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请问您是反映占道经营卖鱼对吧？

我会联系城管部门帮您处理。”

……

3月 23日 17时 11分，海口市民李女士

拔打“12345 热线”，反映龙华区海垦街道

办事处秀英村 82号门前有人占道卖鱼，严

重影响环境和交通。前台热线员潘杨春受

理后，将办件转给海口市城管局核实处理。

17时 30分，龙华区城管局执法队员曾

德宁到达现场调查整治，对当事人进行劝

导教育，占道经营的问题处理完毕。17 时

57 分，潘杨春联系李女士，李女士对处理

结果表示满意。

如今，在海口，有事儿您打 12345。台

风到哪了、家里停水了、东西掉下水道了、

考试堵在路上了，不论是危及个人生命财

产安全的紧急事项，还是日常生活难题，只

要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就有专员为您

对接相关部门，并在30分钟内及时处理。

然而，曾几何时，海口市民都不爱找

12345。“电话常打不通，打通了也没人管、

管不了，有啥用？”

改革，从问题出发，从需求入手。“我们

以信息化技术为手段支撑，努力将各类社会

治理矛盾发现在初期、处置在前端、解决在

基层，变以往的‘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

解决了以前‘横向联通不畅’‘纵向联动不

强’‘管理数据不聚集’等问题，实现政府治

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取得了

明显成效。”海口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

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吴秋云说。

“12345 不仅管听，而且管办。”消息一

传开，热线火爆起来。有两组数据，体现出

热线改革后的明显成效。

一是接话量不断增长。从 2017 年初

的 700 多个增加到 4300 多个，海口 12345

热线日均接话量最高峰值达 1.04 万个，增

长 6.1倍。

另一个是信访形势的变化。海口大力

推进 12345热线改革后，2017年，基层社区

和网格发现、解决的办件占全市城市治理

办件的比重从 51.1%提高到 72%，群众满意

率从年初的 48%提高到 95%；信访总量明

显同比下降 23.7%、重信重访量同比下降

20.4%、到省到市群体性上访同比批次、人

次分别下降 21.2%和 33%。

12345，一头连着百姓诉求，一头连着

城市管理。现在，海口市民的大事、小事、

身边事，有人说有人管，管了有回馈。

12345 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

是以 12345 为主要受理渠道，以信息化技

术为手段支撑，以“12345+网格化”治理为

重点内容，以椰城市民云为联动载体，以快

速解决城市管理问题为目标的智慧平台。

该平台通过推进市、区、街道、社区、网

格员“五级大联动”，做到一个指挥体系抓

调度，形成“呼叫平台、数据平台、处置平

台、指挥平台”四位一体。同时推进“数据

大集中”，先后打通了数字城管、网格中心、

12345 热线、公共安全联动中心、交警指挥

中心、综合执法等城市管理治理主要系统，

各类城市管理信息实时汇总到联动中心的

方式，做到一个大数据平台抓管理，主要数

据一窗共享、主要情况一屏覆盖。

同时，依托“12345+网格化”，做到一

个快速反应机制抓处置，实现“一号对外”、

紧急办件“三十分钟响应处置”。

走进 12345 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

台大厅，“以人民为中心”六个大字在硕大

的数字电子屏幕中间格外醒目。“12345 智

慧联动平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接好每一个电话，处理好每一个办件，

服务好每一个市民游客，发挥了政府服务

‘指挥棒、连心桥、绣花针’三大作用。”海口

市政府办公厅副调研员、海口市 12345 热

线顾问刘春林说。

2017年，在全国12345政府服务热线峰

会上，12345海口智慧平台在全国的 334条

热线中获得“先锋奖”和“骏马奖”两大奖项。

目前，在“多规合一”发展蓝图的框架

内，海南已整合建立全省统一的 12345 政

府综合服务平台，城市管理质量和水平有

效提升。

小小一根针，穿起民生“万家线”。对

于群众来说，只需记住 12345 一个号码，即

可解决民生服务、消费维权、一般维权、紧

急突发状况等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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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4 月 6 日凌晨，广东省河源市和

平县浰源镇山下村一养鱼户疑遭他人投毒，

6 个鱼池养殖的 1 万多条中华鲟一夜死光。

巧合的是，去年 4 月 15 日下午同一地点也发

生类似投毒案，当时致死 2 万多条 5 万多斤

中华鲟。经调查，初定养鱼户养殖的中华鲟

疑遭他人投毒死亡。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

侦查。

此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将人们的视线

再次聚焦到中华鲟身上。作为国家一级重点

野生保护动物，养鱼户可以自由养殖中华

鲟？野生的中华鲟目前生存状况如何？

“不可能是中华鲟，国家一级重点野生保

护动物是不允许私人自由养殖的。”中国科学

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刘焕章研究员看了此新闻

报道后，肯定地回复科技日报记者。据他推

测，养殖户所死亡的“中华鲟”应该属于杂交

鲟，这是由鳇鱼和鲟鱼杂交产生的鱼种，主要

分布于里海、黑海、波罗的海、白海等海域，生

长速度快、抗病力强，被养殖户广泛养殖。

“对于养殖户来说，如果真是养殖中华

鲟，实在划不来。”刘焕章进一步解释道，“中

华鲟成长周期慢，约需十年才达到性成熟，进

入繁殖期。并且市面上根本就没有苗种可养

育，抗病能力又弱，投入和时间成本太高了。”

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中华鲟都是纯野

生？“为了保护该鱼类，也通过人工繁殖方式

延续后代。目前，我国进行中华鲟人工繁殖

的单位有长江水产研究所等。但由于繁殖规

模不大，很多技术难点尚未突破，人工繁殖情

况不太乐观。”刘焕章说。

中华鲟很早以前就被定性为极度濒危动物。

“上世纪 80年代，在珠江流域还能看到中

华鲟，现在没有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

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李新辉说，1996 年 2 月，

珠江流域发现中华鲟记录，在珠江流域武宣

二塘江段的河道整治炸礁中，一尾体重约 250

公斤的中华鲟被炸死，标本现存于广西水产

研究所；1997 年 7 月，西江梧州渔民误捕一尾

体重约 230 公斤的中华鲟，后被放生；2002 年

5 月，西江梧州渔民误捕一尾体重约 5 公斤的

中华鲟，最后也被放生。

2014 年 4 月，李新辉所在研究所科研团

队使用 EY60 鱼探仪探测到珠江流域梧州段

长洲坝下游有疑似中华鲟回波信号。之后就

再也没有发现。

如何拯救中华鲟的现状呢？“要加大人工

繁殖规模，突破繁殖技术难点。”据刘焕章介

绍，中华鲟性成熟晚，在每年秋季繁殖，繁殖

过程中对环境要求特别苛刻，现在人工繁殖

存在很多技术难点。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华鲟野外繁殖的

次数不仅是在减少，甚至是将完全不在野外

繁殖，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此物种可能“绝后”。

“为什么现在不见中华鲟在野外繁殖呢，

其中的原因现在还不知道。”他建议，应加大

科研投入力度，对中华鲟在野生环境下，尤其

是长江流域的栖息环境、成长行为做深入、详

细研究。“如果研究透彻，技术完善，对中华鲟

的保护将具有突破性作用。”

前几年，珠江肇庆段也试行放流中华鲟

1000 多尾，探寻中华鲟种群的恢复。可令人

遗憾的是，因为涉及到经费等因素，目前暂没

有组织专门力量进行监测、回收数据。李新

辉强调，必须加大力气培养技术团队，用项目

带动人才队伍建设，才能有效支持生态文明

建设。

“对长江流域捕捞的管控要加强。”刘焕

章表示，保护中华鲟的最终目的是让其能够

在野外生存、繁殖、成长。

1万多条“中华鲟”被毒死？专家辟谣——

中华鲟濒临灭绝 不可能鱼塘养殖
本报记者 叶 青 刘志伟

春耕时节，在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人们忙着管
护中药材白芨苗和钩藤苗，移栽蓝
莓树苗，以保障山区春耕种苗市场
需求。

图为 4月 10日工人在管护钩
藤苗。

新华社发（杨文斌摄）

春耕时节
忙春管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0日电 （记者杨朝
晖）10 日，在清华大学药学院主办的“新时代

中药传承与创新、药物创新与监管科学研讨

会”上，清华大学宣布成立中药研究院并举行

了揭牌仪式。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在研讨会上表

示，清华大学立足于新百年学科建设和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发挥学校在教育和科研领域

的积累和优势，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成立中药研究院，必将以人才培养和学术研

究为主要形式，推动我国中药学科发展进步，

服务于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据了解，清华大学中药研究院由清华

大学药学院牵头发起，旨在结合自身优势

与科研布局，努力打造跨学科、多融合、有

特色的国际领先的中药研究平台。研究院

将依托清华大学在药学、化学、化学工程、

生命科学、基础医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

以及组织工程学等交叉领域的学术积累和

人才优势，让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技

术与传统中药研究理论相结合，将信息化、

数字化手段融入到中药传统工艺中，从而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药理论与实践的

发展。研究院也将协同清华大学在法学、

新 闻 学 、公 共 管 理 、社 会 科 学 等 学 科 的 资

源，着力打造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丰富中

医药文化内涵，让中药理论更加科学的普

惠大众。

为支持中药研究院建设与发展，研究院

还成立首届科学顾问委员会，由任德权教授、

陈可冀院士、陈凯先院士、俞梦孙院士、王广

基院士、黄璐琦院士等组成。

清华大学宣布成立中药研究院

科技日报北京 4 月 10 日电 （实 习 记

者翟冬冬）《2016—2017 年 中 国 科 协 学 科

发展报告》10 日在京发布，报告显示：2016

年，我国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达 15676.7 亿 元 ，超 过 欧 盟 15 国 的 平 均 水

平 2.08% ，科 技 论 文 与 专 利 进 入 快 速 增 长

期 ，绝 对 数 量 已 居 世 界 前 列 ，学 科 平 台 建

设 、科 研 人 员 建 设 、学 科 国 际 合 作 交 流 持

续发力。

近两年，我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空

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世界首条

量 子 保 密 通 信 干 线 ——“ 京 沪 干 线 ”也 正

式开通，北斗导航系统进入全球组网新时

代 ，“ 神 威·太 湖 之 光 ”超 级 计 算 机 再 次 斩

获世界超级计算机排名榜单 TOP500 第一

名……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苏小军

介绍，我国在量子通讯、超级计算机、天文

学、生命科学、物理等领域已处于并跑甚至

领跑态势。

本次报告发布了近两年 30 个学科取得

的重大突破和最新进展、发展趋势，面临的

挑战等。除了领跑、并跑学科，苏小军介绍，

2016—2017 年我国在化学、先进核能、遗传

学等学科领域研究也取得多项成果。在化

学领域，聚集诱导发光概念的提出推开了发

光材料领域一扇全新的大门，这一成果获得

2017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在先进核技

术领域，工业辐照钴源的国产化取得突破，

摆脱了几十年来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成为

世界第三大钴源供应商，并实现部分出口；

在机械设计领域，我国的重型机加工设备无

故障运行时间已达 2000 小时，接近国际先进

水平。

除了面向深海、深地、深空、深蓝领域的

重大研究以“顶天立地”之态服务国家重大需

求外，近两年在医学、农业、材料等学科领域

我国也取得了多项“接地气”成果。如农学领

域，成功揭示了“类面筋”的结构形成机制，让

马铃薯也可以成为主食，并创制了 300多种新

产品；在公共医学领域，2004年启动的中国慢

性病前瞻性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在矿物

材料学领域，我国研发人员开发出了可快速

充放电、工作温度范围宽和循环寿命长的微

膨改性石墨负极材料。

《2016—2017年中国科协学科发展报告》发布
从“高大上”到“接地气”多个学科发展成绩瞩目

4 月 8 日，春暖花开的三亚传来捷报：在

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海南三亚南繁基地

上千份海水稻材料中，挑选出 176 份优良品

种，将首次进行全国大范围试种。

三亚南繁基地，主要承担海水稻材料扩

繁、水稻加代育种等工作。海水稻为何物？

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国栋解释

说，耐盐碱水稻俗称海水稻，是能够在海边滩

涂、内陆盐碱地等盐碱地生长的一类特殊水

稻的统称。长期的自然选择，水稻会有一些

耐盐碱的突变品系，在此基础上，利用传统杂

交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多倍体技术等先进

技术选育能在一定盐度咸水灌溉条件下正常

生长且产量能达一定标准的、可供产业化推

广的水稻品种。

说到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不得不提世界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袁隆平院士和青

岛国际院士港。青岛市李沧区科技局局长徐

敬青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袁隆平院士因青岛国

际院士港与李沧区结下不解之缘，他于 2016

年10月签约青岛国际院士港，担任青岛海水稻

研发中心主任和首席科学家。袁隆平团队通

过杂交育种技术和常规育种方法，结合分子标

记辅助选择，对耐盐、耐碱、抗病、优质、高产等

多种基因进行聚合，选育出新型耐盐碱水稻。

海水稻品种选育工作中需要重复大量耐

盐胁迫实验提高耐盐度。张国栋认为，最重

要的是盐碱地分布广泛，类型多样，所处气候

带不同，土质结构、水环境差异显著，地域种

植模式也不同，单一的耐盐碱水稻品种无法

适应所有的盐碱地和滩涂。种植耐盐碱水稻

过程中必须实现种、土、肥、水等各生产要素

协调配合。因此，海水稻的推广种植需要在

种质培育与栽培技术体系上同步推进，多点

试验示范。

“海水稻长势良好，目前已陆续进入乳熟

期，预计收割会在 4 月底。海南南繁育种基

地的工作人员还在不断尝试通过杂交的方

式，来培育更多的海水稻材料，为今后提供更

多的试验品种。”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此次针对不同类型的耐盐碱水稻试

验示范试种，将重点针对耐盐碱水稻材料的

抗性（耐盐碱性、抗旱性、抗病性）、生育期、产

量、品质、灾害适应能力及区域适应能力的相

关指标进行测试和胁迫实验，进一步判定耐

盐碱水稻材料的适应性，初步筛选适合区域

的新品种系，为新品种的审定推广提供科学

的数据支撑，加快新品种选育进程，提高成果

转化率。

如今，在袁隆平团队的努力下，梦想照进

现实。令人欣喜的是，去年 9 月，袁隆平院士

团队试种的海水稻（耐盐碱水稻）进行了首茬

收割和现场测产，6‰盐碱度种植条件下的最

高亩产为 620.95公斤，亩产翻倍，大大超过了

预期，标志着我国耐盐碱水稻新品种研发取

得了又一重大突破，同时也是世界粮食生产

科技的一次重大推进。

盐碱地何以成为大粮仓？
——青岛海水稻将首次在全国大范围试种

本报记者 王建高 俞慧友
通 讯 员 孙丽云 万吉丽

科技日报讯 （记者操秀英）女性占全

球研究人员的数量不足三分之一，并且在

寻求长期职业发展及高级科研岗位时，面

临着种种障碍。基于此，自然科研和雅诗

兰黛公司近日推出两个全球奖项，让人们

更加关注女性科学家及致力于提升性别包

容性的人士所作出的非凡成就。

据介绍，首届自然科研—励志科学奖

和自然科研—创新科学奖将用来表彰那些

激励人心的、处于事业发展初期的女性科

学家，以及致力于支持妇女和女童参与科

学的人们。励志科学奖表彰的是科研成就

出众，并且博士毕业不超过 10年的女性科

学家。创新科学奖则表彰通过领导草根项

目，支持全球妇女和女童更多地接触到

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学科并激

发其兴趣的个人或组织。

据了解，最终获奖者将于今年 10 月宣

布。两个奖项的获奖者将获得 1万美元奖

金用于与奖项相关的项目，并免费参加自

然大师课堂的培训。励志科学奖得主还将

获得 5200 美元的经费，以资助其在施普林

格·自然的期刊以开放获取形式发表科研

成果。

奖项提名于 2018年 4月 9日开始，6月

11 日截止。7 月 24 日将公布每个奖项的

10 名初步入选人员名单，9月 4日公布 5名

决选人员名单。

自然科研推出激励女科学家奖项

科技日报讯（记者陈瑜）4月 9日发布

的《2017 年中国制冷空调产业发展白皮

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作为我国制

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冷空调行业去年

实现工业总产值 6500 亿元左右，在推进技

术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节能减排、

服务民生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理事长史敏在

致辞中表示，当前行业发展遇到了新形势新

考验，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产业在线董事长兼总经理杨洁介绍，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白皮书》将视角扩展

至产业链的需求端和供应端变化，丰富了

产品的细分应用数据，同时对绿色制造、智

能制造、跨界融合等行业发展热点进行了

重点关注和剖析。

制冷空调行业去年实现工业总产值约6500亿元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0日电 （记者马
爱平）10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

管理局举行揭牌仪式。自然资源部党组成

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

龙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

揭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永利主持揭牌仪式。

按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将原国家林业局的职责，原农业部的草原

监督管理职责，以及原国土资源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原农业部、原国家海

洋局等部门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

然遗产、地质公园等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

子，由自然资源部管理。主要负责监督管

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

物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组织生态保护和

修复，开展造林绿化工作，管理国家公园等

各类自然保护地，旨在加大生态系统保护

力度，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监督管

理，加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