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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院”捐资助学累计800余万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自 2007 年以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

究院累计投入 807.9万元，资助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九甲

小学。同时，还成功举办了六届夏令营活动，让 553名师生走近航

天、圆梦北京。

8月 12日，该研究院党委书记梁小虹在“爱在夏河 梦圆航天”

为主题的第六届航天夏令营开营仪式上说，在援建夏河县的近 8

年时间里，航天人与藏区人民始终心手相连、情谊相牵，不间断的

传递着爱与希望，为汉藏友谊架起了坚实长久的桥梁，开出了绚烂

多彩的友谊之花。

据悉，本届夏令营期间，来自夏河县九甲小学的 94 名师生们

除了参观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八达岭长城等著名景点外，还

将参观航天博物馆，近距离感受火箭，体验航天科技的神奇魅力。

同时，还将上一节生动活泼的“小发现家课堂”，让同学们了解每一

个构成火箭的小元件是怎样从最开始的设计到生产的全过程。

“竹缠绕复合压力管”通过鉴定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8月 13日，从

国家林业局获悉，由国际竹藤中心和浙

江鑫宙竹基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共同

研发的“竹缠绕复合压力管”技术成果，

通过专家鉴定。

专家们一致认为，该成果思路独特、

结构新颖，具有质量稳定、性能可靠、性

价比高等优势，拓宽了竹材的应用领域，

大幅度地提高了竹材的附加值，达到了

国际领先水平。

同时，该成果还符合国家发展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循环经济等政策

要求，现已在新疆、黑龙江、浙江等地示

范应用，具备了产业化生产条件，推广应

用前景广阔。

科技帮扶农民奔富路
科技日报讯 （刘春生 程睿）近日，

一场特大暴雨并没有给广西螺网村的农

作物带来损失，这是广西兴业县人武部

对该村实行科技帮扶、村民合理种植取

得的成果。兴业县人武部先是为螺网村

的农家书屋送去 500 多册科技种养书

籍，又从县里邀请农技专家对村民进行

科技种养培训。还组织该村民兵干部和

民兵建立起帮扶小组，为群众提供各类

科技服务。据兴业县人武部负责人介

绍，科技帮扶是该部今年创新帮扶方式

的有益尝试，旨在引导村民转变观念、依

靠科技种养奔富路。

陶二矿开展“绿丝带飘起来”活动
科技日报讯 （王丽红）在构建绿色

和谐型矿区活动中，邯矿集团陶二矿每

周五数十名胳膊上绑有“绿色·安全·生

命”绿丝带的青年志愿者，走上陶苑广

场，为过往的职工发放环保宣传单，条条

飘动的绿丝带把“哪里有绿色哪里就有

生命”的信息，带到职工的心中。同时，

还把“绿丝带飘起来”活动与清水喷洒降

煤尘、绿色开采矸石零排放等深化美化

矿区建设性工程有机结合起来，倾力打

造绿色环保型现代化文明企业。

“多亏了科技扶贫指导员的帮助，按照

他的方法养牛，第一栏牛就卖了 8 万元，第

二栏牛卖后，至少可以赚 12 万元。”宁夏固

原市原州区河川乡母家沟村民马治学一边

给肉牛添料一边兴高采烈地说。

201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脱贫指导

员“百人团”实施方案》启动实施, 固原农校高

级讲师马养仓被派驻母家沟村担任一名科技

扶贫指导员。马养仓走大山、入农户，对该村

传统的肉牛养殖方法进行革新，培养科技致

富带头人和示范户，赢得了养殖户的称赞。

贫困村来了扶贫指导员

母家沟村位于原州区河川乡北部，离

城区 40 公里，有 5 个自然村，全村现有农户

189户，是个纯回民村，总人口 1088人，现有

地 4588 亩，其中耕地区面积 4477 亩，种植

业以小麦、玉米、胡麻、马铃薯为主，农民收

入以外出务工、养殖和种植为主。

由于农业产业延续着低投入、低产出

的粗放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加之干旱、霜

冻、冰雹等自然灾害频繁，粮食产量低而不

稳，是一个贫困面较大的贫困村。

在马养仓的指导下，母家沟村的养殖、

种植、科技指导、培训等工作有了新变化。

2012 年，母家沟村进行了 8 期科技培

训，有 665 人次参加，发放技术资料 3000 余

份；马养仓指导农户种牧草紫花苜蓿 600

亩，总面积达到 1500 亩，种植青贮玉米 700

亩，地膜玉米 2500亩；养牛示范户扩大到 13

户，新建 112 平方米的牛棚 13 栋，户均养牛

10 头左右，示范户牛存栏数 113 头,新建青

贮池 13个，大型铡草机达到 8台。

2013 年，在示范户的带动下，其他养殖

户又新建 112 平方米的牛棚 24 栋，56 平方

米的牛棚 81 栋；马养仓向农牧等相关部门

争取到资金 67.8万元，解决了 105栋新建牛

棚的补助资金问题,如今新建牛棚的数量已

基本覆盖全村。

今年，示范户马治学家中就新购了三轮

运输车和四轮拖拉机各一台,家中有了几万

元存款,他高兴地说要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在马养仓的指导下，村里成立了养殖

合作社，已注入资金 150 万元,相关的章程

及设施得以完善。

据统计，自 2012 年马养仓开展科技扶

贫 指 导 工 作 以 来 ，母 家 沟 村 人 均 纯 收 入

2011 年的 1400 元，2013 又增加到 4100 元，

年增长率 32.1%。

牛槽换了新方位

别说是外行人，即使是内行，如不进行专

门的讲解，也不会轻易看出马养仓所培育的

养牛示范户与别的养殖户的明显区别，貌似

非常相近的饲养条件，肉牛的生长周期、养殖

利润竟明显不同。窍门究竟在何处？

马养仓说，他首先将牛槽的位置由南

向北移位,变牛头向南改为向北,避免直射

光对牛视力的影响，这样，既延长可见光和

紫外线对牛全身的日照时数,又避免直射光

对牛视力的影响。

“按照全日照计算,牛在半阴棚内每天

只有 4小时受光时间,受地形影响就更明显,

除晴天外牛大多数时间在阴冷的条件下生

活,这直接影响牛体重的增加。”马养仓说。

改变牛槽位置后，以牛槽为界,北半棚

地面平均温度为 0.0℃, 南半棚地面平均温

度为 8.0℃,牛蹄及全身不阴冷；北半棚空气

平均湿度为 100﹪,南半棚空气平均湿度为

20.0﹪,牛卧下牛蹄及全身不潮湿；空气温、

湿度随气流运行速度快,粪尿味易散发，棚

内空气质量变好。

“除此之外，由于地面温度高,粪便易干

便于清理，可减少养殖人员劳动时间 50﹪,

降低养殖人员劳动强度 50﹪。”马养仓说，

此举还能提高牛的抗病免疫功能,阳光照射

牛体全身,能增加钙的吸收,紫外线能杀菌

减少皮肤病的发生，提高温度，减小湿度可

防止霉菌的产生。

听音乐、扩面积、精饲料

如今，母家沟村的牛棚里定时开关着

音乐，这缓解了牛的急躁情绪，牛吃完草料

后不相互打斗,还能随着音乐按时吃草、饮

水、排便、休息。

马养仓说，牛听音乐，通过生物反馈发

现，还可减少体力消耗增加牛的体重，同龄

牛比较,每 30天可增加体重 5公斤,以小麦计

算减少精饲料 20 公斤,可提前 30 天出栏,以

每头牛计算，每月可增长效益300元左右。

马养仓提倡改 56 平方米牛棚面积为

112平方米,他说，这首先减少牛棚内一道隔

墙，减少了原材料、资金的投入,降低了牛的

压抑感，增加了牛存栏数并扩大了空间；其

次，方便了养殖人员对牛的饲喂、饮水、消毒

和安全管理,消除了分棚再合棚喂养牛的生

疏感；第三，温、湿度升降过程变化缓和，防

止了温差大造成牛群感冒和疾病的发生。

马养仓在养牛中，除搭配饲料进行科

学计算配方外,还收集新鲜的中草药渣晾晒

干，磨成粉末，按剂量加入饲料中,定期按牛

头数进行饲喂。

经中医学专家论证：新鲜的中草药渣

可提高牛肉品质,增加微量元素,减少疾病

的发生,能加快牛体重的增加。

在马养仓的指导下，通过综合技术应

用，母家沟的肉牛养殖示范户平均利润增

加了 10%左右。

因 为 坚 持 不 懈 的 创 新 与 辛 劳 付 出 ，

2012 年，马养仓被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

考核为优秀指导员，2013 年，被单位评为先

进工作者，同年，年终综合考核母家沟村位

列原州区第一名。

马养仓说，今年他将努力使全村人均

纯收入达到 5100 元，科技养牛示范户人均

纯收入达到 6000 元，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政府规定的脱贫目标。

小革新带来大收获
——宁夏固原科技扶贫指导员马养仓养牛二三事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绿色低碳环保的社会责任，其意义远非赚到

钱后的治理和捐献，而是体现在获取价值和财富

的生产、生活行动中对人类地球家园的关照。近

年来，我国在低碳发展上的持续发力已经得到国

际社会的认可，产业界绿色低碳步伐正在提速，从

今年多家企业积极参评“碳金生态实践奖”到该奖

项落冠四季沐歌，可以看到从生产到消费的闭合

低碳循环已成产业共识。

如果“脱碳”离我们的生活还很遥远，那么低

碳正在从“理念认同”向“生态实践”转化。近日，

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国际节能环保协会等机

构发起的第四届“国际碳金奖”颁奖仪式上，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战略合作特别顾问张志

豪表示，“从国际组织的角度看全球的环保节能，

我们缺少的不是能源，而是能源的科技利用和生

态实践的创新。在环保的问题上亟待从理念认知

到生态实践的蜕变。”

太阳能商机不可估量

“低碳已经成为继互联网之后，对人类生产、

生活方式及诸行业产业重大影响的革命性议题。”

这是第四届国际碳金奖颁奖仪式上最能引起警觉

的提醒。“低碳刻不容缓”，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巡

视员孙桢强调，气候变化要立法，要建立高碳惩

罚、低碳鼓励机制，让能源回归商品属性，将碳排

放的许可分解到各省、市、县和企业，让碳排放权

真正成为一种财产权。

当碳排放权成为一种商品和资源，旧有的技

术、市场、利益格局将被打破并重新组合，下一轮

技术突破最终将出现在什么领域？对经济格局有

多大影响？像历次工业革命一样，变革必定带来

大量新的商机和利益调整。这不仅是环保命题，

更是产业机遇。

近两年，全国各地碳排放权交易所的频繁鸣

锣开市已经印证了孙桢的趋势性推断，通过技术

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碳税交易等多种手段

进行的低碳“救赎”的机制正日渐完善，获本届“碳

金生态实践奖”的四季沐歌认为，如果碳排放成为

全球经济发展的硬指标，其所在的太阳能行业前

景不可估量。

建立从生产到消费的闭
合低碳循环模式

事实上，近些年太阳能在我国的迅猛发展已

有目共睹，光伏、光热并驾齐驱。光热作为一个

重要分支，同样得到了政策的大力扶持。太阳能

与建筑一体化近年来已经成为各地新建低层住

宅的强装标准；为缓解雾霾，国家能源局正在酝

酿出台将太阳能作为供热采暖第一替代能源的

相关政策；除了热水和热采暖之外，热电发展的

路径图也已清晰，2014 年—2016 年通过示范电价

政策扶持完成一批商业化示范项目建设，2017 年

进入大规模开发建设阶段，这里蕴藏着万亿元的

低碳经济。

那么，对低碳而言，一台太阳能热水器究竟有

多大贡献？四季沐歌给出了答案，每个家庭购买

一台太阳能热水器，相当于种植 6棵树的社会价值

和生态贡献。四季沐歌累计推广的 2500万平方米

太阳能，相当于为地球栽种了 7500万棵树，节省的

资源消耗相当于 2.08个三峡电站。

“国际碳金奖”之所以倍受关注，是其始终倡

行的低碳实践精神。碳金奖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原材料生产、能源利用、技术创新、产品消费到价

值观引导，四季沐歌是绿色低碳环保的践行者。”

太阳能是可再生清洁能源，太阳能热利用不

消耗任何常规能源，太阳能热水器对环境零污

染。四季沐歌是全球首家采用双绿标准生产和推

广无氟太阳能的企业，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太阳能

质量检测设备，领跑太阳能及多能互补的科技创

新，2009年世界气候大会期间，它在哥本哈根发起

“关注气候变化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倡议活

动，连续多次举办“热水文化节”、“一次无氟·百分

环保”活动，对不同品牌的老旧太阳能提供以旧换

新的回收托管服务，总裁助理金华在颁奖仪式上

表示，“我们打造的是从生产到消费的闭合低碳价

值链，从事的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共生的产

业。”

打通“大光热”绿色产业之路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后工业化的技术创新，工

业制造业需要走出“获取—生产—消耗”的旧模

式，应该建立起一种像大自然一样的“工业生态自

我循环系统“。这是四季沐歌在战略上进行产业

边界扩张，在技术上寻求升级和突破的基本架构。

从太阳能光热产业纵深发展的角度，从热水

系统、热采暖系统到热发电系统；从单一能源、辅

助能源到复合能源；从低温、中高温到高温；从间

歇式、短期储存式到跨季性蓄热式；从家用、商用

到工业，四季沐歌打造的是一条通向“大光热”的

产业价值链。

在大自然的循环生态中，“阳光 空气 水”是

人类赖以生存的天然资源，对四季沐歌而言，既是

产业边界扩张的战略方向，也是实现其闭合低碳

工业自循环的有机原料，其生产的太阳能、空气能

热水热采暖系统离不开阳光、空气、水的运行，沿

着绿色产业方向，2014 年，四季沐歌在空气能、净

水等低碳环保相关领域不断发力，一个自循环的

生态系统已见端倪。一个依托于低碳经济建立起

来的绿色产业血脉正被打通。

四季沐歌:为绿色低碳环保而行
□ 本报记者 范 建

20 世纪，凭借高度耐火性、电绝缘性和绝热

性，石棉受到了人们广泛关注，作为重要的防火、

绝缘和保温材料，被广泛使用在商业、公共事业和

工业设施中。其中，建筑领域是石棉材料的消耗

“大户”。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认知水平不断提

升，相关研究显示，石棉极易在空气中飘散出纤维

物体，人体一旦吸入石棉纤维，便会附着并沉积在

肺部，是名副其实的健康“杀手”。

在我国，2011 年 6 月开始实施的《墙体材料应

用统一技术规范》中有关“建筑及建筑节能设计”

中已经明确规定，石棉纤维属致癌物质，严禁生产

使用含有石棉纤维的墙体材料和相关板材。那么

由谁来取代含有石棉的传统建材？在当前新一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面对巨大的建筑市场，近年来

兴起的以钢结构建筑为代表的绿色建筑凭借着其

健康、适用和高效的特点，成为了今后建筑业发展

方向。

依据国务院颁发的《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和

《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的要求，各

建筑企业纷纷开始抢滩钢结构材料、技术等各个

细分市场。

“钢结构住宅的难点技术在于墙板。”中国建

筑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贵告诉记者，我国目

前新型墙体材料匮乏，建筑工业化基础薄弱，市场

出现的墙体板材产品少，质次价高，满足不了钢结

构住宅产业化的需要；也间接造成钢结构住宅“成

本高、推广困难”的客观现状。

因此，如何研发一种“质高价低”的新型墙体

板材，以及在充分发挥钢结构“健康、环保”的优势

基础上，将钢结构住宅的造价做到市场能接受的

程度，这关系到相关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能否占

领市场制高点。

“搞好技术创新，一方面实现节能减排的社会

效益，另一方面更是要保障公众的居住健康，同时

取得显著的市场效应。”据杭萧钢构总工程师方鸿

强介绍，由杭萧钢构自主研发，由旗下全资子公司

浙江汉德邦建材有限公司生产的 CCA 板和相应

灌浆墙成套技术，已经成为我国钢结构建筑行业

在墙体板材创新方面的标杆。方鸿强进一步介

绍，汉德邦 CCA板 100%不含石棉、甲醛、笨及其他

对人体有害物质，保证建筑对人体健康的安全。

业内人士也指出，提升钢结构建筑企业的技术创

新，将钢结构建筑的综合成本接近甚至低于钢筋

混凝土建筑成本，成为未来钢结构发展的关键，也

是我国绿色建筑推广普及的核心。杭萧钢构董事

长单银木认为，以钢结构为重要代表的绿色建筑

在全寿命周期内贯穿“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

量化优先”的循环经济发展原则，最大限度地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

用、高效的使用空间，从各环节根源上避免了传统

建筑的“致命伤”。

绿色钢结构成为建筑业发展方向
□ 本报记者 宋 莉

太阳能热水器强制安全标准亟待制定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束洪福）太阳能热水器是太阳热能应用领

域最具经济价值、技术最成熟的产品。然而，由于安装不规范等因

素，使得太阳能热水器被冠以“不好用”、“不能用”的标签，极大地

破坏了行业形象，影响行业发展。日前，皇明集团召开第十一次

“曝潜强标”发布会，目标直指地产商，称“强制安全标准”缺失导致

太阳能短命工程疯长。

据介绍，太阳能热水器之所以出现质量乱象，重要的原因在于

热水器市场存在标准约束力不够、相关规定执行力不强等问题，从

而导致不安全产品肆意横行，市场乱象频现。皇明董事长黄鸣表

示，房地产商更不该图便宜，购买低价太阳能热水器；在安装中，又

不按标准安装，无疑将导致太阳能热水器爆炸、砸人的事故频发。

业内人士表示，如果强制性安全标准颁布并实施，这将从根本

上解决产品质量乱象，维护消费者安全利益，推动太阳能热利用行

业更加规范发展。对此，黄鸣透露，太阳能行业“强安标”有望在半

年内出台，由于太阳能热水器国外也没有成熟的技术标准，而行业

里没有参照，目前正在制定研讨过程中。

怡然园艺促苗木花卉持续发展

科技日报讯 （孙佳）齐鲁园艺产业“第一股”——山东怡然园

艺股份有限公司,其发展势头引来方方面面关注。近日，山东省

副省长赵润田带领省水利厅、省防总办负责人来周村区调研农业

工作，实地了解了该公司苗木花卉培育、园艺设计、市场前景等情

况，对怡然园艺率先在江北园艺业界引进“花园中心”园艺产品综

合性终端服务平台，并积极在齐鲁股权交易托管中心挂牌，登陆齐

鲁股权资本市场的做法表示充分肯定，并就公司下一步发展及周

村区苗木花卉产业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赵润田指出，要不断完善园艺产品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健全企

业内部制度，细化各项标准流程，积累好的经验做法，并将其逐步

推广开来，进一步提高周村苗木花卉产业整体发展档次水平；要充

分利用登陆齐鲁股权资本市场这一有利契机，不断加快融资步伐，

为企业未来发展增添后劲，同时要积极推进苗木花卉企业挂牌工

作，鼓励更多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壮大自身实力；要切实为苗木花

卉企业发展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创造更有利的发展环境，用足用好

各项扶持政策，积极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

问题，实现周村苗木花卉产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北京首批精品月季社区9月验收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将月季花栽

种在空可乐瓶、泡沫盒子、豁口大瓷碗等

简易制作而成的器皿中，就能变废为宝

绿化家庭了。”8 月 13 日，在北京举行的

“市花月季进社区、绿色植物进家庭”活

动现场，来自北京屋顶绿化协会的专家，

指导社区居民如何利用废旧物开展绿植

花卉种植，并进一步引导他们参与市花

月季精品社区创建活动。

今年，为解决北京市社区多绿少花、

满足市民身边增绿添美的需求，首都绿

化委员会办公室启动实施了市花月季进

社区评选表彰工作，采取政府引导、政策

支持、市场运作、企业加盟、市民参与的

方式，目前，申报社区已有 58个。

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

长陈长武说，市花月季精品社区创建工

作是由社区居委会牵头，社区物业提供

技术指导，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管

护。今年首批拟评选精品月季社区为

30个，将于 9月验收，并在评选完成后以

奖励形式提供每株 5 元—7 元的苗木补

助。“精品月季社区评选除种植规模不低

于 2 万株等硬件条件外，社区居民参与

程度也是评选的重要标准。”

作为市花月季进社区试点之一的北

京万泉寺东社区，今年以来，小区新植十

类品种月季 34772 株，其中梅郎口红等

大花品种月季 32800 株、光谱等藤本月

季 1946 株、树状月季 26 株；新增拱门造

型花拱 3组，花钵 27个、座椅 7个。

宁夏科技扶贫指导员马养仓（左二）在母家沟村指导村民养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