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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金凤）小龙虾不仅美

味，它的眼睛结构还能帮助人类探究宇宙奥

秘。7 月 25 日，“龙虾眼 X 射线探测卫星”搭

载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成功发射入轨。

该卫星配备了自主研发的龙虾眼聚焦 X

射线探测器与高精度小型载荷平台，长期在

轨工作期间将验证 X 射线能段的大视场聚焦

成像技术，并完成若干重要的空间 X 射线探

测实验，特别是在 X 射线能段开展深度探测

暗物质信号的研究。

基于龙虾眼聚焦光线原理的 X 射线成像

技术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具有大视场、体

积小、重量轻、易于集成等适合空间载荷应用

的优点。

“小龙虾眼睛是由很多方形微孔组成

的 ，这 种 复 眼 结 构 让 龙 虾 获 得 很 大 的 视

场。我们采用仿生学透镜模拟这种光路，

相比以前的 X 射线卫星，视场更大，更加轻

便。探测器可以在两三度的视场范围内探

测宇宙中的高能 X 射线，从而大幅提升探

测效率。”项目联合发起人之一、南京大学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李志远介绍，“龙

虾眼 X 射线探测卫星”将成为国际上首颗

在轨工作的应用了龙虾眼聚焦 X 射线技术

的空间探测卫星。

该卫星由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领衔联合香港大学太空研究实验室、中国航

天集团有限公司五院 508所、八院 805所下属

埃依斯航天科技有限公司等团队历时 5 年研

制成功，其核心载荷由南京大学提供技术引

导，508所与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联合攻关研制。

研究暗物质“龙虾眼X射线探测卫星”升空

5年，3次。

黑土地辽阔富饶，老工业基础雄厚，新产

业发展蓬勃。这是一片让习近平总书记牵挂

的热土。7月 22日至 24日，他再赴吉林考察。

从产粮大县到科技园区，从民族工业到

社区建设，他一路走走看看，行行思思。殷殷

嘱托和切切期盼，令广大干部群众备受鼓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

理念，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在加快推动新

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征程上展

现新作为。”正值关键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

记开出的良方犹在吉林人民耳畔。

稳中求进，创新发展。他们从中揣摩出

了这八个字。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他们将披荆斩

棘，不负众望！

向科技要产量，黑土
地将重焕活力

肥沃的黑土地，丰沛的松江水，一望无际

的玉米拔节而生，绘就这个季节最美的图画。

存粮如存金，有粮不担心。

吉林是与美国、乌克兰齐名的“世界三大

黄金玉米带”之一。然而，黑土高产丰产的背

后，却是长期透支导致黑土层变薄、土壤有机

质下降的问题。

如何使黑土地重焕活力？吉林坚持向科

技要产量。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

“你们探索实施玉米秸秆还田覆盖，不仅

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还能起到防风蚀水蚀

和保墒等作用，这种模式值得总结和推广。”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模式，便是“梨树模式”。

在玉米种植过程中，秸秆全部还田并覆

盖在地表，将耕作次数减少到最少，田间生产

环节全部实现机械化。

土地盖上“被子”，水土保住了，地力上来

了，每公顷节约成本 1000 元—1400 元，玉米

产量约增加 10%。总书记第一站所到的四平

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

准化生产基地，今年预计玉米产量 15亿斤，农

民增收 2500余万元。

梨树县 52 岁的卢伟，投入 450 万余元为

合作社购置农机具。他的超前意识，得益于

全省浓厚的农业机械化推广氛围。

据不完全统计，“十二五”以来，吉林省科

技厅累计投入科研经费 6000 余万元，组织实

施近百项相关农机装备科研项目，农业现代

化水平持续提高。

而这条现代化之路，亦是吉林省委、省政

府补齐“三农”领域短板、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的探寻之路。 （下转第四版）

牢记总书记嘱托 吉林以科技求发展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6日电 （实习记

者于紫月）26 日上午，国家呼吸医学中心

在中日友好医院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由

中日友好医院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共同组建，致力于引领我国呼吸学科发

展，解决突发呼吸道传染病带来的重大公

共卫生问题。

“我国呼吸疾病危害严重，防治能力不

足，新冠疫情的暴发凸显了人民对呼吸疾

病防治能力整体提升的迫切需求。”国家呼

吸医学中心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学院校长王辰院士指出，17 年间先后

暴发的非典和新冠疫情表明，呼吸学科发

展事关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呼吸医学

中心的设立，就是要引领我国呼吸学科由

大学科发展为强学科，体现了国家对呼吸

学科发展的高度重视。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常务副主任、中日

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介绍，该中心将从呼

吸疾病预防及早诊早治、临床诊疗、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辐射推广等多角度出发，计

划建立呼吸疾病三级预防体系，提升呼吸

疑难病症诊治能力，建设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PCCM）医师培训体系，建设国家呼

吸临床研究平台，推进 PCCM 规范化和呼

吸专科医联体建设等，从而提升我国呼吸

系统疾病医疗服务水平，促进全国呼吸疾

病医疗资源均衡化和均质化发展。

曹彬强调，中心将助力解决突发呼吸道

传染病带来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针对重要

突发呼吸道传染病加大技术、人才、设备储备，

开展疾病病原谱、发生发展机制和临床特点

研究，建立早期预警、应急救治、预防控制等新

策略和新技术，并开发一系列关键设备，制定

新发突发呼吸道传染病防治指南、标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

长周长强指出，国家呼吸医学中心的设置

有助于统筹国家呼吸病防治，尤其能为今

年秋冬季节新冠肺炎防控提供强大的呼吸

学科保障。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成立 疫情防控增强学科保障

在人们的印象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中

东部地区的差距是明显的，在实现小康生活

过程中应该是不平衡的。然而几天的宁夏采

访，颠覆了我原有的认知。

落后并不是西部的标签，某种程度上，在

某个领域，他们同样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甚

至走在全国前列。6 月 12 日上午，我们采访

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民大厅，就用响当

当的事实佐证了记者的观点。

走进设施现代、宽敞明亮、12万平方米、7

层建筑、规模居全国前列的政务大厅，首先给

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封存了 60 多个公章而用 1

枚公章代替的纪念柜，如今已是“一枚印章管

审批”的新时代。

在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中，他们推出“1230”

新模式，即通过先照后证、全程电子化、多证联

办等措施，实现开办企业1日办结；通过税务交

易登记综合窗口、“信易登”改革、登记保险等

措施，实现不动产登记平均2日办结；通过多评

合一、多图联审、多验合一、联合验收及容缺办

理等措施，实现项目报批从立项到施工许可30

个工作日办结；依托“一网两端”（银川政务服

务网、i银川和银 E通 APP手机客户端、自助服

务终端），实现银川政务掌上办新体验……

由此，银川成为全国开办企业用时最短、

不动产登记效率最高、项目审批速度最快、政

务服务效能最优的城市之一。在 2019年国家

首次营商环境评价中，银川综合成绩位居 41

个参评城市前列，其中政务服务、开办企业、

登记财产、获得电力 4 项指标成为全国标杆，

11项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在全国推广。

银川如此，宁夏其他地区也有在全国独领

风骚的产业和领域。石嘴山市的黄河生态环

境治理、蔬菜瓜果制种、现代化奶牛养殖，吴忠

市红寺堡的生态枸杞等，也都走在全国前列。

联想这些天，我们九路记者从全国发出

的海量信息：贵州的大数据、云南的旅游、宁

夏等西北地区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我坚

定地认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

中，欠发达地区不仅不会掉队，而且在许多领

域可以弯道超车，实现跨越，个别地方有可能

还会引领发展！而今年以来，独龙族、毛南族

等多个少数民族整体脱贫的喜讯更加证明

了，在我们伟大的国度，只要想作为，就一定

会有为有位！

走在塞北江南宁夏的田野村庄，看着黄

河治理、生态保护“先行区”翻天覆地的变化，

分享各族人民充实、健康、和谐的幸福生活，

我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所说的：“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

是的，实现脱贫致富、建设小康社会中，

中华民族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放眼世界，

这点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中国人民完成

了，这也是跨越！

跨 越 ，不 是 不 可 能 ！
—— 宁 夏 采 访 手 记 （二）

宁夏自古就有“塞上江南”之美誉。

她既拥有与众不同的自然环境，也孕育着独

一无二的风土人情。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奔向

小康的道路上，书写着怎样的脱贫攻坚故事？

从山村小镇到田间地头，再到扶贫车间，

记者跟随“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大型主题采

访报道活动走进宁夏，聆听故事的主人公们

讲述他们的脱贫历程。

因地制宜，是我们最深的感触。

两张名片，将特色产
业做大做强

赶上枸杞上市的季节，中卫市中宁县的枸

杞庄园里，红艳艳的枸杞缀满枝头。采摘工们

双手熟练舞动，新鲜的果子顺着指尖滑落篮筐。

枸杞是宁夏的特色农产品，也是远近扬

名的“红色名片”。如何把枸杞产业做大做

强，让小红果成为支撑脱贫攻坚的大产业？

这是很多枸杞产区梦寐以求的目标。

“目前枸杞产业在全县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占 30%左右。”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

心副主任刘娟介绍，现在全县枸杞种植面积

约 20万亩，综合产值超 100亿元。

中宁县作为中国枸杞产业的高地，全国

60％的枸杞干果在这里交易。但中宁枸杞的

雄心不止于此。参观完红果遍野的枸杞庄

园，记者在中宁县枸杞产业创新研究院看到

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产品：枸杞面膜、枸杞啤

酒、枸杞压片糖果……

该院常务副院长余君伟告诉记者，现在

中宁枸杞的主要产品是枸杞干果和枸杞汁，

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提高创新力量，增加产品

附加值，提升相关核心技术。

在中卫市，还有不少村民的脱贫致富依

靠一张颇有名气的“绿色名片”——硒砂瓜。

站在沙坡头区兴仁镇的瓜田里，只见翠

绿的秧吐着黄色小花，在砂砾遍布的石头地

里蜿蜒。石头缝里顽强生长的果实备受追

捧：高品质硒砂瓜一颗就能卖 168块钱。

（下转第三版）

因地制宜 “塞上江南”乘风破浪奔小康

7月 26日，山东日照山字河机场，风和

日丽。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

援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 由此起飞，

历经 1小时 21分，成功实现海上首飞，这是

继 2017 年陆上首飞、2018 年水上首飞之

后，“鲲龙”AG600 飞机实现的第三次首

飞，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以下简称航空工

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和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个标志性成果。

水上海上首飞比陆
上首飞多两个阶段

与 陆 基 飞 机 相 比 ，AG600 飞 机 具 有

“水陆两栖、一机多型”多用途的特殊性，其

三次首飞有啥不同？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

航空工业 AG600 副总设计师、航空工业通

飞珠海基地试飞中心主任刘颖。

“飞机在陆上起飞和降落时依托坚硬

平滑的跑道，依靠有缓冲作用的起落架系

统，安全相对更有保障。”刘颖说，而水上和

海上首飞都包括飞机“从空中降落到湖面

或海面”和“从湖面或海面加速滑行升入空

中”这两个阶段。尤其是海面起降过程，由

于浪涌的波动起伏更大，更容易导致飞机

发生上下颠簸和摇摆，严重的话飞机会失

控，一头钻进水里。

刘 颖 说 ，和 大 多 数 陆 基 飞 机 相 同 ，

AG600 陆上首飞是验证飞机的基本功能

和飞行性能，是型号从图纸到实物产品的

重要环节。

水上首飞则在湖面进行，验证飞机

在 面 临 突 发 火 灾 等 自 然 灾 害 危 机 情 况

下，在浪高相对较小的湖面进行起降汲

水等功能。

海上首飞主要检验飞机远海救援时，

在海面条件下飞机的起降特性，检查飞机

各系统在海洋环境下的工作情况，重点验

证飞机海上抗浪能力、腐蚀防控等性能。

水上首飞和海上首
飞面临不同的“水”

水上首飞和海上首飞的差异主要是面

临的“水”不同。

“相较于内陆水面环境，海上试飞有三

方面不同，难度更大。”刘颖说。

首先，盐度不同。湖泊为天然淡水，含

盐量较低，在湖面进行水上首飞，对飞机各

系统的腐蚀防护性能考验较小；而海水盐度

较高，对于试验机的防腐蚀性能要求更高。

第二，密度不同。飞机在水中所受浮

力和起飞时需要克服的“粘性”也因此存在

差异。飞机在海面降落时，海水对飞机的

反作用力相对湖水要大，这种差异会让飞

行员觉得比淡水水面“偏硬”。

第三，波浪不同。内陆湖面风浪一般

由风形成，浪高相对较小，传播方向一般与

风向一致，飞机在湖上可选择迎风浪起降；

而海面上波浪类型多（风浪、涌浪、大型船

行波等），浪高且能量大，不同类型波浪或

同时存在，且传播方向不一致，此外，海面

还伴有洋流和风等，会使得飞行环境变得

更加复杂。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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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月 26 日 10 时许，国产大型水陆
两栖飞机“鲲龙”AG600 在山东青岛团
岛附近海域成功实现海上首飞。

右图 水陆两栖飞机 AG600在海面
滑行。

下图 水陆两栖飞机 AG600在海上
飞行。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鲲龙”展翅

海上首飞

近日，2020年 abc艺术书展在
北京时代美术馆正式开展。展览
集结创新力量，借独特的视角诠释
当代艺术。

图为书展上的创新设计产品。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炎炎夏日
感受书香

科技日报南京 7月 26日电 （记者金凤
通讯员柯龙婕旻）26 日 10 时许，国产大型水

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在山东青岛团岛附

近海域成功实现海上首飞。这是 AG600飞机

继 2017 年陆上首飞、2018 年水上首飞之后的

又一里程碑事件，也为下一步飞机进行海上

科研试飞及飞机相关性能验证奠定了基础。

9 时 28 分许，由机长赵生、副驾驶刘汝

钦、机械师魏鹏和监控观察员焦连跃组成的

首飞机组，按预定科目驾驶 AG600 飞机从山

东日照山字河机场滑行起飞。在空中飞行约

28分钟后，飞机抵达预定海域附近。

10时 14分许，青岛团岛附近海域，AG600

飞机逐渐降低高度。一瞬间，飞机的机腹已

平稳贴着海面滑行，激起阵阵白色浪花。10

时 18分许，降落在海面上的 AG600，完成机身

回转、调整方向，旋即重新加速、机头上昂、腾

空而起，在身后留下一道白色的航迹。

完成一系列既定试飞科目后，10 时 49 分

许，AG600 飞机顺利返回出发机场。伴随着

《歌唱祖国》的旋律，飞机通过欢迎水门，机

长赵生报告顺利完成首次海上起降科研试

飞任务。

作为我国“大飞机家族”之一的大型水陆

两栖飞机 AG600，是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

救援的迫切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

民用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

重大航空装备，它与运-20、C919 合称为中国

大飞机“三剑客”。

“这是一艘能飞起来的船，也是一架能游

泳的飞机。”中国航空工业通用飞机华南公司

总工程师、AG600 总设计师黄领才经常这样

形象地向别人介绍他的“宝贝”。

在 AG600 研制的数年间，黄领才每周工

作 7天是常态，每天工作 10多个小时是常事，

晚上都是 10 点后才回家，他几乎把自己扎根

在了工厂。经过无数个“5+2”“白加黑”，他和

同事用实际行动兑现了承诺：从立项、研制、

总装下线到成功首飞，AG600仅用了几年，如

今已成为国之重器。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海上首飞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