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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人在家中坐，却能对城市的每个角落了

若指掌；面对电脑，所有工地的渣土车行踪清

晰可见；一个电梯摄像头加上大数据、人脸识

别技术，就能知道这栋楼里的独居老人有多

久没出门，是否需要援助……这些影片中常

见的情节和场景，已经在北京真正实现！

加快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全力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最终造福百姓、提升居民获得

感，成为北京市发展的新路径之一。

高科技应用见成效

说起高科技中心，北京市海淀区在全国

都有赫赫威名。这里有创新代表地中关村，

有互联网公司聚集的后厂村，被誉为“中国硅

谷”。在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历程中，海淀始

终是“先行者”和“带头人”。现在，海淀也是

高质量发展新模式的倡导者。

北京市海淀区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关村科学

城主要创新指标经历短暂承压走低后快速复

苏，走出“V”形反转曲线；海淀园规模以上高

新技术企业实现总收入 1.12 万亿元，同比增

长 8.1%。截至 7 月底，全区新增上市公司 10

家，预计全年新增上市公司 15家。

如今，海淀正全力构筑高品质城市新形

态，建设科技创新治理改革试验区，并打造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海淀从 2018 年开始启动的城市大脑建

设，是诸多案例中的代表，目前已经初见成

效。城市大脑通过 AI 技术、大数据分析等，

对城市运行态势进行全感知、全互联、全分

析、全响应、全应用，有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

痛点难点问题。

未来，海淀城市大脑计划用 5年左右的时

间，打造国内一流的新型智慧城市治理平台。

“腾笼换鸟”，建材基
地汇聚智造企业

在海淀西三旗地区，又有另一番新光

景。智能防疫机器人帮助社区工作者开展健

康排查；通过语音就可以操作电梯；智能语音

电子病历系统让医生解放双手，快捷便利地

打印……多家智能制造企业在这里汇集，多款

人工智能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令许多人想不到的是，现在高新科技企

业云集的产业园区，4年前曾经是金隅集团天

坛家具工业厂房。环境脏乱、噪音巨大、无比

拥堵，是附近居民对这里的深刻印象。

经过“腾笼换鸟”，这里成为金隅智造工

场，国际著名智能制造企业云集，为近万名科

技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金隅老员工周

金元表示，自己居住在附近，又参与改造过

程，见证变迁，改造完成以后，不仅产业升级，

园区环境也大变样，周围居民常来散步，更有

获得感和幸福感，倍感舒适之余还真有种“不

敢相认”的感觉。

“凤凰涅槃”，锅炉房
里的文创很“得劲”

在北京，以高质量发展带动人民群众奔

向小康生活的案例可不只发生在海淀。“藏”

在北京南部的最工业风新媒体产业基地亦是

老百姓心中标杆性的存在。

位于北京南五环大兴区的首兴永安供热

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3 年，大大的厂区内坐落

着为北京市民供暖的锅炉房。曾经，这里既

是周边诸多居民的“热源”，亦是他们的痛苦

之源。住在附近的居民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以往一到供暖季就尘土飞扬，根本不敢开窗。

如今这一景象已经不复存在。“煤改气”

工程实施后，昔日“灰头土脸”的锅炉房摇身

一变成了工业风设计的新媒体产业基地，吸

引了一批优质文创企业入驻，同时年减少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排放 400 余吨，使

全区污染物排放减少 10%。200 余家企业在

这里想出一个个金点子，焕发着青春活力。

智 慧 之 城 幸 福 多
——北京市高质量发展之小康样本系列报道（一）

本报记者 李 艳 华 凌

这是一片神奇的高原，千山耸立，万水

奔腾。

这是一片浑厚的土地，沧海桑田，见证

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科学分析西藏工作面临的形

势，深刻阐释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部署和推进西藏工

作，为新时代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夏秋之交，天朗气清，格桑花开，高原

大地生机勃勃，景美如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西藏各族儿女正意

气风发、携手同行，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

大道上。

党的恩情记心间
——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
瞩、谋篇布局，为新时代
西藏发展指明方向

西藏林芝市 318国道旁，巨柏林葱郁挺

拔，巴吉村的民居掩映其间。

作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巴吉村 2019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1200 万元，村民人均

纯收入 3.4万元。

这个西藏的小村庄，习近平同志曾两

次来过，并叮嘱“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增加收

入，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

“按照总书记说的，我们大力发展村集

体经济，没有一人在致富的路上掉队。”巴

吉村党支部书记米玛说。

喜马拉雅莽莽苍苍，群山起伏绵连，一

座座高矗的山峰犹如无字丰碑，见证和记

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雪域高原发生的

巨变。

西藏和平解放近 70 年来，历届中央领

导集体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关心西藏人

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战略高度，着眼于西藏同全国一道实现

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为新时代雪域高原发

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作 为 我 国 重 要 的 边 疆 民 族 地 区 ，西

藏高寒缺氧，地处边陲，反分裂斗争任务

艰巨。

特殊的自然地理、历史因素，决定了西

藏是完善国家治理、实现全面小康、推进现

代化建设的重点难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进入了全力推

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阶

段。维护西藏和谐稳定、实现西藏繁荣进

步，是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时代如何治理西

藏，进一步推进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

实现西藏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

着深刻的思考。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2013 年 3 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提出治边稳藏重要论述，强调西藏

工作在边疆治理、国家治理中的特殊地位。

2015年 8月，北京。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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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施卫娟 记者张
晔）全国首个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省级粮食

物资类研发创新平台——“苏粮硅谷”，近

日在南京揭牌成立。该平台将开展好粮食

交易大数据挖掘与应用科技研发，构建现

代粮食信息化技术体系，促进粮食科技成

果转化与应用，打造国内领先的粮食物资

类产学研高地。

在南京市最大粮食储备库——南京灵

山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的 11 个廒间里，综

合粮情监测设备正在稳定运行，这是“苏粮

硅谷”科研项目之一。该设备是基于无线

传感网络的新一代粮情集成检测设备，具

有多种气体、虫害、温湿度等多项指标检测

功能，可准确地判断分析仓内粮情变化情

况及其活动规律，为科学及安全储粮提供

技术保障和科学依据。

“苏粮硅谷”由南京财经大学信息工

程学院、江苏粮油商品交易市场以及江

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油质量监测所

三方共建。目前，该平台已承担多项国

家 、行 业 、省 科 研 计 划 。“ 面 向 粮 食 安 全

保障的数字粮库关键技术及应用”成果

覆 盖 8800 户 农 业 合 作 社 ，对 552 个 粮 库

进行了信息化改造，粮食损失损耗降到

1% 以 内 ，宜 存 率 提 高 到 98% ，储 粮 化 学

药 剂 使 用 量 减 少 80%，创 造 直 接 经 济 效

益 2.46 亿元。

全国首个产学研粮食物资平台“苏粮硅谷”成立

特高压变电站的
“5G慧眼”

中关村科学城城市大脑展示体验中心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在青海—河南±800 千伏特高压
直流工程豫南换流变电站内，基于 5G
网络的“慧眼”全方位监视着站区。针
对特高压变电站规模大、设备种类多的
特点，该电站于今年5月实现5G网络站
内全覆盖，配置适用 5G 网络的巡检机
器人、无人机及高清视频监控设备，提
升巡检监视设备的感知能力，确保特高
压工程安全平稳运行。

图为 8 月 27 日，巡检机器人在变
电站内巡检。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摄

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 8 月 27 日

联合发布的《2019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

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2019 年，全国

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22143.6

亿元，比上年增加 2465.7 亿元，增长 12.5%；

R&D 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为 2.23%。

科技经费投入呈现三
大突破
“2019 年我国科技经费投入表现出三个

突破，第一个突破是研发经费突破 2 万亿元，

增速达到 12.5%，连续 4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辉锋

对科技日报记者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较上

年提高 0.09 个百分点，为 2012 年以来最大增

幅；且这一数字达到历史新高，超过 2018 年

欧盟 15国平均水平。

《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

为 1335.6亿元，比上年增长 22.5%，占 R&D 经

费比重为 6.03%。高等学校、政府属研究机构

和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分别为 722.2 亿元、

510.3 亿 元 和 50.8 亿 元 ，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22.4%、20.6%和 51.6%。其中，高等学校和政

府属研究机构对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

贡献分别为 54.0%和 35.6%，比上年提高 2.9和

1.9个百分点。

“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首次突

破 6%，这是第二个突破。基础研究经费较上

年增长 22.5%，为 2012 年以来最高增速。”刘

辉锋说，2012年以来，基础研究经费占比稳步

提高，2015年突破 5%，2019年突破 6%。

“这离不开国家对基础研究给予的前所

未有的重视和支持。”刘辉锋说，2018年，国务

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

意见》后，科技部牵头颁布了多项加强基础研

究的政策，其中特别强调提高基础研究经费

投入力度，拓展和完善基础研究投入渠道。

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的第三个突破，则是

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突破 1 万亿元，达到

10717.4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4173.2 亿元，增长 11.6%，为 2012 年以来最高

增速，占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的比重为 38.9%。

“三个突破成绩的取得，表明我国的科技

经费投入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创新型国家建设迈入历

史新阶段。”在刘辉锋看来，党的十九大以来，

科技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创新

创业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相继贯彻落实，在

创新链的投入端实质性加大了对研发和创新

活动的支持力度。

《公报》指出，2019 年，企业 R&D 经费达

16921.8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1.1% ，占 全 国

R&D 经费的比重达 76.4%，对其增长的贡献

达 68.5%。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首席统计师

邓永旭认为，企业 R&D 经费投入强度的稳步

提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转第四版）

基础研究经费增长 22.5% 财政科技支出破万亿
——专家解析《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本报记者 刘 垠

开栏的话
近日，举国上下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成为社会新风尚。勤

俭 节 约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优 良 传 统 。 反 对 铺

张、崇尚节俭，聚焦餐饮浪费只是一个开

始。即日起，《科技日报》特开设“浪费可

耻、节约为荣”栏目，将陆续报道各地、各部

门、各行业领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

做法经验和取得的成效，特别是科技界对

制止浪费、厉行节约的看法和做法，助推全

社会崇尚节俭蔚然成风。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诗，几乎

每个中国人孩提时期即能朗朗上口。

然而，这些年随着物质条件越来越发达、

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浪费粮食渐渐成为一种

集体无意识。以至于，在大胃王吃播流行的

数年间，我们质疑过这种直播的真实性，也担

忧过主播的身体健康状况，却鲜有从浪费粮

食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满足受众猎奇心理的恶

趣味。

在日常生活中，与讲排场、搞铺张比起

来，浪费现象也更多存在于不经意间：一桌人

聚餐多点几个菜，剩一点无所谓；自助餐想拿

什么就拿，反正不用多掏钱；冰箱里的东西想

不起来吃，陷入买和扔的循环往复……相信

大多数人的浪费粮食并非有意为之，程度也

不至于多夸张，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种

集体无意识对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是危险的。

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

要指示恰逢其时。特别是今年新冠疫情对全

球的影响，更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得以在“暴

风骤雨”中稳舵前行，我们的粮食和重要农副

产品稳定供给功不可没。正所谓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立足于长远，确保粮食安全这根弦

要时刻紧绷。毕竟，居安思危一直是中华民

族风雨中行稳致远的文化法宝。反对浪费，

每个国民都责无旁贷。

践行节约，关键在于意识的觉醒，观念的

扭转。生活好了，日子甜了，不代表要遗忘中

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珍惜粮食，不

是钱的事，也不是面子的问题，而是你我生活

习惯上的一种自律。这既是对粮食生产劳动

的尊重，也是为国家、为世界节约资源。

当人人都对“舌尖上的浪费”说不的时

候，“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社会新风尚也就

自然形成了。

对“ 舌 尖 上 的 浪 费 ”说 不

杨 雪

科技日报讯 （于建设 李迪 记者盛利）
日前，记者从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获悉，我国

自主研发的复杂山地高含硫化氢气田集输系

统安全高效运行关键技术通过鉴定，整体技

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部分填补国际空白。

“目前，该项技术成果已应用于普光气田

集输系统，管道腐蚀、应变风险预警率 100%，

泄漏报警准确率达到98%以上，为普光气田集

输管道装上了安全‘门闩’。”中原油田普光分

公司采气厂技术管理办公室主任李代柏表示。

普光气田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普光

镇，是我国首次成功投入开发的特大型高含

硫气田。随着气田的快速开发，气藏生产压

力的降低与地层水的产出，集输管道积液、硫

沉积，产出水氯离子含量增高，腐蚀控制难度

加大，泄漏检测控制技术需求更高，积液与硫

沉积治理技术需求日益突出。

经过数年的研发，该科研团队完成了以

在役高压高含硫集输管道腐蚀检测与风险评

价等 4 项技术为核心的复杂山地高含硫化氢

气田集输系统安全高效运行关键技术，形成

了“腐蚀和应变预警灵、泄漏报警准、积液控

制与硫沉积治理强、能效综合效率高”的控制

链条，为集输系统连续安全环保运行提供了

技术支撑。他们建立了以四级关断+应急喷

淋和硫化氢快速收集与处理的“1+2”泄漏控

制网络，泄漏报警准确率大于 98%，关断逻辑

符合率 100%，确保泄漏得到及时有效的处

置，降低了气田泄漏的风险。

同时，针对长期服役集输管道在新的腐

蚀环境下的腐蚀检测、评价与预警难题，该团

队集成全覆盖腐蚀检测和应变预警监测技

术，首创高含硫天然气集输管道腐蚀风险评

价技术体系与预警智能化平台，实现了集输

管道缺陷检测全覆盖和实时精确监测，为高

风险管段更换提供技术支撑。

新技术为高含硫气田集输管道装上安全“门闩”

塘桥河是合肥市瑶海区辖区内
的河流。近年来，瑶海区采取清淤
疏浚、设置生态滤墙、种植水生植物
等措施，改善河道水环境生态系统。

图为 8月 26日，河道管养人员
对生态滤墙设备进行维护。

新华社发（解琛摄）

多措并举
治理水环境

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