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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广大的细菌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提提
升升全全民民科科学学素素质质在在行行

动动

重庆市召开2020年
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会

武隆区科协开展
家风建设学习教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郑雪）近日，武隆区
科协开展党员干部家风建设学习教育活
动，此次活动以学习《清风传家》《严以治
家》为主题，通过领学“习近平总书记谈家
风”等内容，旨在筑牢党员干部信念基石、
锤炼高尚品格、强化廉政教育和家风建设。

区科协负责人强调，党组和党员领导
干部要切实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发挥“头雁效应”。广大党员干部要将
家风理念落实落细为修身做人的行为准
则，在实践中规范、涵养家庭成员高尚的道
德情操。

参与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老一辈革
命家的人格力量，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

万州区科协开展
“讲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代凤娟）近日，万州
科协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万州爱尔眼科
医院科协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讲科技”志
愿服务活动，为科技工作者送上了一堂爱
眼健康课。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对日常眼部保健方
法、眼部疾病的危害及防治进行科普，让广
大科技工作者学到方法的同时进一步关注
视力健康、重视眼睛的爱护保护。万州爱
尔眼科医院经营院长黄韵梅为大家讲解了
高度近视有哪些危害、科普了爱眼护眼小
常识等。万州爱尔眼科综合眼病科主任冉
俊为大家开展了眼科常见疾病知识科普。

大家表示，本次活动学到了爱眼护眼的
常识和方法，认识到了保护眼睛的重要性。

綦江区科协开展
“以案四改”警示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张聪）近日，綦江区
科协开展“以案四说”暨“以案四改”警示教
育。会上，与会同志首先观看了警示教育
片，区纪委监委驻区生态环境局纪检监察
组组长李治云以身边人、身边事、身边案，
从“德”“责”“法”“纪”四个方面展开，为科
协全体党员干部，进行了“以案四说”暨“以
案四改”警示教育。

区科协负责人强调，全体机关干部要
摆好心态，守住底线、守住红线，要以案改
治理，发现问题要解决好；以案改监管，以
监管为主用权规范；以案改制度，促令行禁
止；以案改作风，促担当作为。

璧山区科协开展
果树实用技术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江丽）为进一步提升
果农种植管护水平，促进水果提质增效，近
日，璧山区科协组织邹小余等农技专家和
科技志愿者来到广普镇坪中村开展果树实
用技术培训活动。

培训讲座上，邹小余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围绕化肥农药减量技术和脐橙冬季管理
技术进行了详细讲解。随后，邹小余到脐
橙基地进行了实际操作示范，并现场与果
农就实际操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互动交
流和解答。

此次技术培训实用性强，让果农掌握
了较科学、系统的管护技能。下一步，区科
协将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对接
农户对农业生产的科技需求和科普需求，
传播科学种养方法，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重庆市召开2020年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
会，总结2020年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谋划“十四五”
开局之年宣传教育各项任务。

会议充分肯定了近三年来全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
工作取得的成绩：新闻宣传线上线下、高举高打，舆情导
控快准实稳、确保底线，社会宣传多点开花、精彩纷呈。

会议指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不仅是一项纳入
了中央生态文明制度顶层设计的政治任务，也是各级党
委政府和生态环境部门的法定职责，更是确保生态文明
建设顺利推进并得到社会各界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的
基本手段。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宣传教育工作水平，
充分发挥“黏合剂”“催化剂”作用，弘扬生态价值观、传
播绿色正能量，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会议强调，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新一轮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启动之年，是绿色发展转型的发力之
年。要继续以学习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根本
统揽，以构建完善社会传播体系、生态文化体系、全民行
动体系作为基本支撑，以提升全社会法治意识、科学意
识、责任意识作为重要指向，以理论武装、舆论引导、环
境教育、文化培育作为主要任务，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
研究和宣传宣讲，加强新闻宣传主动引导社会舆论，坚
持底线思维强化舆情管理，深化生态文创打造社会宣传
品牌，聚合各方力量构建全民行动体系，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建
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推动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
挥示范作用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供稿）

人类一直很讨厌细菌，因为它们会引发各种疾病。但事实
上，我们每个人的肠胃里都藏着数万亿个有益细菌，它们能赶走
有害细菌，合成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现在，科学家甚至开始研
究如何利用细菌帮助人类抵抗疾病、改善地球环境，下面我们就
来看看这些神通广大的细菌。

细菌吃污水
变燃料

人类避之不及的污水却可
以成为细菌的食物，很多污水处理

厂就利用细菌来分解污水里的废物。
其中，地杆菌和希瓦氏菌能吃掉污
水中的营养物质，释放电子；产
甲烷菌则吸收电子，然后将
二氧化碳转化为甲烷，而
甲烷可以燃烧产生热
能或电能。

能抗癌的细菌

我们知道，人体肠道里有数不
清的细菌，而其中不仅有有益菌，也有

一些细菌对人体既无益也无害，比如大肠
杆菌，它是动物肠道中正常的寄居细菌。但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有些大肠杆菌
可以找到癌细胞，并在其内部生长，只要稍稍改造一
下它的基因，大肠杆菌就可以在找到癌细胞之后
迅速产生抗体，给肿瘤造成第一波“打击”，接
着引导人体免疫细胞迅速瞄准癌细胞的位
置，集中摧毁癌细胞。大肠杆菌在产生
抗体之后会自我毁灭。研究人员在
小鼠身上测试了这种方法，小鼠
肿瘤迅速消退，生存率也大大
提高了。

可以吃掉
温室气体的细菌

其实有很多细菌都能“吃掉”二
氧化碳，帮我们减少温室气体，改善气候

变化问题。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吃得
慢。代谢速度快的细菌或许能吃掉更多二氧化
碳，但实际上它们更喜欢吃糖类。以色列一
家科研机构通过基因编辑，将大肠杆菌改
造成了一种代谢速度很快，又能消耗
二氧化碳的细菌。据科学家估计，
改造过的大肠杆菌消耗二氧化
碳的效率比普通植物光合
作用的效率还高。

能吃石油的细菌

2010年，墨西哥湾爆发了石
油泄漏事件，科学家在距离漏油处

约9千米的一块区域发现了一种嗜油
菌，它们在此大量繁殖，会降解并吃掉油污

中的碳元素。它们的食油速度很快，能够在极
短的时间内消灭样本中的油污。科学家计
划将这种嗜油菌带到石油污染严重的地
方，让它们处理石油污染。但也有科
学家担心新加入的细菌可能会与
当地原有的微生物竞争，打乱
本地原有的生态。

消灭塑料的细菌

2016年，日本一个科学家团队收
集了一批用于制造饮料瓶和衣服的

塑料样本，这种塑料被称为“PET”，有很
强的抵抗生物降解的能力。但他们观察发

现，一些样本上竟然有细菌，它们已经分解了
一部分PET。更令人惊奇的是，PET污染环
境的时间只有几十年，那这种细菌进化
出塑料分解能力的时间并不久远。
如此看来，细菌适应环境改变的
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人类未来
有望通过细菌解决塑料污
染这个大问题。

在成员众多的细菌大家庭中，并不是所有的细菌
都对人有害。有不少细菌对人类反而有贡献。例如，
我们吃的泡菜、酸奶，都是经过一些细菌的“加工”才
制成的；农村使用的沼气池，也是靠细菌发酵产生沼
气；豆科植物的根瘤细菌，能够合成氮肥，增加植物养
料；有些细菌还能分解土壤中的动植物遗体，改良土

壤，增加肥力。
近年来，随着对细菌世界研究的日益深入，科学家

发现了许多新的对人类有益的细菌。这些神通广大
的细菌，有些能在工业战线上显身手，有些能在农业
战场上出大力，在新技术革命的行列中，成为人们的得
力帮手。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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