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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走，到安徽创新馆看‘黑科技’。”现在只

要你到安徽合肥来，第一个参观点很可能是

安徽创新馆。

稳态强磁场、同步辐射装置、墨子号卫

星……8月份普通的一天，“创新网红”馆里的

展品，始终令人目不暇接。

自去年 4 月 24 日开馆以来，全国首家以

“创新”为主题的展馆——安徽创新馆已接

待参观近 13 万人次。其为何能拥有超高人

气呢？

因为这里不仅可“看”科技，更是安徽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浓缩。

来 1号馆感受高端科
研成果

一踏入安徽创新馆的核心区域 1号馆，立

刻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展厅吸引。在

这里，除了可看到量子信息、聚变新能源、合

肥光源等大科学装置外，参观者还能借助视

频、模型等多媒体手段，近距离感受科学岛上

的全超导托卡马克“人造小太阳”、中国聚变

工程试验堆等高端科研成果。

2017 年 1 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

和科技部正式批准安徽省建设合肥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安徽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为主基地，着力构建“四个一”创新主平台，

有序推进“一室一中心”分平台建设，统筹推

进原始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

新，构建形成由点到面、由中心到全局的省域

创新网络，成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的最前沿和桥头堡。

三年多来，瞄准原始创新，聚焦信息、能

源、健康、环境四大领域，合肥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涌现出一批新成果、新技术、新突破，

尤以信息领域表现最为耀眼。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

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正式

开通；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单光

子 量 子 计 算 机 成 功 构 建 …… 在 2017 年 和

2018 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两次“点

赞”中国科大量子科技成果。

超前布局 精心呵护
未来产业发展

首 日 涨 幅 923.9%，盘 中 涨 幅 一 度 达 到

1002.82%，刷新科创板以及 A 股单日涨幅纪

录……上个月，首日登陆科创板的科大国盾

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盾量子）

表现十分抢眼。

在诞生地合肥，国盾量子用了 11 年的时

间实现了从蹒跚起步成长为全球领先的量

子通信设备制造商和量子安全解决方案供

应商。

“像量子这样的未来产业发展，一是需要

资本的力量，二是要有应用场景对接。除了

政府牵头整合资本力量，还需要实验网络，于

是合肥建了世界上第一个量子通信网。”合肥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朱胜利说。

正因有了政府的超前布局和支持，以国

盾量子为代表的量子企业、产业才得以蓬勃

发展。目前已拥有 20 余家量子关联企业，量

子产业链初步形成。

为了呵护、鼓励创新，安徽着力营造良好

创新生态，形成一系列保障创新的制度成果，

创新链条顶层设计日趋完善。“事业单位编制

周转池”“专利权质押融资”等改革举措，被国

务院列为全国推广的首批“全创改”经验。

创新不止于此。在合肥，集成电路、新

型显示、人工智能等 12 条重点产业链，均有

一位市领导挂帅当“链长”，建立起常态化服

务机制。

“我们在创新中遇到的问题，都能够通过

‘链长’制得到解决。”合肥矽迈微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谭小春说。

新兴产业实现“弯道超越”

合肥京东方 65 英寸、75 英寸面板市场出

货量位居全球榜首，合肥跃升为世界最大的

平板显示基地；长鑫打破全球寡头厂商对国

内市场的垄断，实现“中国芯合肥造”。

近年来，合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实 现“ 弯 道 超 越 ”，培 育 出 京 东 方 、长 鑫 等

行业领先的龙头科技企业，“无中生有”打

造 出 千 亿 级 别 的 国 家 级 新 型 平 板 显 示 和

集成电路等产业集群，“芯屏器合”组合大

显身手。

推动产业发展的背后，是合肥坚持做好

“强链补链延链”的文章。朱胜利表示，合肥

一直在重点关注科技含量高、市场有需求、国

家有需要的新兴产业。

据了解，为撬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合

肥灵活运用基金这一投资利器，通过国有资

本撬动社会资本，以“基金+产业”模式，实现

“四两拨千斤”。现已打造总规模超过 600 亿

元的国有基金丛林。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围

绕科大讯飞、华米科技等龙头企业，发起设立

总规模 50亿元的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基金，“中国声谷”获批成为首个国家级智

能语音产业集聚区。

今年 4 月，蔚来汽车中国总部在合肥“安

家”，联合江淮汽车打造世界级智造工厂。随

后德国大众“重资”入股国轩高科和江淮汽

车。频频动作透露出合肥的新目标：致力打

造第三个千亿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再

造新的增长极。

安徽创新馆：看黑科技 领略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叶 青 吴长锋

黄色的机身、厚厚的履带、尖锐的绞吸

头……8 月 19 日上午，常泰长江大桥 6 号

主塔墩施工现场，一台外形貌似微型“坦

克”的智能履带式绞吸机器人，被吊装着慢

慢进入主塔墩沉井内。

大型桥梁沉井作业的难点之一是“盲

区”取土。由于水下地形复杂，沉井隔仓形

成的盲区又难以视探，以往的吸泥设备，存

在取土不均匀，沉井安装倾斜、突然下沉的

风险。智能履带式绞吸机器人设计方介

绍，他们自主研发的这款目前国内首个大

型沉井水下取土的机器人，可以在水下行

走，并能通过智能感应系统给沉井下沉的

河床区域做“B 超”，探明工作环境，将施工

效率提升 4—6倍，同时减少人力。

破解水下盲区取土难题

在建的常泰长江大桥是长江上首座集

高速公路、城际铁路、一级公路“三位一体”的

过江通道，于2019年1月9日开建。其中主

航道桥为主跨1176米的斜拉桥，超过今年7

月1日刚刚开通运营的世界上首座跨度超千

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沪苏通大桥。

由中铁大桥局施工的 6 号墩沉井，是

国内目前平面尺寸最大的水中沉井，相当

于 13 个篮球场的面积、1.2 万辆家用小汽

车的重量。

“目前，大型桥梁沉井施工最大的挑战

就是盲区取土困难。”中铁大桥局常泰长江

大桥项目经理汤忠国说，在6号墩沉井内，众

多钢梁组合成一张蜘蛛网状的隔仓，将沉井

分隔成一个个空洞洞的井孔，这张“蜘蛛网”

下的河床区域就是沉井施工的“盲区”。

“沉井下沉时，隔仓的仓底会遭遇泥土

的阻力，下沉越深，阻力越大。而此次沉井

的最大入土深度达 48米，其中黏土层总厚

度达 21 米，相对坚硬，这意味着阻力更

大。以往的吸泥设备，有吸泥不均匀、取土

量难以控制的问题，这可能存在沉井局部

倾斜或者突然下沉的风险，会对沉井结构、

沉井内的设备和施工人员造成威胁。”汤忠

国介绍。

6 号墩沉井的盲区占沉井平面总面积

的45%，如何在这么大的水域看清沉井的取

土情况，让沉井安全着床？一年半前，汤忠

国团队开始设计智能履带式绞吸机器人。

为大桥沉井水下环
境做“B超”，工作效率提
高4—6倍

在施工现场，汤忠国介绍，他们为机器

人设计了水下走行系统、水下智能感应系

统、水下液压电气系统、自动绞吸排渣系统

和岸上的操作控制系统，相当于一边给沉

井的水下作业环境做“B超”，一边施工。

“每个井孔的水下地形有高低起伏，

机器人处理完井孔中的泥土后，利用水下

声呐传感和摄像设备，辨别盲区位置，并

将感应信号传到地面。工作人员设定吸

泥深度等数据，通过调节液压机械臂的角

度，清理盲区泥土。这样一来可以确保均

匀取土，二来保护沉井的井壁不被破坏。”

汤忠国说。

挖土后，机器人还会将泥土和残渣吸

到江面上运走。汤忠国说：“传统吸泥设备

每小时吸土约 40立方米，但智能履带式绞

吸机器人可以吸土 200 立方米左右，工作

效率提高 4—6倍。”

水下地质环境复杂，取土中，万一用力

过猛，可能遭遇“没顶之灾”。对此，汤忠国团

队还给机器人设计了“自救”功能，“取土中，

系统一旦监测到沉井下沉速度超过一定范

围，会自动预警，迅速将机器人拉上来”。

基于这样的智能控制，吸土过程也将

大大节省人力，汤忠国算过一笔账，采用传

统吸泥设备，大约需要 6人作业，但现在只

需 1人便可操作该机器人。“根据目前的施

工进度，预计明年春节左右，沉井将下沉到

设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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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化营商环境、方便群众办
事，近日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
县 24 小时自助政务服务厅投入使
用。该服务区共 22 台自助服务设
备，可实现工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
许可、施工许可等审批服务事项，以
及不动产登记信息、社会保障、税务
办理、交通违法处理等便民便企公共
服务事项的自助办理。

图为 8 月 20 日，市民在 24 小时
自助政务服务厅办理业务。

新华社记者 王晓摄

政务服务

24小时“不打烊”

8 月 20 日，今年入汛以来长江上游最大

洪峰“长江 2020 年第 5 号”洪水和“嘉陵江

2020 年第 2 号”洪水正在通过重庆主城中心

城区。根据长江委水文上游局监测：寸滩站

20 日 8 时 15 分出现洪峰水位 191.62 米，超保

8.12 米。磁器口、南滨路、朝天门等多个重庆

地标性地点形成“看海”之态。

重庆近日烈日当空，为何却遭遇历史上

罕见特大洪水“袭城”？对此，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了重庆市水利局有关专家。

洪水如何形成？上游
降雨量大、两江洪水叠加
“造成重庆这次历史上罕见特大洪水的

原因主要有三点。”长江委水文上游局水情预

报室副主任张娜表示，近期，重庆上游地区连

续出现大面积强降雨天气过程，导致此次洪

水峰高量大；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等河流

同时超警超保，在长江、嘉陵江重庆段形成多

流汇集；加之两江上一轮洪峰刚刚过境，水位

尚未退去，两轮洪峰前后叠加。

虽然重庆近日烈日当空，临近的四川却

遭遇暴雨“车轮战”。8 月 18 日 5 时四川启动

Ⅰ级防汛应急响应，是四川有记录以来历史

上首次启动Ⅰ级防汛应急响应。

四川境内长江流域岷江、沱江、嘉陵江干

流和支流涪江持续出现暴雨、大暴雨、局部特

大暴雨，连续强降雨致多条支流岷江、沱江、

涪江出现历史排位性洪峰流量。

“两江洪水间隔时间短，叠加而来，形成

了顶托之势，难以理解错峰。”重庆市水利局

水文与防御处处长宋刚勇解释，对于长江上

游来说，当寸滩水文站流量或三峡水库入库

流量达到 50000立方米每秒时就会进行编号；

而对于嘉陵江和涪江来说，嘉陵江支流小河

坝站超过警戒水位 238米则编号。

从 7 月 2 日到 8 月 20 日的一个多月时间

里，三峡水库共有 5 次编号洪水入库，8 月 14

日“长江第 4 号”洪水形成到 8 月 17 日“长江

第 5 号”洪水形成仅间隔了 3 天；而“嘉陵江 1

号”洪水与“嘉陵江 2 号”洪水也只间隔了 4

天时间。

加之重庆中心城区位于长江、嘉陵江交

汇处和三峡库区尾部，长江流域上游岷江、沱

江汇入长江后由西南向东北横贯重庆中心城

区，嘉陵江流域上游涪江、渠江于重庆市合川

汇入嘉陵江后，从北向南在重庆朝天门与长

江汇合，从而导致此次重庆主城高水位持续

时间偏长。

张娜表示，此次洪水峰高量大、峰型宽

胖，如长江寸滩站 18日凌晨 3点超保证水位，

达到 183.63 米，20 日 8 时 15 分出现洪峰水位

191.62 米，超保 8.12 米，从超保到出现洪峰超

过两天时间，预计洪水退去会需要更长时间。

水利工程调度力保长
江中下游安全

面对汹涌洪水，重庆通过提前预警、水利

调度等措施科学应对，尽量降低洪水影响。

“通过预警预报，我们做了提前准备。”重

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站长王云表示，从四川有

降雨预报开始，重庆市多个部门就开始做准

备，洪峰进入中心城区时提前了 30 多个小时

预警，从 11 号开始对“长江 5 号”进行应对部

署，对相应地区人和物提前平稳有序地进行

了转移。

“我们采用了提前腾库，拦峰错峰等措施

调度水利工程，尽最大可能减少对重庆的影

响。”宋刚勇介绍，水利工程调度都是充分利

用已经建成的大中型水库的蓄水、挡水和泄

水的功能，对江河的水量在时间和空间上进

行调解和重新分配，来控制特定河段的水位，

减轻防御压力的过程。

今年，重庆市水利局采用了提前腾库，拦

峰错峰等措施调度水利工程，共发布了 43 期

工程调度令。同时，协调水利部、长江水利委

员会和四川省、贵州省相应的水利部门，对长

江上游的水库、嘉陵江流域的水库和乌江流

域的水库实施梯级联合调度，来减轻重庆的

防洪压力。

宋刚勇表示，整个上游的来水如果不拦

截，进入三峡水库的长江干流洪水将突破

87500 立方米每秒。此次拦蓄流量 13500 立

方米每秒，不仅减轻了重庆的压力，也保障了

长江中下游的安全。如果没有上游的水利工

程调度，长江中下游可能会全线超警。

烈日当空，重庆为何却遭遇洪水袭城
本报记者 雍 黎 实习生 徐 勇

8 月 19 日，由青岛西海岸新区山东深海

冷水团海洋开发有限公司为主体实施的深远

海绿色养殖试验项目通过了专家评估，项目

所在区域被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批复

为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这是全

国首个国家级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

据介绍，该试验区总面积 553.6 平方公

里，试验区内世界最大全潜式深远海养殖网

箱“深蓝 1 号”养殖的十数万尾鲑鳟鱼将陆续

投放市场。

青岛西海岸新区将着眼深远海高技术

产业集聚区和陆海统筹体制创新，稳步扩

大深远海养殖规模，配套打造深远海养殖

管理中心、黄海冷水团养殖研究院、冷水鱼

苗种繁育基地、加工基地、装备制造基地等

完善的产业链条，为海水养殖走向深远海、

三产有效融合、新兴产业培育探索出一条

新路径。

创建全国首个国家级深远海绿色养殖

试验区是青岛西海岸新区落实海洋强国战

略 、全 面 经 略 海 洋 的 又 一 重 大 创 新 举 措 。

该试验区建成后，将进一步推进冷水团养

殖开发的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为

全国深远海养殖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预计，2025 年建成大型钢结构深远海

智 能 养 殖 网 箱 12 座 ，养 殖 高 价 值 冷 水 鱼

1200 万尾，形成较为完备的深远海“养殖—

加工—销售—服务”产业链；2035 年养殖海

域扩展到试验区全域，建成各类现代化养

殖设施 100 座，实现养殖能力 1 亿尾，年产

量超过 50 万吨，产值 300 亿元，打造成为以

试验区为核心，辐射周边海域、面向全球市

场的深远海养殖基地。

青岛创建全国首个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
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 讯 员 刘 伟 代海飞

经过科学保护和管理，黑龙江省富锦市湿地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改善，绿海涟漪，秀丽
如画。

图为8月20日富锦国家湿地公园内的美景。 新华社发（张涛摄）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0日电 （记者张
盖伦）8 月 20 日，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教

育部于近日印发《关于做好 2020 年秋季学

期教育教学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

全面恢复教育教学秩序。

通知指出，各地各校要充分认识恢复

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

重大意义，按照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技术方案要求，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形势和

学校实际，积极稳妥制定开学工作方案。

要按照“错区域、错层次、错时、错峰”“属地

统筹”等原则，周密安排 2020 年秋季学期

开学工作，全面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通知要求科学精准做好校园疫情防

控。开学前，要建立完善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做好防疫物资储备和校园环境卫生整

治，“一人一档”制定返校学生信息台账，

确保学生返校全程可追溯。开学后，要严

格日常管理，严格把好校门，严格活动管

控，强化教室、食堂、宿舍、实验室等重点

场所疫情防控及安全管理。突出对“重点

地区、重点人、重点节点、重点事”的防控，

针对国内境外疫情重点地区、无症状感染

者、有重点地区旅行史或病史人员、秋冬

季 传 染 病 高 发 时 节 等 强 化 关 键 环 节 管

理。要与卫生健康等部门密切配合，健全

预警、预防机制。

通知要求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地各

校要坚持底线思维，制定完善本地本校应急

处置预案。要组建应对学校突发新冠肺炎

疫情应急工作队伍，加强应急工作人员培

训。要与卫生健康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形成

“点对点”的协作机制，协同开展应急预案全

员、全过程、全要素演练，把做好应急演练作

为开学、开园的必要条件。要确保应急工作

机制运转顺畅，一旦发现疫情，能够快速启

动，第一时间隔离、第一时间报告，高效处置，

将疫情处置控制在合理范围。

教育部：全面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