室里，教
练徐姗姗自 2017 年起指导过的 4 位
坚持孕期健身的“健身达人”都已顺
利生产，当中包括一位孕后期还有

“马甲线”的“辣妈”。杠铃、TRX（悬

挂健身系统）训练带、弹力带、瑜伽
球，这些都是常用的训练工具，“考虑
到安全性与体能的问题，小型的器械
比较适合孕妇”。

随着全民健身理念不断深入人
心，许多女性即使进入孕期，也非常
注意锻炼身体。在公园、小区花园、
游泳馆等公共健身场所，时常可见孕
妇 的 身 影 。《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2019-2030年）》也提到，特殊人群，
如孕妇、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建议
在医生和运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
行运动。

“在产检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科学
运动习惯的孕妇体重管理比较理想，

对于孕期糖尿病、高血压等也有一定
的预防作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
健院副主任医师邓童宁说，孕前体重
指数正常的孕妇在孕期增重18斤至
23斤为宜，通过孕妇体重的控制一定
程度上也能调节宝宝出生的体重。

“像负重快步走、孕产瑜伽、游泳
等都是适合孕妇的运动，也有一些有
健身基础的准妈妈选择孕期在专业
教练指导下继续健身。”邓童宁建议，
健康孕妇应每周坚持运动 3 到 5 次，
每次 20 到 30 分钟，并以孕妇自我感
觉较费力以下的程度为安全，遵循适
当、柔和、循序渐进、个体化原则。

■黄凯莹 梁舜

据解放日报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公布：12月7日17时，黑龙
江省疾控中心通过传染病疫情网络直
报系统监测到省农垦总医院诊断6例
布病，均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
兽医学院（哈兽研）学生。截至12月
10日17时，此次疫情相关报告布鲁菌
抗体阳性者13人，其中布病确诊病例
1例、疑似2例、隐性感染10例。流行
病学调查显示，前去就诊的49名学生
均来自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布鲁菌抗体呈阳性，这一大众相
当陌生的专业表述，究竟是怎么回
事？记者就此采访知名感染病专家、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教授。专家表
示，布病在我国列为乙类法定传染
病，目前每年全球新发感染病例在50
万人以上。城镇化和畜牧业的发展，
加上动物饲养、食品加工缺乏防控措
施，导致近年布病传播，为公共卫生
带来一定程度风险。

布病是典型人畜共患病
布病的病原布鲁菌于1886 年由

英国医师布鲁斯（David Bruce）在马
耳他军队发生此病时首次发现。卢
洪洲解释，布病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
病，所有人均可能感染。人类布病是
通过直接与感染了布鲁菌的动物
（牛、羊、骆驼、猪等）接触，或食用了
未经灭菌处理的感染动物的肉、乳制

品而感染此病。
布病临床表现不一，急性期主要

表现为发热、多汗；慢性期主要表现
为关节痛、睾丸炎、脑脊髓炎及心内
膜炎等；牲畜感染主要导致流产和不
育。人是布鲁菌的机会性宿主。卢
洪洲解释，患者患病风险及疾病严重
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暴露的布
鲁菌菌种类型。羊种布鲁菌是最常
见的人布病致病菌，也是毒力最强的
菌种，与严重急性疾病相关。牛被感
染则是特别严重的问题，感染的牛可
产生大量被污染的牛奶，对消费者产
生威胁。

从布病发病范围看，全球各地发
病不一。已有14个国家宣布消灭了
布病。我国历史上，上世纪50—60年
代人疫情最为严重，70—80年代显著
下降，90 年代中期至今又有上升趋
势。去年全国报告发病率为2.73/10
万，无死亡病例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相比上世纪
80年代，我国疫区从内蒙古、新疆大
型牧区扩展至临近的北方半农半牧
区、农区及小城镇，聚集暴发向散在
发病转化。报告病例最多省份为新
疆、内蒙古及与之接壤的北方省份
（如山西、吉林、河北、黑龙江等地报
告病例占 90%以上）。与此同时，处
于南方非牧区的广东省、广西等地近
年也出现布病散发病例，河南、福建
等省发病率持续上升。

高危人群可接种疫苗
一般人群如何防病？卢洪洲指

出，布病传播到人，主要因直接接触
被感染的动物或动物制品，经消化
道、体表接触和呼吸道传播，感染本
病。经消化道传播是城市人口感染
布病的主要原因。通俗说来，通过食
入带菌的生乳、乳制品和半生的病畜
肉类，病菌可自消化道进入体内。奶
酪制品中的布鲁菌可存活数月以上，
应在阴凉环境下储存至少6个月再食
用；酸奶和酸奶酪导致感染风险则较
小（布鲁菌不耐酸性环境）。因此切
忌使用未经灭菌处理的感染动物肉、
乳制品。

布病患者经规范治疗总体预后
良好，患者大多于3至6个月内康复，
仅 10%至 15%病例的病程超过 6 个
月。未经抗菌药物治疗的病死率为
2%至3%，主要死亡原因为心内膜炎、
严重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全血细胞
减少症等。慢性患者一般会遗留有
关节病变、肌腱挛缩等使肢体活动受
限。卢洪洲表示，预防“布病”还需从
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
感人畜做起，具体说来即患者及病畜
隔离，人畜分居、生乳须经巴氏消毒
处理、家畜肉类经煮熟后才可进食。
此外，现有减毒活疫苗保护效果较
好，高危人群做好防护可最大程度降
低患病风险。 ■顾泳

水库边建豪华墓、削山造地建别墅、长江货船排污……

那些环境违法事件处理得咋样了？

冬季血栓性疾病高发

切忌食用未消毒生乳制品

全民健身中的“孕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