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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

进器。但近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挑起并持

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使两国政府和人民多

年努力培养起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受到极大损

害，也使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遭遇

严重威胁。

9 月 2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关于

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以

大量事实和详实数据，对中美经贸关系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梳理。白皮书强调中美经贸关系

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指出美国的所作所为是贸

易保护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行为。白皮书阐

明中国的政策立场，充分展示了中方推动问题

合理解决、保持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和意志。

2017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 5837亿美

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233倍。历史和现实一

再证明，中美经贸合作是双赢关系，绝非零和

博弈，既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也使

美国企业和国民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中美经贸交往规模庞大、内涵丰富、覆盖

面广、涉及主体多元，产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

难免，两国应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分

歧，务实化解矛盾。然而，现任美国政府通过

发布《对华 301调查报告》等方式，对中国作出

“经济侵略”“不公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国

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污名化指责，严重歪曲

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无视中国改革开放的

巨大成绩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心血汗水，这

既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不尊重，也是对

美国人民真实利益的不尊重，只会导致分歧加

大、摩擦升级，最终损害双方根本利益。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面对不确定不稳

定不安全因素增多的国际形势，中国始终与

世界同行，顺大势、担正义、行正道，坚定维护

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坚定推进中美经贸关

系健康发展，坚定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

贸易体制，坚定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坚定保

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坚定促进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

打、必要时不得不打。我们有信心、有决心、

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任何外部因素都

不可能阻止中国发展壮大。中国谈判的大门

一直敞开，但谈判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

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不能在关税大

棒的威胁下进行，不能以牺牲中国发展权为

代价。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看待中美关系，

要看大局，不能只盯着两国之间的分歧。中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事

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和平、繁荣、稳

定。处理中美经贸摩擦，推动问题合理解决，

要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合作是唯

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合作是处理中美经贸摩擦唯一正确选择
人民日报评论员

9 月 24 日，重庆动物园工作
人员邀请小朋友与 36 岁的大熊
猫“新星”一同过中秋节。在工作
人员的指导下，小朋友们用水果、
蔬菜和麦粑特制一份月饼送给

“新星”。
图为大熊猫“新星”在吃特制

的“月饼”。
新华社记者 唐奕摄

手工月饼
送给大熊猫

据报道，北京时间 9月 22日凌晨，日本

“隼鸟二号”探测器向小行星“龙宫”释放了

两个微型机器人“智慧女神-II1A”和“智慧

女神-II1B”。“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完全成

功地实现表面探测器在小行星上登陆。”北

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副教授曾祥远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日 本 为 什 么 选 择“ 龙 宫 ”这 颗 小 行

星？“‘龙宫’小行星编号为 1999JU3，直径

约 1 公里，自转周期约为 7.6 小时。”曾祥

远告诉记者，“龙宫”为存在撞击地球潜在

威 胁 的 小 行 星 ，与 地 球 最 近 距 离 仅 为

10-4AU（AU 为地球与太阳的平均距离）。

“龙宫”在地球和火星之间的轨道上运行，

被认为含有水和有机物，与约 46亿年前地

球诞生时的状态相近，极具研究价值。

此次探测器成功登陆“龙宫”，突破了

哪些技术障碍？

“弱引力场是人类进行小行星探测

的障碍之一。”曾祥远表示，“龙宫”表面

的重力加速度约为地球的十万分之一，

其表面逃逸速度量级为 cm/s，此时，传统

探测器如果在小行星表面遇到颠簸或者

陡坡，极易弹跳或者翻车，甚至其速度直

接超过逃逸速度，成为一颗围绕小行星

飞行的轨道器，因此探测月球、火星等的

轮式探测车几乎无法在小行星上使用。

此外，月球、火星等行星表面多为岩石结

构，还有较为平坦的区域，而“龙宫”这类

的小行星往往由于风化原因，表面被沙

石覆盖，地形复杂，也不适合传统的轮式

探测车执行任务。

“此次成功着陆的两个微型机器人

均内置动量轮，以适应‘龙宫’表面的微

弱引力和复杂地形。基于系统近似动量

守恒，内置动量轮转动时，微型机器人也

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动，从而弹跳起来，每

次弹跳时间约为 15 分钟，以此实现探测

器在小行星表面的移动，从而获取相关

实验数据。”曾祥远进一步指出，微型机

器人直径约为 18 厘米，高度约 7 厘米，质

量约为 1.1 千克，是“矮胖”型圆柱体，携

带着相机、温度计等设备，可以拍摄小行

星表面照片并收集温度等信息，配合后

续将登陆的“智慧女神-II2”探测器携带

的加速度计、磁强计以及红外光谱仪等

探测仪器，将获得小行星的表面物质组

成、地质分布、地形细节等信息。此外，

“ 隼 鸟 二 号 ”计 划 总 共 进 行 3 次 采 样 任

务，其中 2 次采样目标为“龙宫”表面物

质，还有 1 次采样任务与以往不同，为爆

破采样，即炸开地表，采集地表以下的物

质，预计 2020 年采样返回。

事实上，小行星探测领域仍面临诸多

难点。首先，表面探测器的弹跳轨迹控制

难度大。小行星表面地形复杂，探测器在

沙地和岩石上的弹跳轨迹不一，能否准确

弹跳到人类感兴趣的地点，仍是世界性难

题。其次，多目标任务仍需优化设计。一

次发射、探测多颗小行星这样的多星交汇

探测任务能够大大节省航天成本、提高深

空探测效率，然而该技术目前尚不成熟。

此外，新型探测轨道也亟待开发。小行星

的自旋周期较短，如果能够利用太阳帆提

供控制力，使得轨道器在人类感兴趣的地

点上空长时间悬停飞行，便可获得传统的

绕飞形式无法探测到的科学数据。

日本成功登陆小行星“龙宫”掀起了深

空探测的又一热潮，那么人们为何如此热

衷探究小行星呢？“天文学界普遍认为，在

太阳系形成早期，小行星就已经出现在浩

瀚宇宙中了，因此小行星较为完整地保存

了太阳系早期信息。”曾祥远表示，目前人

类开展深空探测，最关心的问题是太阳系

如何演化形成诸多行星，行星如何促进前

生物物质的形成，如含碳有机物、水等，最

终如何衍化出生物和人类。小行星探测或

将找到太阳系、行星甚至生命起源、演化的

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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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内蒙古大草原来盘手扒肉吃个够，到

湖北咸宁桂花镇大屋雷村体验一次中秋祭月

文化节，在江苏江阴华士镇华西村感受新时

代乡村的风貌，再到四川雅安寻一处茶摊，细

细品一壶蒙顶山茶……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18 年

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

节”，今年 9 月 23 日我国农民迎来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伴着“丰收节”的鼓点，亿万农

民在丰收的田野上放歌，丰收的喜悦在各地

铺洒开来。

“中国农民丰收节”翩
然而至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金

色的 9 月，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全年粮食

产量能够继续保持在 12000亿斤以上。

“我下午还要赶回去，准备我们的丰收节

展会。今天是大闸蟹开捕第一天，今年又是

大丰收。欢迎全国人民来品尝我们的大闸

蟹。”9 月 20 日，江西国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黄国平作为基层农民代表，登上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台。

“丰收节能否办成功，关键在于能否把广

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中国农民丰收

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

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说。

据介绍，“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总体安

排是 1+6+N，即设在北京的 1个主会场活动，

设在浙江安吉余村、陕西杨凌等 6个分会场活

动，还有 100多个地方特色系列活动。

让农民成为丰收节的主角

9 月 17 日，阿里巴巴联手农业农村部打

造的“首届丰收购物节”预热活动“丰收购物

节直播盛典”中，河南南阳镇平县的荷叶茶登

上了晚会舞台，短短 2 小时，销售额近 60 万

元，创造了镇平县农产品单品上行销售的最

高纪录。

丰收节是优质特色农产品进城的“助推

器”，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播种机”。同时，

丰收节给农民带来的是客流，是广告效应，是

品牌价值。

近日，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路

庄村的 3000多亩葫芦迎来了丰收。在以蔬菜

种植为主的聊城，路庄村 750多户村民却都在

和葫芦打交道。丰收节让路庄村的村民又接

了个“大单”：今年 9 月，路庄村生产了一批特

殊的葫芦，每个葫芦上都写着“中国农民丰收

节”的字样，“这是为了咱自己的节日做的。”

让城里人爱上农民的
丰收节

9 月 23 日，“两山”之地浙江省安吉县余

村，村民和游人一道，喝着白茶过着节；农业

“黑科技”聚集地陕西省杨凌，农用无人机、无

人驾驶拖拉机表演赚足了眼球；岭南农业“大

本营”广东省梅州市，名特优农产品上架顺

丰、平安终端启动，“梅州特色”在节日中走得

更远、更广……

丰收节前夕，农业农村部组织评选了包

括 100 个品牌农产品、100 个特色村寨、100 个

乡村文化活动、100个乡村美食、100个乡村旅

游线路在内的“5个 100”。

9 月 16 日，从江苏来到新疆阿克苏旅游

的游客吴敏说：“这相当于一份逛吃逛玩的攻

略。”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共接待 16 亿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4200 亿元，同比增长 15%。“春观花”“夏纳

凉”“秋采摘”“冬农趣”……丰收节的到来，

为越来越旺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又添了

一把柴。

（科技日报北京9月24日电）

丰 收 的 喜 悦 传 四 方
——亿万农民迎来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上接第一版）
更重要的是，黎曼猜想跟诸多数学命

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卢昌海介绍，据

统计，当今数学文献中有 1000 条以上的数

学命题是以黎曼猜想或其推广形式的成立

为前提的。这意味着，黎曼猜想及其推广

形式一旦被证明，数学中将史无前例地于

“一夜间”新增 1000 多条定理，这将对数学

的面貌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

王元院士曾评价，黎曼猜想和费马大

定理、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是数学中“下金

蛋的母鸡”，研究它们的目的主要在于发展

数学中的新思想与新方法。

“一旦黎曼猜想解决了，人类就站在不

知比现在高多少的数学平台上，看到远得

多的风景。”王元在《黎曼猜想漫谈》序言中

写道。

耄耋之年挑战高峰
的勇士

一个是 89 岁高龄的迈克尔·阿蒂亚，

一个是屹立了 159 年之久的黎曼猜想。这

场对决本身就充满悬念。

阿蒂亚在数学领域成就卓著。上世

纪 60 年代，阿蒂亚与另一位著名数学家

伊萨多·辛格合作，证明了阿蒂亚—辛格

指标定理。1966 年阿蒂亚荣获菲尔兹奖，

2004 年他与辛格共同摘得阿贝尔奖。

但记者采访了解到，阿蒂亚高调宣称

证明黎曼猜想，数学界不少人在事先就持

半信半疑的态度，认为其可能性不太大。

究其原因，一方面，黎曼猜想确实艰

深，此前就有不少人宣称证明这一猜想，后

来又被推翻；另一方面，年近九旬的阿蒂亚

这几年战绩并不理想。

“87 岁时阿蒂亚曾宣称解决了一个有

60 年历史的数学难题，结果被普遍视为错

误；88岁时，他宣称将一个长达 255页的著

名数学定理的证明简化成 12页，结果没能

经受同行评议。”卢昌海表示，如今他 89岁

了，挑战对象反而成了更加艰深的黎曼猜

想，不能不让人替他捏把汗。

但无论这份黎曼猜想的证明最终能否经

得起考验，阿蒂亚的勇气还是令人钦佩的。

一 位 不 愿 具 名 的 数 学 研 究 人 员 告

诉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他 曾 师 从 辛 格 ，而 阿

蒂亚与辛格关系很好，因此他见过阿蒂

亚几次。

“阿蒂亚是非常单纯的人，他愿意不计

较个人得失，为热爱的数学事业付出，这是

很多数学家、科学家做不到的。”这位数学

研究人员说，他相信引起社会对数学如此

的关注度，是阿蒂亚所希望看到的。

（科技日报北京9月24日电）

黎曼猜想被证明了吗

（上接第一版）

杜撰《雪莱遗传学通
讯》和“SCoAL”基因

实际上，这篇文章前半部分来源于关于转

基因的钓鱼文，就在今年2月份，微信上就流传

着类似内容的“10万＋”文章——《触目惊心：

中国平民体内发现美国转基因的 SCoAL 基

因！》等。该文章称：“只要是经过基因改造的

食物，几乎都含有 SCoAL基因。”“‘SCoAL’会

在人体内合成化学物质丁二酸。”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林敏说，这些文章或来源于 2012 年 7

月右岸新闻社的一则报道。这些文章漏洞百

出，其实，并没有《雪莱遗传学通讯》这本英国

学术期刊，也没有泰斯特罗莎医学中心。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

心高级工程师姜韬说，SCoAL 基因名称也应

该是炮制的。

“丁二酸，又名琥珀酸。所有生物，包括

非转基因作物，都会产生丁二酸。在转基因

作物中检测到生命代谢活动产生的中间产物

丁二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林敏说。

美国种植的75%的转
基因玉米都在国内消费

该文章还称：“在美国，乃至整个欧洲很

多国家，转基因食品已经被政府禁止。”

这更是错得离谱。就在今年，6 月 29 日，

美国国家农业统计局公布了 2018年全美农作

物种植面积及主要转基因作物普及率。

“美国仍然是转基因作物的第一种植大

国，约占全球转基因作物面积的 40%。”武汉

金玉良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定富说。

去年 3 月 28 日，在“南北美大豆可持续

生产和消费重要性暨与华贸易论坛”上，美

国大豆出口协会主席吉姆·米勒就曾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在我的农场中，我种了转

基因大豆和玉米。美国种植的玉米 85%是

转 基 因 的 ，大 豆 95% 也 是 转 基 因 的 ，其 中

75%的玉米和 42%的大豆都是在美国国内

消费的。”

（科技日报北京9月24日电）

国人体内出现转基因作物中常见基因？纯属谣言

（上接第一版）
受行政管理和利润指标双重约束的期

刊很难放开手脚发展。“像我们这样的杂志

收入主要靠版面费，但也不太可能一直提

高版面费，这样就更难吸引到稍微好点的

稿源了。现在这种状况下，更不太可能扩

充团队，去做更多事情，只能得过且过。”周

木说。

周木所在的这类期刊虽艰难，但大多依

托一个行业或挂靠在掌握一些资源的院所、

行会下面，尚能勉力维持，还有一部分大学学

报类期刊的质量和生存更是堪忧。

“中国大概有 500 种大学学报，这类期刊

在中国知网分类体系里被归为科技综合类

刊。历史上看，它们主要功能是为所属高校

服务，专业定位模糊，往往成为教师晋升、研

究生毕业借用的工具，要提高它们的质量很

难。还有刊名为‘地域+科技’这类期刊，也是

同质化严重，很难办出特色。”胡升华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

“这类期刊的诞生有其历史背景。上世

纪 80年代，国家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

出书难、发表成果难的问题，创办了一批这类

期刊。它们现在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如果一

些期刊论文质量和办刊经费都难以为继，应

该设计合适的退出机制。”胡升华认为。

生难死也难 期刊难
以集群发展

但期刊退出并不容易。“前两年一直都说

转制，成立独立出版社，但好像刚开始就结束

了，我们去年就准备了材料，后来就没动静

了。”周木说。

“因为刊号需要严格审批，所以它成为一

个稀缺资源。很多质量差的期刊不愿意退

出。”胡升华分析，有些期刊将刊号或版面转

包出去，而承包这些期刊的人当然是以赚钱

为目的，搞起了买卖版面的交易，根本不看论

文质量，错误百出。

更有甚者，造假情况也不少见。“我们曾

经申报一个叫《建筑遗产》的期刊，我们还在

做创刊准备时，社会上就有不法分子假冒该

刊编辑部，大张旗鼓开始卖版面、出假刊，有

不少人上当。”胡升华觉得这样的问题能够出

现，说明市场秩序非常混乱。

胡升华介绍道，近年来每年获批的新刊

约 50 种，远不能满足学科发展需求。“想办刊

的不一定办得了，办不好的也死不了。生也

难，死也难。”

“刊号成为稀缺资源，有的人想办期刊，

有热情、有能力，但就是申请不下来刊号。”中

国科学技术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武夷山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办得不好的期刊，可以把刊号有

偿利用起来，将期刊经营权“转让”出去，一样

可以赚钱。

武夷山认为，国内科技期刊品种的数量

增长与科技论文产出量的增长严重不匹配。

他说，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去年统

计结果，中国科技人员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

源期刊上发表了 49.42 万篇论文，在 SCI 收录

期刊上发表了 32.42万篇论文，即国外发表量

占国内发表量的 2/3左右。

“假定我们的科研人员一篇稿子都不往

国外期刊上投，假定每种期刊的平均发文量

不变，则国内质量较高的科技期刊总量要比

原先增加约 2/3 才能满足科研人员的发表需

求。但在目前这种期刊管理体制下这是不可

能的。”武夷山说。

胡升华分析，市场化不足严重制约了我

国科技期刊集团化、规模化发展道路。

据此前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

皮书（2017）》统计，我国科技期刊的主管、

主办和出版单位较为分散，5020 种期刊共

有 1375 个主管单位、4381 个出版单位。平

均每个出版单位出版 1.15 本期刊，仅出版 1

种期刊的出版单位就有 4205 家，占期刊总

数的 84%。

“期刊都有主管、主办、出版单位，且受属

地化管理，刊号资源流动极为困难，尚未形成

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机制。”科学出版社总经

理彭斌举例，他们出版社曾经想与中国科学

院一家外地研究所合作，对该所一份科技期

刊进行升级改造，要将期刊出版单位变更为

“科学出版社”，却遭遇阻碍。

“期刊是属地管理，我国相关规定要求出

版单位与主要主办单位必须在同一地区，出

版单位不是当地单位怎么行？”彭斌说，这份

合作只能搁置。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24日电 （记者李
禾）生态环境部 24日通报了水源地专项行

动第二轮督查进展。在 24 省今年底前需

完成整治的 4276个环境问题中，2827个问

题已完成整改，即总体任务已完成三分之

二。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县级及以上水

源地环境整治任务相对较重，但成效明

显。其中，湖南、湖北、浙江等 3 省的水源

地整治任务的完成数量、比例均远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

据悉，从 2018 年 9 月 1 日起，生态环境

部组织开展了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保护专项行动第二轮督查，采取全覆盖

的方式，对今年底前需完成整治的 1586 个

饮用水水源地的 6251 个环境问题逐一开

展现场核查，督促地方及时清理水源地环

境问题。按照专项行动要求，今年底前，长

江经济带县级及以上、其他省份地市级水

源地完成清理整治任务。

从督查情况看，与长江经济带相关的

江苏、浙江、安徽 8省市完成县级及以上水

源地问题整治 1536 个，完成比例为 70%；

其他的北京、天津、河北等 16 省市完成地

市级水源地问题整治 1291 个，完成比例为

62%。

生态环境部表示，将持续做好第四批

次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工作，推动问

题整改到位，防止反弹等。

24省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任务完成近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