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培育出40余个花卉新品种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从 8 月 22 日

北京花卉协会召开的第五届会员代表大

会上获悉，自 2010 年以来，北京花卉协

会全力服务花卉产业各项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绩。尤其是在促进花卉育种研发

和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方面，截至目

前，共培育出 40 余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新品种，其中 12 个新品种通过了国家

新品种保护初审。

据新当选的第五届理事会会长宋希

友表示，本届理事会将以筹办 2015 年中

国兰花大会、2016 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

和 2019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为契机，瞄准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应用先进技术，促

进花卉种植结构调整，重点发展高质、高

端、高效花卉，以促进花卉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同时，还要继续创造条件，加强与

专家的联系，并做好各类专业培训工作，

提高花卉从业人员的生产、经营管理能

力，不断推进花卉产业化、品牌化。

据了解，截止到 2013 年，北京市花

卉生产面积从 2009 年的 6.7 万亩发展到

8 万亩，增长 19%，产值从 2009 年的 12.2

亿元增长到 13.47 亿元，增长了 10.4%。

花卉市场从 38 个发展到 40 个, 花卉零

售店 1500个，花卉生产企业 280个，市场

消费额 100亿元。

作为一名科技人员，他跨区域创业，在

东部科技资源支援边疆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效；他热衷于不可耕地开发、无公害农业发

展事业，长期在盐碱地、戈壁滩、土壤贫瘠、

淡水匮乏、病虫害严重等地区进行科研、生

产、推广工作。

他就是曾任职中国园艺学会无土栽培

研究会技术推广部主任，以及多家农业科

技企业的技术负责人——高东翔。

在多年的科研、生产实践中，高东翔逐

渐形成了“以植物营养科学为基础，开发不

可耕地，发展无公害农业”的创新思路，并

于 2005年创办了沈阳久恒田园农业有限公

司，2006 年创办了沈阳市久恒植物营养科

学技术研究所。

2010 年，高东翔在残酷的南疆戈壁创

办了新疆久恒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并以

“戈壁无公害蔬菜栽培产业化”项目获得了

首届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特别奖。

在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的基础

上，高东翔通过进一步生产实践，创造了不

可耕地开垦机技术，使戈壁蔬菜栽培技术

实现了由温室走向大田，由人工操作变成

机械作业的跨越发展，可大规模、机械化、

低成本开发利用戈壁滩、盐碱地等不可耕

地进行粮食等农业生产。

目前，高东翔先后创造了七项国家专

利，其中发明专利三项；荣获了国家星火

科技先进工作者、沈阳市百佳科技创新能

手、新疆设施农业发展先进个人、新疆克

州十佳科技特派员四项荣誉称号；获得了

沈阳市科技进步奖、沈阳市农村科技推广

奖七项奖励。他推出的“静止法无土栽培

技术”、“节水无公害蔬菜栽培技术”等创

新成果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等有关部门组

织的专家鉴定，达到国际先进和国内领先

水平。

这些创新成果在辽宁、山东、新疆等地

区已应用多年。在新疆克州戈壁滩上创建

了人造绿洲，为当地人民开辟了新的生存

空间；在辽宁康平形成了东北最大的盐碱

地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生产的樱桃番茄

以口感佳闻名远近；在山东寿光北部的盐

碱地上形成了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被誉

为“盐碱地上的奇迹”。

高东翔：戈壁滩上建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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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群英谱

“服务于农民的技术不在于高精尖，而

在于实在管用。”卢家旺常说。

作为科技特派员，无论酷暑，还是严

寒，也不管是周末还是节假日，村民经常会

在田间、野外、山坡果园里看到卢家旺的身

影：看到他深入田间地头、走访果农、观测

记录；看见他与村民促膝交谈、手把手操作

示范、传播科技知识；看到他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却仍然紧张兴奋忙碌地工作。

卢家旺出生、生长在农村，朴实、勤奋、

刻苦、好学、乐于帮人。他用自己研究和积

累的最实用的技术服务于果农，为果农带来

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通过科技特派员的

平台，他为 3个区、2个县解决了果树高产管

理栽培、病虫害防治的技术棚架问题。他用

自己的实践经验取得河南省级成果一项、市

级成果两项、发明专利两项、编写各种果树

管理流程 12项。他带动发展核桃种植面积

35000亩，发展核桃种植面积8000亩。

目前，卢家旺的荒山开发模式已在河

南省建立了示范，并为其他地区的荒山开

发提供了适用资料和依据。

卢家旺：用知识为果农增效益

科技部农村科技司特约

“户籍”是登记、管理人户的册籍，亦称

籍账。户籍主要是用来证明个人身份、执

行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用的。

鉴于当前我国碳减排形势的严峻性以

及户籍制度的严肃性和有效性，我们认为

对碳排放实施户籍管理方法，可以促进低

碳社会的到来。

“碳户籍”以控制和减少人类活动造成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目标，按照地域人类碳

排放活动的属性划分为个人和单位/集体两

类账户，并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

内的碳账户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

的原则进行立户、分类、规划和编制的系统。

就像户籍制度在不同时期所含的内容

有区别，针对当前碳减排形势我们认为需

要构建这样一套“碳户籍”管理制度，就是

对个人和单位/集体实施碳额分配、碳额消

费、碳额交易与碳额核算的制度。

如何应用碳户籍理论呢？我们认为首

先应选择一个碳减排的突破口。

前不久，OECD（经合组织）发表了一份

题目为《空气污染成本：道路交通对健康的

影响》研究报告，报告中说 OECD 每年室外

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影响及相应的经济成

本高达 1.7 万亿美元，其中约一半左右是由

道路交通造成的。报告还估计了 2010 年中

国的道路交通排放的污染对人民健康的影

响及相应的经济成本，其数值在 1.3 万亿美

元。在中国的大城市机动车行驶还造成了

严重的交通拥堵，因此，城市的道路交通已

经成为需要改善的对象了。

依据“碳户籍”理论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城

市的居民每人每年有一个小轿车驾车用（含单

位用小轿车）的碳配额，每个人驾车的碳排放

量在限额内就可以自由行使，超过额度就必

须购买他人的碳额，否则就不能驾车上路；每

个人的碳额可以自己用，节约的碳额也可以

任意出售给他人从而得到一定的收入，出售

碳额的人没有了碳额就不能驾车出行，如果还

想驾车出行就必须购买其他人的碳额；碳额

的价格随行就市；每个人最多的碳额购买量

有上限；政府可以指定代理机构以基本价格

收购居民出售的碳额，企业也可以从事碳额

交易；政府可以利用碳额的数量、碳额收购基

本价格的高低、碳额发放的时间和频率等手

段控制个人机动车的使用；居民若不想被碳额

束缚可以购买节能车和清洁能源车。

上述内容构成了“碳户籍”在控制居民

个人机动车过度出行和使用的制度内容。

不难看出这个制度具有户籍制度的确认身

份、执行资源分配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功效，

同时又在公平、公正、效率方面改善了现有

制度的不足。“碳户籍”制度是一个多赢的

制度。因此以控制大城市小轿车的过度使

用为入径，在取得成效和经验的基础上，择

时将“碳户籍”制度进一步向其他领域推

广。“碳户籍”助推我们走向低碳社会。

“碳户籍”助推我们走向低碳社会
□ 赵立祥

葡萄文化节倡导慢生活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以“葡萄架下

慢生活”为主题的世界葡萄博览园首届

葡萄文化节近日拉开帷幕。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说，

作为葡萄主题公园，世界葡萄博览园集

葡萄品种展示、观赏采摘、生态体验、景

区游览、科普教育、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

体，在葡萄文化节期间将充分演绎其独

具特色的葡萄文化、圆文化、福文化及湿

地文化，并开展中秋团圆迎福到、教师节

尊师重教、摄影征文、湿地养生、户外亲

子音乐会、田野趣味运动、重阳敬老等近

十项主题活动，可让游客体验高品质文

化服务，共享金秋丰收乐趣。

据悉，世界葡萄博览园位于北京第

二高峰海坨山南麓延庆县张山营镇，是

2014 年世界葡萄大会重要场所与建设

成果，总面积 3126 亩，种植展示了 1014

种世界名特优新葡萄品种，是世界上品

种最多的葡萄种植区及北京地区最大的

葡萄采摘基地。

野外土壤风蚀测定盘获专利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由河北省林

科院发明的“一种土壤风蚀测定盘”近

日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

风蚀量是判定土壤流失和荒漠化

的重要指标，也是进行土壤分级分类制

定荒漠化防治规划和确定防风蚀措施

的重要依据之一。目前，野外土壤风蚀

量常用的仪器设备有风蚀圈、插钎、集

沙仪等，均存在误差较大的问题。针对

此，河北省林科院科技人员在实地调研

的基础上，研制出了“一种土壤风蚀测

定盘”，它由套设在一起的中盘、内圈、

外圈，以及一块铺在中盘底部的布料构

成。不仅可用于野外土壤风蚀量的测

定，具有结构合理、测定误差小等优点，

同时，还可以长时间进行野外观测，拆

卸简单，方便携带。 海外人才作为我国发展的特需人才，也

是中国侨联组织的独特资源。在贯彻国家

人才战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中国侨

联既是“红娘”，又当“保姆”，积极引导、鼓励

并支持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充分发挥

智力优势，以多种形式回国创业、为国服务。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新侨创新成果交流

会，则成为侨联积极招才引智取得丰硕成

果的生动体现。目前，其已连续成功举办

了四届，先后评选了 47 家科技兴业示范企

业，38名科技进步带头人、73名新侨创业成

功人士，表彰了 474名创新人才、171项创新

成果和 54个创新团队。

牵线搭桥的“红娘”
“吸引、鼓励海外高新技术人才回国创

业和工作，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内

容。”中国侨联经济科技部部长陈桦说。

目前，全国已建成留学人员创业园 280

个，入园企业超过 2万家，超过 5万名留学人

员在园内创业。

江苏亚盛医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杨

大俊就是其中受益者之一。现已是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的他，谈起回国创业的原

因，杨大俊说，万里之缘侨联“牵”，源于他

们组织的一次“海外博士行”活动。自此，

才有了现在的“亚盛”。如今，亚盛正承担

着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国

家 863计划、江苏省重点实验室等多项国家

及省级科技项目。

据统计，从 1978年到 2013年底，我国各

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305.86万人，留学回

国人员总数达 144.48 万人。其中，2013 年

度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41.39 万人，2013 年

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 35.35万人。

创业路上的“保姆”
“可以说是‘海邦’造就了现在的我”。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朱晓康如是说。

成立于 2011 年的海邦人才基金，是国

内第一支以“成功老海归帮扶新海归创业”

为宗旨的风险投资基金。

“它是由‘千人计划’专家为代表的海

归团队创建的。”海邦人才基金执行总裁梁

刚称，很多早期项目都是创业团队尚在海

外或者刚刚回国，对国内的创业环境处于

迷茫状态，针对此，“海邦”除了配备创业导

师外，还提供“保姆式”的全方位服务，来帮

助和扶持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海归回国成功

创业。

在创业之初，海邦人才基金不但提供

天使投资 2000 万元解决启动资金，而且还

帮助招聘办公人员，完成工商注册，租赁、

装修办公场地等，使创业团队从纷繁复杂

的日常工作中真正解脱出来，一回到国内

就能专心于产品研发工作。

深有感触的还有浙江省“千人计划”

专家叶涛博士，其创建的宁波立芯射频股

份有限公司，也是由“海邦”代为完成了风

险投资、工商注册、场地租赁、设备购置、

银行贷款、员工招聘、政府项目申报等诸

多事项，使他们得以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到

生产运营上，迅速壮大为国内标签行业领

先企业。

“海邦”也只是创新为新侨归国创业服

务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中国侨联先后

命名了 35 家科教兴国示范基地，引进高层

次人才 3000多名。

蓬勃发展的队伍
早在 2000 年，中国侨联向全国侨界科

技专家发出了为新世纪腾飞作贡献倡议

后，以开展海内外侨界携手建设新世纪活

动为开端，先后联合北京、天津、浙江、上海

等地侨联，连续举办了十三届海外侨界高

新技术人才为国服务志愿团活动。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多位海外学者，带着

600 多个科技项目和研究成果，参与了北京

奥运、环渤海区域开发、西部大开发和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并协助引进了一批高

层次人才和高新技术，对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0 年，中国侨联又成立了由侨界高

端人才组成的特聘专家委员会。其中院士

29位，“千人计划”入选者 56位，“百人计划”

24位，“长江学者”31位。

此外，各省级侨联的人才组织也呈蓬

勃发展之势。据统计，截至 2013年底，共有

12 个省级侨联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共有专

家 562名。

是“红娘”，也是“保姆”
——写在第五届新侨创新成果交流会召开之际

□ 胡利娟

科技日报讯（张凯）中国科学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和山东易达利化工有限公司合作

完成的“以异丁烯/叔丁醇为原料的甲基丙

烯醛、酯和醇系列产品清洁生产新工艺”，不

久前顺利通过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组织的成果鉴定。新技术具有原创性和

自主知识产权，已获多项国际和国内授权技

术发明专利，在山东菏泽建立了国内外首套

万吨级甲基丙烯酸甲酯（MMA）联产甲基丙

烯醇（MAO）工业示范装置，形成了甲基丙

烯醛、酯和醇系列产品的新一代绿色技术。

甲基丙烯醛、酯和醇系列产品是重要

的基础化工产品。甲基丙烯醛（MAL）是生

产香料、医药等化学品的重要中间体，可进

一步氧化生成酸和酯，可还原生成醇。目

前主要以丙醛为原料羟醛缩合、以异丁烯

为原料氧化或以异丁烯醇为原料氧化制

备，大多限于实验室或小规模制备，没有工

业化商品，限制了下游产业链的发展。甲

基丙烯酸甲酯是生产有机玻璃、特种光纤、

高档涂料等的核心单体，目前 MMA国际年

需求量超过 400 万吨，我国约 70 万吨，其中

2/3 主要依靠国外进口和外企提供，国内企

业普遍采用传统丙酮氰醇法生产，规模小、

污染重、安全隐患大，且受丙烯腈生产的限

制，难以扩大规模。以石油裂解副产碳四

为原料的专利技术则由国外公司垄断，对

我国严格封锁。甲基丙烯醇是生产第三代

高性能混凝土减水剂的聚醚封端剂，目前

均采用异丁烯氯化—水解工艺，安全性差、

设备要求高、水解过程使用强碱、三废排放

大、环境污染严重。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开

发 具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MAL、MMA 和

MAO新一代绿色技术。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离子液体清洁

过程与节能创新团队”在科技部、中科院、国

家自然基金委等项目支持下，与山东易达

利化工有限公司合作，研究开发了以石油

裂解副产异丁烯/叔丁醇为原料催化氧化

生产 MAL、氧化酯化生产 MMA 和催化加

氢生产 MAO 的新工艺。通过对反应机理

和动力学的深入研究，成功设计开发了异丁

烯/叔丁醇选择性氧化生产 MAL、MAL氧化

酯化生产 MMA、MAL 加氢生产 MAO 的系

列新型高活性、高稳定性催化剂；通过对多

相催化反应体系中反应—传递耦合规律的

系统研究，设计开发了强化传热传质的新型

高效反应器；通过对吸收、萃取、精馏等过程

中分子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设计开发了新

型分离介质及低能耗分离纯化新技术；通

过对聚合和阻聚机理的研究，开发了系列

新型阻聚剂及组合阻聚技术；通过对全系

统反应、分离各单元能耗的分析和集成，形

成了以异丁烯/叔丁醇为原料生产甲基丙

烯醛、酯和醇系列产品的工艺包，建立了万

吨级工业示范装置。该装置已成功累计运

行 7200 小时，产品质量达到行业和企业标

准，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新技术的成功应用，标志着我国拥有了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替代有毒有害原料/介

质生产甲基丙烯醛、酯和醇系列产品的绿色

技术，有望彻底摆脱我国 MMA行业长期依

赖进口和传统丙酮氰醇技术的局面，推动我

国 MAO 绿色技术在水泥行业的大规模应

用，促进 MAL下游衍生产品的发展，具有显

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广阔的技术推广应用

前景，为实现我国化工行业清洁生产和节能

减排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新一代绿色技术促化工行业清洁生产

神农箭竹等23种珍稀野生植物获重点保护
科技日报讯（赵辉 胡利娟）从2014年9

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湖北神农架林

区境内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生态公益林

区和天然林保护区，将重点开展保护神农箭

竹等23种珍稀野生植物，除科学研究、引种繁

殖等特殊情况外，任何组织或个人禁采、禁挖。

据了解，此次列入重点保护的23种珍稀

野生植物有神农箭竹、重楼（七叶一枝花）、延

龄草（头顶一棵珠）、蛇菰（文王一支笔）、南方

山荷叶（江边一碗水）、八角莲、竹节参（大叶

三七）、高山柏（铺地柏）、南紫薇、楠木、洪平

杏、血皮槭、紫茎、华榛、神农架冬青、野生蜡

梅、野生牡丹、神农架贝母、木鱼坪淫羊藿、小

勾儿茶、神农香菊、神农青冈、独花兰。

神农架林区位于湖北省西部边陲，总面

积 3253 平方公里，坐拥联合国“世界地质公

园”，辖 6镇 2乡和 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

个国有森工企业林业管理局、1 个国家湿地

公园，林地占 85%以上，是中国唯一以“林

区”命名的行政区。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国有林场场外造林现场会召开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全国国有林场场

外造林现场会近日召开。与会代表通过现

场观摩和典型交流，为场外造林献计献策。

国有林场发展场外造林，不仅可以扩大

自身经营规模、增加经济效益，对改善当地

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也大有裨益。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国有林场场外合作

发展林业，破解了重点区域造林绿化建设面

临的缺少人力、财力和技术管理能力的难题，

能够有效推进区域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发展，

是国有林场新时期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据了解，此次现场会由国家林业局场圃

总站、中国林场协会和山西省林业厅联合举

办，来自全国 18个省（区、市）的国有林场代

表参加。

中秋佳节将至，新疆库尔勒市二十九团种植的
8万亩特色香梨陆续成熟进入采摘期。今年，特级
果卖到了9.6元一公斤，比往年提高了3元，当地果
农抢抓有利时机快采、快装、快运，赶在节前卖出好
价钱。目前订单数量已增至1万吨。

新华社发（杜炳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