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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一场噼里啪啦的大雨后，天空慢慢

放晴。

8月 5日，在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刘圩镇

四野牧业养牛基地里，脱贫户林冬梅正挥

动着大扫把，把草料扫到食槽里，引得 90

多头膘肥体壮的岭南牛“哞哞”叫唤。

林冬梅是青秀区刘圩镇那床村村民。

她家里有 4口人，女儿智力残疾，家庭负担

较重。“过去，我们家只能一人出去打工，一

人在家照顾小孩，收入又不稳定，生活挺难

的。”林冬梅说。

2016 年，青秀区引进四野牧业，开始

发展肉牛养殖产业。2018 年 9 月，林冬梅

在村干部的介绍下，来到养殖基地从事喂

养和保洁工作。“从家里来上班，骑电动车

只 要 七 八 分 钟 。 在 这 里 每 个 月 能 拿 到

1800 元的工资，还能照顾小孩。”对于现在

的生活，林冬梅很满意。

那床村驻村工作队员柯炜焘给科技日

报记者算了算：“林冬梅每个月有固定收

入，政府通过低保、产业以奖代补、委托认

养肉牛的方式给予他们收入上的扶持，再

加上还种有辣椒、西瓜等经济作物，一年下

来，她家里的收入大概有 3万多元。”

这两年，已经脱贫的林冬梅家里发生

了不少新变化。“政府补贴 1万元给我们家

翻新了房子，家里买了打田机，农忙时不用

请人，还买了冰箱，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林

冬梅说。

漫山遍野的牧草翻起绿浪，毛色亮泽

的肉牛悠闲地吃着饲料，空气中弥漫着青

草的味道。在刘圩镇，四野牧业建起了肉

牛产业示范区，以新的产业发展思路——

“循环经济”，带动那床村、那度村、谭村等

多个村屯发展扶贫产业。

“我们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实行

‘秸秆回收—生物饲料—肉牛扩繁—粪肥

加工—商品销售’的养殖模式。”广西四野

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伍关宗说，通过产业

经营带动、发展生产带动就业、组织培训、

合作经营等方式，带动贫困户加入肉牛产

种养各环节，实现企业增效、贫困户增收。

除了林冬梅，肉牛产业示范区里还有

数十名村民长期从事保洁、饲养、牧草收储

等工作。作为当地的产业扶贫项目，肉牛

产业示范区优先安排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业，解决就业岗位 70余人，临时用工 200余

人，带动贫困户 10余人稳定增收。

20 多公里之外，青秀区金花小镇休闲

农业示范区 5500 多亩金花茶整齐排列，苍

翠茂盛。金花茶园里，脱贫户潘美华正在

选取健壮的金花茶枝条，扦插到土壤里。

潘美华家在附近的长塘镇天堂村，这

几年她在金花小镇从事锄草、施肥、浇水等

金花茶护理工作，每天收入 80元左右。“另

外家里 5 亩多的土地流转出去还有租金，

生活越来越好了。”潘美华说。

金花茶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素有“茶

族皇后”之称。“目前野生金花茶资源数量

稀少，金花茶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对金花

茶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有重要作用。”广西源

之源生态农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德龙

说，通过发挥金花小镇作为国家级“星创天

地”的技术和资源优势，种植金花茶树，既

能保护开发金花茶资源，又能推动群众增

收致富。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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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付毅飞）8月 6日 12

时 0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九号 04星送

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高分九号 04 星是一颗光学遥感卫星，

地面像元分辨率最高可达亚米级，主要用

于国土普查、城市规划、土地确权、路网设

计、农作物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可为

“一带一路”建设等提供信息保障。

此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清华科学卫

星。该卫星由清华大学负责研制，将在轨

对重力卫星系统设计方法、基于双频 GPS

的精密轨道大气密度测量方法等理论与技

术进行飞行验证。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342 次飞行。至此，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

30年 50发全部成功。

上图 卫星发射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汪江波摄）

高分九号 04 星发射成功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十四

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编制和

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

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

济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息息相关，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

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

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

建言献策，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

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

来，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

我国将于 2021 年开始实施“十四五”规

划，目前党中央正在组织制定“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议。根据习近平重要指

示精神和规划建议编制工作安排，有关方面

近期将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干部群众、专家学

者等对“十四五”规划的意见建议。

习近平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齐 心 协 力 把“ 十 四 五 ”规 划 编 制 好

粉色外墙的六层居民楼，规划整齐的停

车位，袖珍的小花园，干净的道路……细雨

中，走进上海长宁区北新泾街道新泾六村，

一点也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建成于 1996 年的

老小区。

和“外在美”比起来，更让小区居民舒

心 的 是 ，再 也 不 用 为 污 水 排 不 下 去 而 恼

火。“我家住三楼，以前洗澡水半天下不去，

急死人。”新泾六村居民张丽琼说，去年夏

天，小区完成了污水管改造，终于可以痛痛

快快地洗澡了。

2000年以前建成的房子，污水管都是铁质

的。时间长了，油污附着腐蚀管壁形成厚厚的

“结石”，管道越来越窄，排水越来越难。居民家

里随之出现管道堵水、墙面渗水，甚至楼上漏水

造成楼下屋顶墙面涂料鼓包、脱落等情况。

统一把铁质污水管换成 PVC 材质管道，

需要楼上楼下全部同意。张丽琼说，施工要

进到家里，要破坏装修，还暂时影响卫生间浴

室的使用，居民对这件事的想法也各不相

同。比如，住五楼六楼的，更换意愿就没那么

迫切；家里装修比较新的，会权衡得失，犹豫

不决。一竖排上下六户施工只需两周时间，

但整个小区完成换管用了两年多。

“整个过程中老百姓不用花一分钱。破坏

掉的装修，工程队尽量去配到一样的地砖给装

好，施工期间，可以去居委会洗澡。总之，居民

提出的要求都尽可能得到满足。”张丽琼参与了

居委会的动员工作，挨家挨户了解具体诉求。

1949年出生的她是一名老党员，48岁从上海市

第十钢铁厂退休后，当过7年居委会主任。在协

调、做工作方面，她有热情，也有经验。

与污水管改造类似的还有加装电梯，需

要一个门洞的居民一致同意。而更难的是，

装一台电梯的六七十万费用需要居民来摊，

协调工作的复杂性可想而知。尽管如此，越

来越多老楼房都“挂”上了明亮的电梯。

在上海静安区临汾路街道临汾小区，常

能看到遛弯回来的宠物狗“牵着”买菜的主人

去坐电梯。这是上海市第一个成规模批量化

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小区，已有 20

个楼组完成加装，比例超过 55%。

临时党支部发挥了重要的动员作用。静

安区临汾路街道临汾路 375 弄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吕文浩说，组建电梯临时党支部，把街

道、居委会、小区、驻区单位的党员都动员起

来，通过“党建引领、政府协调、居民自治”，电

梯一台一台装上了，居民上下楼大大方便了，

愿意加装电梯的居民也就越来越多。

在上海，“老破小”正在旧貌换新颜，用

微更新的方式与国际大都市和谐统一，交相

辉映。

杨浦区武川路 222 弄小区里，新建好的 3

幢 3层和 2幢 7层住宅陆续迎回这里原本的居

民。难以想象，这几幢暖色调的坡屋顶小楼

前身，是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7幢 2层砖

木结构不成套房屋，俗称筒子楼，几家共用卫

生间，在楼道里搭厨房做饭。由于地势低洼，

多年大雨后积水腐蚀房屋，地板、楼梯、门窗、

梁柱都被白蚁蛀空。 （下转第三版）

内外兼修 上海老旧小区华丽转身

“一周时间！一周时间将探测距离再提

高 20%！这‘硬骨头’只有交给你们，也只能

交给你们！”近日，中国某研究院武器装备副

总设计师风尘仆仆赶到国防科技大学，他负

责的某型武器装备定型在即，8月份将做外场

试验。他来，是为了让该校自动目标识别

（ATR）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为该型武器装备

作战性能的提升给予技术支持。

在我国精确制导自动目标识别技术领

域，这个科研团队可说是大名鼎鼎。为导弹

装上“超强大脑”以实现精确打击，是该团队

奋斗终生追求的誓言。

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研究团队？

他们究竟作了哪些贡献？近日，这个科研群

体向科技日报记者揭开了神秘面纱。

破解迷雾，让制导武
器“学会思考”

6 年前的 7 月，国内媒体报道了中国在境

内进行了一次陆基某型装备技术试验，试验

达到了预期目标。一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

聚集在了这一句话新闻上。有军事专家评价

说，中国现在所进行的这次试验，其战略意义

不亚于“两弹一星”工程。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多年前，我国就已经

成功进行了类似装备技术试验，而确保神剑

顺利出鞘飞天、精准命中目标的，正是该团队

为其量身打造的“超强大脑”。

“自动目标识别技术就是给精确制导武

器装上的‘超强大脑’。”该实验室主任李晓解

释道，“有了‘大脑’之后的导弹会‘思考’，在

打击敌方运动目标的时候就如同猎豹追踪猎

物，反应迅速、打击精确。”

越是耀眼的光环背后，越是常人难以想

象的艰辛。

打什么仗、在哪儿打仗、跟谁打仗？胜战三

问，是始终笼罩在各级指挥员心中的“战场迷

雾”。而在电磁领域，复杂电磁干扰环境形成了

现代战场的电磁“迷雾”，令精确制导武器失去

了准头。早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

列采用箔条干扰“冥河”舰舰导弹，使得埃及、叙

利亚发射的几十枚导弹无一枚命中目标。

如何破解战场“迷雾”，让制导武器“学会思

考”——实现自动目标识别，美国、以色列等国

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相继开展研究。但

彼时的中国，在相关科研领域却还有待开始。

1992 年，为加快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

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国防科工委决定启动

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建设。搭乘发展“快

车”，国内首个自动目标识别重点实验室落在

了国防科技大学。

“武器装备这么落后，还做什么自动目标

识别，这不是天方夜谭嘛！”“写写论文还可

以，怎么可能做得出来！”……尽管当时团队

在该领域内处于领先地位，但它却是一个孤

独的“领跑者”，无数质疑的目光让它身后“跟

跑”乏人。 （下转第三版）

锻 造 大 国 利 器 的“ 超 强 大 脑 ”
——记国防科技大学自动目标识别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群体

科技日报讯 （洪恒飞 柯溢能 记者江
耘）记者日前从浙江大学获悉，该校胡欢研究

员团队联合美国 IBM 沃森研究中心以及东华

大学彭倚天教授团队合作发明出一种新型纳

米球探针技术，可以精准测量纳米到微米尺

度范围的界面，填补了该尺度空缺，解决了纳

米摩擦学领域的重要技术瓶颈。

原子力显微镜被用于研究物体接触时的

“力量”，其核心构件探针如同昆虫的“触角”，

能够将样品表面的作用力转换成微悬臂梁的

弯曲，进而通过激光束探测到。其中球形原子

力探针在形变、硬度、力学属性等方面更具优

势。然而传统球形原子力探针尺寸为1—10微

米，在纳米尺度的测量存在盲区。与此同时，

球形探针通过胶水粘贴，粘贴位置因难以把控

而会影响精确度，遇到高温或液体容易脱落。

“高能氦离子束可以聚焦成为直径在 0.5

纳米左右的束斑，像一把超级小的刀，能够将

材料在纳米尺度任意切割，但在硅材料衬底

中注入高能氦离子束会形成隆起。”胡欢说，

研究组进行了第一个利用氦离子隆起效应制

造纳米球探针的实验。通过聚焦离子刻蚀在

普通原子力显微镜探针上雕刻出一个平台，

在平台上精准定位后注入高能氦离子束，使

得单晶硅隆起，实现了一种稳定可靠的纳米

球探针技术制造工艺，制成了具有高分辨率、

高准确性、耐高温的球形探针，针尖的直径可

在 100纳米到 1微米之间精确调控。

胡欢表示，该技术有利于促进纳米摩擦

学、生物材料的测试和研发，对材料学、摩擦

学、生物医学都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研

究论文刊发于学术期刊《兰格缪尔》。

新型探针问世 测量原子力有了纳米“触角”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传书 通讯员严偲
偲）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获悉，该材料界面研究中心喻学锋研究

员团队成功开发一种基于微胶囊技术的长

效抗微生物涂料，通过了国内外多家第三方

权威机构的检测。该涂料对病毒和细菌均

展现出显著杀灭效果，且有效防护时间可长

达半年之久，可广泛应用于日常物体表面消

毒、空气过滤、水体净化、冷链运输等工作和

生活领域。

当前广泛使用的抗微生物材料通常包括

醇类化合物、酚类化合物、金属盐、过氧化物

类等，它们能够实现常见微生物的杀灭，但普

遍存在作用时间短（有效防护时间通常仅数

小时）、挥发过快导致较大毒性以致危害人畜

健康等问题。

面对这一难题，科研团队基于前期在

微胶囊技术、金属离子修饰技术和涂层技

术领域的积累，开发出一种具有持久抗病

毒和抗菌功能的涂料。该涂料的主要原料

是一种特殊设计的微胶囊结构，以复配的

抗微生物活性试剂为芯材，以特殊树脂为

壁材，通过合理的微胶囊结构设计，从而实

现芯材的可控缓释，并通过复配金属离子

的修饰增强抗微生物功效。

据介绍，使用时喷涂在物体表面后即可

实现对病原微生物接触杀灭，并可快速形成

一层薄膜，通过对活性试剂的缓释实现对微

生物的长久抑制。同时，可形成超疏水表

面，使得微生物难以在表面停留，起到抗黏

附的功效。这种多功能抗微生物涂料使用

简单，可广泛应用于物体表面、空气过滤、水

体净化等多个领域，在物体表面的有效时间

可长达 6 个月，扩大人为干预对病原微生物

传播的效果和对易感人群的保护效果，大幅

度增加公众场所维护卫生安全的效率与覆

盖范围。

基于微胶囊技术的长效抗微生物涂料研制成功

本报记者 杨 雪 王 春 龙跃梅

本报记者 张 强
通 讯 员 方 娇 姚 宏

近日，“WAVELENGTH：边界之间”沉
浸式当代艺术体验大展在北京时代美
术馆开展。展览携手11位知名当代艺
术家、多家跨界文化艺术机构，开创国
内首个当代艺术展览与跨界文化集成
体相结合的全新展览模式。展览展示
了包含视觉艺术、雕塑、新媒体互动装
置等在内的 13 组作品，为观众呈现出
特殊的感官体验。

图为观众体验先锋艺术作品。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先锋艺术

沉浸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