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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消息站

上 海 野 生 动 物 园 10 月 17 日 发 布 公 告 ，

园 内 猛 兽 区（车 入 区）将 暂 停 开 放 ，具 体 原

因是因为当天下午一名饲养员在该区域实

施 作 业 时 ，不 幸 遭 到 熊 的 攻 击 、撕 扯 ，导 致

身亡。

现在很多人亲子游都会选择去野生动物

园，因为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赏老虎、狮子、豹

子等猛兽追逐嬉闹，让孩子在寓教于乐间亲近

自然。然而纵观国内外，动物园动物攻击游客

及饲养员的事件屡见不鲜。那么，究竟在哪些

情况下动物容易对人有攻击行为？作为饲养员

在与动物相处的时候都要注意什么？攻击了人

的动物一般会怎么处置？对此，科技日报记者

专访了业内专家。

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向科技日

报记者介绍，动物园动物攻击人类有几种情

况。第一种是玩耍，其主观并非想攻击人类，

只是想和人类做一个它们认为没有攻击性的

互动。比如狮子、老虎等，从小由饲养员养大，

到七八个月时，它们与饲养员的日常关系依旧

看起来像猫和主人一样。很多猛兽玩耍的形

式就是模仿捕猎，会用爪子去抓，用嘴去咬，一

旦它们的体型大到一定程度时，哪怕只是轻轻

咬一口都能对人类造成伤害。再比如体型比

较大的草食动物（马、鹿等），见到饲养员会有

撒欢的举动，但它们随便踢一下就可能造成人

类骨折。还有一种情形是，动物起初仅是跟人

类玩耍，但一不小心造成人意外出血，血的味

道会激发出猛兽的野性，从而产生将人类吃掉

的行为。

第二种是把人类视为威胁。比如动物园工

作人员在救护动物为它们处理伤口时，动物会

感到疼痛，这时它们可能就会发动攻击。再比

如，饲养员进入动物活动空间的一些举动会被

动物误解——饲养员在扫地，但动物以为他要

打它们；动物在哺乳期，会认为人类威胁到它们

幼崽的安全，这个时候动物都会发起攻击。

第三种就是将人当成食物，有这种情况的

主要是大型猛兽。人突然出现在猛兽的活动

区域内，尤其是体型小的成人或小孩，在因为

恐惧无法站立时，会让猛兽释放天性，从而进

行猎捕。

这些情况下动物会攻击人

我国动物园对于饲养员的上岗也有着较

为严格的规定。

以西宁野生动物园为例，符合应聘条件

的饲养员进入动物园后会先安排实习岗位，

跟随老饲养员学习，老饲养员会手把手教授

他们实践知识。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高级

“铲屎官”，还要在实习 3 个月后经过考试，在

转正之后正式上岗。新人很少会担任猛兽区

主管饲养员，考虑到猛兽区危险性较高，配备

的人员都属于园内经验最丰富、最有责任心

的饲养队长。

齐新章介绍，西宁野生动物园要求饲养员

打扫猛兽内舍时要保证猛兽在活动场，在活动

场作业时要保证猛兽在内舍。除幼崽和个别

伤病个体外，饲养员永远不会和猛兽零隔障相

处。所谓隔障，就是能把人和动物分割开的东

饲养员上岗作业有严格的规定

10月 22日，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开幕，

在主题为“新形势下的技术创新之道”的 CCF

2020 CTO 高峰论坛上，中国计算机学会名誉理

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呼吁重视产业技术

的发展。

“国家强盛的基础是企业。”李国杰表示，经

济学家统计，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 70 年代，改变

了人类生活的 160 种创新中有 80%以上都是由

企业完成的，今天全世界 70%的专利和 2/3 的研

究开发经费都出自企业。

在他看来，产业技术是国内科学技术发展最

薄弱的一环，而企业是夯实这一环节的关键，必

须推动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

产业需求是科学研究的
原始动力

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有很强的拉动力，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之间

应有多层次的互动。

李国杰强调：“所谓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不是看基础研究有什

么新成果，而是看产业有什么研究需求，产业需

求是引导大学和科研机构研究的原始动力。”李

国杰说。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是没有研究

开发活动的“生产车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

科学技术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产业技术。

因此，“IT 企业的领导们要担起振兴产业技术的

重任，推动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李国

杰表示。

产业技术不能做不下蛋
的“公鸡”

一般而言，实验室技术是突破单项技术，一

白遮百丑。而产业技术则不能有明显短板。

李国杰表示，实验室技术也许能解决 90%的

产业需求，但剩下 10%的需求可能要花 10 倍的

精力去解决，甚至要把整个技术推倒重来。他举

例说，机群文件系统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经过三

代博士生的努力仍不能商品化，直到其开发人员

毕业进入公司后按产业技术的要求又攻关了几

年，才形成今天曙光公司的拳头产品 Parastor。

不同于实验室技术，产业技术必须考虑推出

时间、成本、鲁棒性、兼容性等约束，在有限制条

件下的创新有时比原始创新还困难。

产业技术不但要说得清，而且要做得到，不

能做不下蛋的公鸡。产业技术人才不能只做“治

学之材”，而应当是“治事之材”。

研究目标不要追求发了
多少文章得了多少奖

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洛夫特教授曾说：

“中国的研究人员对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得到的研

究资金数量非常感兴趣，但我的建议是远离这些

指标，关注其他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

李国杰强调，做科研申请到多大的科研项

目，掌握多少科研经费，不是一种目标，而是一种

承诺与责任。发表了多少文章，获得了多少奖励

都是中间结果，最终要看对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

有没有实实在在的贡献和影响。

虽然大学与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不必做出

可商品化的产品，但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考虑产业

界的需求，基于不合理的假设写出来的论文将被

历史淘汰。所谓“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就是

指以发展产业技术为主要目标。

健康的产业生态需要企
业互赢共生

对 中 国 的 产 业 技 术 ，网 上 有 自 吹 自 擂 的

“好得很”派，也有妄自菲薄的“糟得很”派，很

多意见以偏概全，对我国的科技真实水平缺乏

理性的判断。

李国杰直言，发展产业技术一定要有一个健

康的产业生态环境。多年来中国的企业只讲竞

争，不讲互赢共生的企业命运共同体。信息领域

更是盛行“狼文化”和“赢家通吃”，几乎没有同行

企业“竞争前的合作”。

因此，李国杰呼吁：“希望计算机界的企业

一起构建企业命运共同体。”从关注自我的输

赢升华到关注整个产业生态的发展，理念上要

作重大调整，“为中国的 IT 产业冲出重围作出

历史性贡献”。

针对国内产业技术相对薄弱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呼吁——

科研人员要面向产业需求，培育“会下蛋的鸡”
本报记者 崔 爽

避免猛兽伤人避免猛兽伤人
遵守规矩是最坚固的遵守规矩是最坚固的““盔甲盔甲””

本报记者 张 蕴

虽然我们不是饲养员，和动物接触的机会

也没有那么多，但是作为一个参观者，在游览

动物园时也要注意安全。齐新章表示：“能够

减少危险的最好方式就是文明参观、文明游

园，不要与动物进行零隔障交流，不要投食，不

要触摸。”

他认为，在动物园，保障游客安全有几方

面需要注意。首先是禁止投食。国内很多动

物园为了盈利售卖饲料，这就很难禁止投食行

为。同时，游客在投喂时，动物的嘴和人的手

之间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很有可能导致游客手

部被咬伤或发生更严重的伤害。

同时，齐新章建议不要触摸动物，即使动

物园设置了这种参观互动方式，也尽量不要去

触摸。因为一些动物身上携带有病原体，这些

病原体不会让动物发病，但人触摸了动物，动

物携带的病原体就可能会感染人类引发某种

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在动物园有护栏的动物

参观区域如熊山、猴山等，家长切记不要抱着

孩子参观。因为人的重心一般在 1.4 米以下，

不 会 掉 下 栏 杆 ，但 抱 小 孩 的 人 重 心 可 能 在

1.5—1.6 米，一不小心就可能会栽到动物活动

的区域。”齐新章说。

不投食、不触摸是安全的保障

那么，伤人动物究竟该如何处理，会被处

死吗？

齐新章介绍，在国内，为了制止伤害或者

夺回人类尸体有可能击毙伤人动物，如果没有

必要一般不会处死。而一些欧美国家则因为

法律体系不同，会有不同规定。

对于动物园猛兽袭击人类后的处理方式，

齐新章说：“对于伤害过人的动物，国内动物园

没有统一规定如何处理，不同园区处理方式也

不尽相同。比如对伤人动物不再展出、暂时不

再展出、正常展出都有可能。”

“正确看待野生动物、正确对待野生动物

的认知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慢慢形成。从单

纯的喜欢动物到理性的爱护动物，这是一个漫

长过程。”齐新章说，动物园行业职能定位有两

个，一是综合保护，二是保护教育。动物园应

认清自身定位和职能，在做好野生动物保护的

同时，发挥好保护教育作用，引导公众正确看

待和对待野生动物，这样才能做到既保护了动

物，又保障了工作人员和游客的安全。

对于伤人动物不同园区处理方式不同

西，包括墙、网、栏杆、水池等。

同时，饲养员给猛兽喂食时，猛兽都在活

动场，饲养员把食物放入内舍，再出去锁好门，

从外面操作打开内舍与活动场之间的闸门，猛

兽就会进入内舍吃东西，全程饲养员和猛兽无

直接接触。

“绝大多数动物园都明令要求不允许饲

养员随便进入猛兽区，但绝大部分动物园都

允许饲养员随意进入草食动物区，这其实存

在安全隐患。如斑马、羚羊、长颈鹿等爆发

力 较 强 的 动 物 只 要 对 着 人 类 身 体 顶 一 下 、

踢 一 下 ，基 本 是‘ 非 死 即 残 ’。”齐 新 章 说 ，

“ 实 际 上 ，人 和 动 物 之 间 零 隔 障 相 处 ，没 有

什 么 情 况 下 是 安 全 的 ，动 物 攻 击 人 类 是 很

自 然 的行为，这是动物野性的表现，只要人

类出现，就给了动物攻击的机会。”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园园）10 月 23 日，长沙市 2020 年营商环境评价

工作动员部署暨指标解读培训会议举行，正式启动 2020年长沙营商环境

评价工作。这是近年来全国各地不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缩影。此

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中国营商环境报告 2020》发布暨全国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林念修在会议

上作主旨讲话并发布《中国营商环境报告 2020》。

《中国营商环境报告 2020》显示，2019 年，各地区、各部门把深化“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六稳”的关键性举措和重要抓手，优化营

商环境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例如，聚焦减审批减材料，市场准入门槛

不断放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

分别减至 40 条和 37 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数量由 151 项减至 131

项。2019年全年全国减税降费 2.36万亿元，取消证明事项超过 13000项。

记者了解到，2018 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始牵头研究建立并不

断完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在扎实推进中国营商环境评价工作的基

础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写了《中国营商环境报告 2020》。这是我国

营商环境评价领域首部国家报告。

该报告绘制了 1000 余张解释图表，梳理了优化营商环境各领域 240

余份政策文件和 210余项改革亮点，汇聚了 18个重点领域 70个典型案例

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探索形成的原创性、差异化

实践成果。第一次系统介绍了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和评价实践，第一

次全面展示了标杆城市和重点领域改革的生动实践，第一次集中呈现了

各地区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

优化营商环境

去年我国减税降费2.36万亿元

中国作为粮食生产大国，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管理提升，不断培

育粮食产业新动能，形成粮食行业全产业链的相互带动发展格局？10

月 20 日，第三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粮食产业数字化论坛上，来自全国各

地的院士专家、企业代表等，聚焦粮食产业数字技术应用展开“头脑风

暴”，共谋我国粮食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未来。

数字化推动节粮减损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粮食体系的脆弱性正日渐凸显。论坛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指出，据测算全世界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使得

2020年饥饿人数至少新增约 8300万，甚至可能新增 1.32亿。5年前，全世

界曾做出承诺，要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然而，5

年后，我们仍无法保证到 2030年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其中粮食浪费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

年在运输、存储、加工、餐桌等环节浪费的粮食约占总量的 15%。“无论是

储藏、运输还是加工等环节，粮食减损都需要向科技要效益。”中粮武汉科

技公司总工程师谢健说。

针对粮食损耗，各地各部门频出实招，如新疆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依

托科研单位进行系统设计，研究出适宜该地区农户家庭储粮的焊接式钢

骨架金属网仓，具有不易老化、通风降温、防止虫害等特点，每套可储粮

800—1000公斤，年减少储粮损耗 50公斤。

今年首次亮相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的“全产业链数字化展览”，也展出

了包括无人机、机器人、大数据、云平台、区块链等技术在粮食生产、流通、

加工、储藏、在线检测监测中的应用。

如郑州跃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气体检测终端，能够结合粮食

仓储环境气体特性，对粮仓内气体进行多点抽气采样，经过气体过滤处

理、检测分析，实时检测粮食仓储气体变化；郑州中粮科研设计院有限公

司研发的“粮食物流管控一体化系统”“智慧粮机云平台”“粮食储运作业

粉爆风险预警云平台”已在全国多个项目中应用。

数字技术培植粮食产业新动能

“除了粮食浪费，当前粮食产业经济发展，还存在着产业链信息化覆

盖不全、精深加工管理不精细、质量无法全流程追溯、农民种粮缺乏市场

依据等问题，亟须加快粮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智粮产品部总经理邵辉说，浪潮集团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移

动互联等技术，打造粮食行业国内第一款基于公有云的 SaaS 服务平台，

为农民、仓储企业、加工企业、金融企业等提供覆盖“产、购、储、加、销”的

全产业服务平台，培植粮食全产业新动能。

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吴炳方博士指出，近几年遥感、遥测应用

技术在农业生产监管和全球大宗粮油作物生产与安全形势测报等方面，为

粮食安全提供了技术支撑。这次研究院展出的一款全球农情遥感云服务

平台能够提供实时与近实时的农气、灾害、长势、产量等农情信息服务，并

具有粮食安全预警能力，已为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农情信息服务。

“行业经验、行业数据、算法和算力，是传统行业包括粮食行业数字化

转型的必要条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人工智能行业解决方案首席专家郭

律说。华为致力于通过云、AI、智能终端、智能连接等多技术协同，构建

开放平台，打造覆盖云、边、管、端的“黑土地”，并通过与众多合作伙伴不

断协同创新场景化解决方案，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助力粮食行业数字经

济发展。

此次大会，还正式上线了国家粮食电子交易平台。平台相关负责人

表示，平台将深入对接“优质粮食工程”，通过大数据资源的互融，探索建

立优质粮油的溯源机制，让每个产品都有“身份证”。未来还将以平台交

易大数据为依托，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规划优质粮食种植。

数字“黑土地”长出“新庄稼”

本报记者 谢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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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动物之间零隔

障相处，没有什么情况

下是安全的，动物攻击

人类是很自然的行为，

这是动物野性的表现，

只要人类出现，就给了

动物攻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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