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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明星“落马”

调查
10%市售大米存在镉超标

谭照华于1990年从湖南岳阳市长任上

调任湖南省物资厅厅长，1991年湖南省物资

厅被列为全国物资厅(局)改革试点，1994年

11月列入国务院100户现代企业改革试点，

1995年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打破了铁饭

碗，1995年开始筹备上市到 1999年获批。

经过10年改革，湖南省物资厅由行政机关

改为企业集团，厅机关15个处室精简到5个

处室，53名处级干部减到17人。因为改革

力度大，其中也蕴含许多矛盾，谭也得罪了

不少人。

“有很多人对(物产集团)市场化，存在严

重抵触情绪。”物产集团老同志胡汉忠等人

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谭推行改革后，引进

了一批经营型人才和500余名大学生，这与

老职工、老干部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2000年6月，网络上突然疯传“谭照华

有经济问题”、“谭照华已在北京被双规”。

该消息经扩散，致南方建材股票连日异常波

动。“谁在制造这种谣言？”公安机关介入后，

事件很快水落石出，北京某国家机关一名叫

唐学智、化名“佩奇”的人是始作俑者。后

来，唐被处理。湖南省公安厅对此进行了澄

清。但随后谭未能逃脱牢狱之劫。

市面上10%的在售大米镉污染超标，是

不是意味着一日三餐吃饭，存在着很大的

骨痛病风险？对此潘根兴教授解释说，即

便是在售大米中有10%镉污染超标，也还是

微量的，短期的食用并不会给身体带来风

险，市面上的在售大米总体来说仍然是安

全的。

而食用的风险指的是那些饮食结构非

常单一，吃饭多，吃菜、饮食中蛋白质少，而

且长期只吃某个产地的单一的稻米品种，

而如果这种稻米品种恰恰又是“镉超标”大

米品种的话，就会有危害人体健康的风险，

而这种风险一般来说又以“自种自食”镉污

染土地上种植水稻的农民为更大。

普通的老百姓虽然无法从肉眼上来识

别哪种大米镉污染超标，但只要在购买大

米时，多选择不同产地、不同品牌的稻米品

种，同时广泛地摄取其他营养物质，杂地取

食，多吃一些海产品等含锌较高的产品，都

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而南方人则应该多

搭配吃北方品种。

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受到镉

污染，可能引发骨痛病。昨天有媒体披

露中国大米污染分布图，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记者昨天采访从事这一调查的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

究所的教授潘根兴，他回应说，“不是市

场上所有的大米都是这样的，只能说我

们抽查样品的10%存在镉超标，大家不

必恐慌”。 星报综合

10%市售大米受污染镉超标
镉超标米可能致“骨痛病”，专家称无需恐慌

早在几年前，潘根兴教授就开始对稻

米的镉污染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是缘于

种植水稻的土壤中发现重金属超标的状

况，而土壤关系着食用大米的品质，水稻自

身的独特的“基因”，也影响着水稻米粒吸

收土壤中特殊物质的能力，而其中稻米对

于镉污染的吸附作用明显强于玉米、大豆

等其他的作物品种。

潘根兴教授告诉记者，在2007年的时

候，他们曾针对中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

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的

170多个大米样品进行了随机的采购和科

学调查，结果发现，在抽调的这170多个大

米样品中，有10%的市售大米存在着镉超标

的问题。这个研究结果和2002年农业部稻

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全国市

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镉超标率

10.3%的结论基本一致。

回忆起这次调查，潘根兴教授印象还

很深刻，他说数据分析的结果是：稻米市场

上虽然镉超标的现象都存在，但南方市场

上稻米的镉污染超标情况相对比北方严重

一些，比如江西、湖南的一些县市，稻米镉

超标的问题相对突出。

即便是在市面上镉超标的大米，超标

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潘根兴教授的团队

曾在学校里做过一项实验，发现杂交稻、

超级稻的镉超标的风险比普通水稻更为

严重。但由于超级稻经过多次杂交，具有

优势基因，从保证粮食产量上来看，超级

水稻是水稻种植的必然选择。潘根兴教

授认为，目前迫切需要加强的是：对杂交

水稻进行筛选和育种；研制控制酸性土壤

中镉的途径；并安排合理的土壤布局，特

别是镉吸收强的品种，尽量不在酸性或红

壤性水稻中种植。

大米镉超标会有啥危害？潘根兴教

授介绍说，镉是一种重金属，会抑制锌和

硒的吸收，后两种正是促进钙质吸收的微

量元素。体内镉超标易患高血压、肺气

肿、骨质疏松等病症。“镉进入人体，多年

后可引起骨痛等症，严重时会导致可怕的

骨痛病。”潘根兴说。此外，镉代替了钙、

锌等元素，容易引起体内功能紊乱，影响

身体代谢。

据悉，国际卫生组织曾公布了上世纪

8大公害事件，其中就有日本“镉米中毒”

导致骨痛病事件。

危害
镉超标米可能致“骨痛病”

解忧
怎样吃饭可降低患病风险

“三湘巨贪”遭遇冤狱背后的阴谋
改革中得罪不少人，正厅级干部蒙冤曾被判刑8年

上世纪80年代即已官至正厅级的

原任湖南省物资厅厅长谭照华，遭3年

“非常”调查、审理，被控“受贿5万元、

挪用公款2000万元”，判处8年有期徒

刑。10 年后的 2011 年 1 月 30 日，湖南

省高院再审判决谭照华无罪。

冤案不仅发生在普通百姓身上，

官员也一样。“一个正厅级干部蒙冤至

此，背后究竟掩藏着什么样的阴谋？”

湖南省原纪委书记杨敏之认为这是典

型的人祸，值得深思。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

曾被称“三湘巨贪”的谭照华，原任湖

南省物资厅厅长、湖南物产集团董事长、南

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在1990年调

任湖南省物资厅厅长后，谭率先将湖南省

物资厅转制为企业，成立湖南物产集团，推

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打破铁饭碗”，为全国

瞩目。

2001年7月2日，谭照华被湖南省纪委

“双规”。同月25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以

涉嫌“挪用公款罪”对其立案。2002年1月8

日，长沙市中院一审开庭审理此案。2003

年 1月28日，一审判决，谭照华被以“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挪用公款罪判处

有期徒刑7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1年。原

审法院认定，2000年春节前，赵某为感谢谭

照华以往的关照，并谋求在以后工作中继

续关照，到谭家送其5万元。以此认定谭照

华犯受贿罪。2000年3月，谭照华签发授

权委托书，授权赵某将南方建材在申银万

国证券公司成都营业部市值2500余万元股

票和800万元资金转至海通证券公司成都

营业部，同时将1016万元的股票指定交易

一并转入海通证券营业部。该行为构成挪

用公款罪。

一审判决后，谭照华提起上诉。同年7

月23日，湖南高院未经公开审理，直接改判

谭照华执行有期徒刑8年。

8年来，除原湖南省物产集团98名干部

职工外，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

家、律师及湖南的部分老同志都曾就本案

存在的问题，上书中央媒体及中央领导，多

次反映谭照华遭人陷害蒙冤的问题，强烈

要求为其平反昭雪，引起中央领导以及中

央政法委等有关部门的重视。2007年10月

11日，最高法院向湖南省高法院下达了“指

令再审决定书”。2008年5月28日，湖南省

高院将该决定告知谭照华。2009年9月11

日，本案再审终于开庭。

经过审理，法庭认定谭照华为赵某谋

利的指控是错误的。关于挪用公款一说，

再审法院同样支持了申诉人的申诉意见，

认定谭签署的委托书只是授权赵将申银万

国证券公司成都营业部的资金和股票转入

海通证券成都营业部托管经营，属于企业

法人代表的正常履职行为，而且委托书中

并没有“质押”借钱的内容，不存在挪用公

款。2011年1月30日，湖南省高院宣告上诉

人谭照华无罪。

终获平反昭雪

改革得罪不少人

谭照华在无罪判决书上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