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责任编辑 陈 丹 综 合
2021 年 1 月 26 日 星期二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COMPREHENSIVE NEWS

埃及卫生与人口部部长哈拉·扎耶
德1月24日在伊斯梅利亚省阿布·哈利
法急诊医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埃
及所有公立医院、警察和军队的医护人
员将于 25 日开始接种中国国药集团新
冠疫苗，负责新冠患者诊治的医护人员
优先。

图为在阿布·哈利法急诊医院，一名
医护人员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阿德尔·伊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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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新春走基层

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侯树文 本报记者 王 春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本报记者 过国忠

◎本报记者 王延斌

◎本报记者 乔 地
通 讯 员 孙凯迪

一只普普通通的白皮葫芦卖不到 10

元钱，但在山东省聊城市堂邑镇，一只小葫

芦却卖出了一万元高价。千倍升值背后，

科技日报记者发现两大关键因素为小葫芦

赋予了高价值：文化和技术。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驱车从济南往西，

穿过聊城市区，大约 120公里之后，到达了

堂邑镇。

建城已有千年历史的堂邑是优秀共

产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的故

乡。长时间来，“为民、爱民、富民”的孔繁

森精神激励着家乡人挥洒智慧，勤劳致

富，葫芦产业便成为落实这种精神的载体

之一。

堂邑镇党委委员付真真自豪地向科技

日报记者表示，多年努力之后，全镇葫芦产

业年产值达到 7 亿元，销售额占据全国市

场七成以上。

党和国家的政策这
么好，要努力向前跑

见到李三红时，她正埋头于葫芦雕刻

之中。

7 年前，丈夫因车祸去世，留下老母亲

和两个幼子。面对打击，李三红没有向生

活低头，而是在雕刻葫芦上下起了苦功夫，

从烙画到雕刻、掐丝，她慢慢地从一个学徒

成长为远近闻名的技术能手。

娴熟的葫芦雕刻技艺换来了水涨船高

的收入，也让李三红带着 20多位家庭妇女

走上了致富路。一年多前，她获得了“脱贫

之星”荣誉称号。

李三红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脱贫致

富不能等靠要；党和国家的政策这么好，要

努力向前跑。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本身就

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

福的人生。”这句充满激情的话鼓舞了 3.5

万堂邑人，转化为他们的集体行动。

行走在堂邑镇主干道上，两边处处可

见“葫芦”元素，无论是地里种的，还是街边

立的，葫芦是名副其实的主角。

记者随机进入一家葫芦工艺品店，众

多技师正忙于雕刻葫芦。对她们来说，习

以为常的是葫芦雕刻三道工序：将成熟的

葫芦水煮；发酵去青皮；雕刻各种图案，或

者“刻”，或者“片”。

老手艺人说，当地雕刻技法上的成功

之处在于，借鉴镂雕技法，将构图以外的空

白部分全部镂空，透刻上折线纹、如意纹、

古钱纹等各式花纹，然后上色。先用灰同

油搅拌均匀，加入色料，抹在雕有图案的葫

芦上，最后把葫芦表面擦拭干净，留在图案

凹槽里的油灰会使图案更加清晰逼真，永

不褪色。

在堂邑，与“福、禄”谐音的葫芦并不

愁卖。

路东村党支部书记李正忠告诉记者，

当地的雕刻葫芦销售线上、线下“两条腿”

走路，精湛的雕刻技巧加上非遗品牌，使得

这里的葫芦畅销国内，并走出国门，进入美

欧日韩等海外市场。

小葫芦发展成大产业，堂邑还有自己

的独特秘诀。

新政策落地，新力量
加入，老手艺“复活”了

曾经，堂邑葫芦几近绝迹——这个镇

上仅存的老手艺人不足 10人。

当国家文化产业的振兴政策如春风般

吹来时，党委政府的介入和年轻人的加入

为老手艺“复活”赢得了转机。

郝洪燃是路庄村最早经营葫芦生意的

村民。早在 2001 年，他建起了自己的葫芦

加工厂，走向了产业化发展之路，目前他经

营的工艺葫芦大约有 100 多种。他告诉记

者：“烙画、浮雕、针雕这几款走得最快，但

量最大的还是烙画工艺葫芦。”

烙画葫芦艺术又称烫画，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葫芦是指用烙铁在葫

芦上熨出烙痕作画，与葫芦融为一体，能永

久保存、收藏，艺术价值极高。

对堂邑人来说，“非遗”不仅要“活下

来”，更要“火起来”。

在党委政策层面上，他们加码政策、技

术、资金支持，打造国内最大的葫芦生产基

地和加工基地，让“规模效应”显现出来。

同时，推动整个产业扩展视野，引入科研院

校技术合作，创新推广种植嫁接技术，改变

了葫芦种植不能重茬的特殊习性；引入新

项目，通过资本的力量扩大老工艺的辐射

力和影响力。

在堂邑采访，“回流”的年轻人带回来

的新玩法让人印象深刻。

他们将传统的农产品葫芦通过雕刻、

烙画等技法，赋之以花鸟虫鱼、人物、景物

等各式图案；有能工巧匠在葫芦生长期采

取勒、扎、挽等技术，让葫芦长出形态各异

的造型，制作成茶具、鼻烟壶、工艺台灯等

生活艺术用具；他们还将葫芦工艺与当地

剪纸、面塑等工艺有效结合，打造出不少实

用型、观赏型的创意作品，增加葫芦艺术的

感染力、创新力，实现了由传统“葫芦加工”

向“文化创意”的动能转换。

如今，这里从种到收，从文化包装到市

场销售，整个产业发展得风生水起。

记者了解到，拥有 510 户的路庄村，现

已发展电商 400余家，其中，淘宝户 215户、

咸鱼户 15 户、快手 20 户、直播户 98 户、微

拍堂 112 户。白天打包发货，晚上直播当

“网红”，已成为当地一景。

临近春节，这些手艺人正加班加点，为

即将到来的销售高潮做好准备。正如李正

忠所言：新年新气象，我们撸起袖子加油

干，就是要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党 100 周年

献礼。

技
术+

文
化

小
葫
芦
里
藏
着
大
生
意

—
—
探
访
孔
繁
森
故
乡
﹃
中
国
葫
芦
第
一
镇
﹄

1936 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接受记者

斯诺采访时曾说：“有 3 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

在我的心中，使我树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

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

这3本书中就有1848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

撰写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4月，由时年29岁

的陈望道参照日文版和英文版翻译完成。同年

8月，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

版。不到一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

历史为什么选择陈望道

为什么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使命落

在陈望道身上？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说陈

望道先生满足了 3个条件：

望道先生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坚定追随

者。作为追求爱国救国之路的青年人，他很

早就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望道先生是语言学家。他既是革命理论

的探索者，同时又是语言大师，他可以用白话

文来翻译，从而让《共产党宣言》被当时的年

轻人和有识之士迅速地学习、接受，并且能够

研究和运用。望道先生的日语、英语俱佳。

他在日本学习，日文当然非常好，他的英文也

非常好，所以他得以用日文为底，对照着英文

来研究和琢磨，而不是简单地从一种版本翻

译而来。面对着几个版本，能够抓住《共产党

宣言》的精气神，翻译得更加精准。

而促使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直接原因

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师风潮”事件。陈望道后

来在民盟市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

座谈会上，回顾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前后经

历时讲道：“这次查办斗争使我更加认识到所

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

而易举的事情。我也就在这次事件的锻炼和

启发下，在事件结束之后，回到我的故乡浙江

义乌分水塘村去，进修马克思主义，并且试译

《共产党宣言》。”

陈振新回忆父亲翻译《共产党宣言》身处

的环境时说：“3 月到 4 月的时候很冷，我们的

房子在山上，更冷。”为了专心翻译，陈望道一

头扎进老宅弃用的柴房里。“柴房平时不住

人，房子是通风的，门窗都是摇摇晃晃的，墙

壁有裂缝，环境很艰苦。”

《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本身就很难，

不仅是中文首译，没有资料参考，还要讲求通

俗易懂，再加上环境的艰苦，陈望道花了比平

时译书多 5倍的时间才翻译完成。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如此专注，以

至于把本该蘸红糖水的粽子蘸到墨汁上都浑

然不觉，成就一段“真理的味道”的佳话，广为

流传。

百年布道薪火相传

上海市杨浦区国福路的尽头，有一个占

地 300 平方米左右的小院，院内一棵 60 多年

树龄的香樟树，枝繁叶茂，树荫底下一座西班

牙式的三层小楼风格古朴别致。1955 年到

1977 年，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在这栋

小楼里度过了 22年的岁月。

2018 年 5 月，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也是

《共产党宣言》问世 170周年，复旦大学将陈望

道旧居改造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一批青

年教师和学生组建“星火”党员志愿者服务

队，面向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开展讲解服务。

2020 年，《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

问世 100 周年，党的 99 周岁生日前夕，《共产

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写信

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参加《共产党宣言》展示

馆志愿讲解服务的经历和体会。

2020 年 6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回

信，让这里的志愿服务队员备感振奋。习近

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写道：“你们积极宣讲老

校长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故事，传播马克

思理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心有所

信，方能行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

奋斗。”

陈望道不畏艰苦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

的信念也鼓舞着展示馆里的志愿服务队员。

“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醉听过一位数

学科学学院的队友的亲身经历。“写博士论文

的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论文写不下去时也

会想到放弃。当时她一边忙着写论文，一边

坚持在这里做讲解。当她向人们讲起望老翻

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时，作为讲述人的她

自己也受到触动，支撑她咬牙坚持写下去。”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在这

里，红色基因的种子不断萌芽生根，《共产党

宣言》精神代代传承。

陈望道：“真理的味道”真甜

2021 年新年伊始，大国重器“中铁盾构”

连传喜讯。

1月 22日，在中铁装备国家 TBM（硬岩掘

进机）产业化中心，直径 9.98米、长约 146米的

双模盾构机“中铁 749号”刚刚完成组装调试，

即将拆机运往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用于切

法卢铁路隧道项目。

此前一天，在卡塔尔多哈 Musaimeer 排

水隧道项目上，伴随着第 7674 环管片缓缓

完成拼装，中铁装备研制的“中铁 681 号”土

压平衡盾构机独头掘进 10 千米，刷新了世

界纪录。

自 2008年中铁装备集团自主研制的我国

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土压平衡

盾构机“中铁一号”下线，2012 年两台“中铁

造”盾构出口马来西亚——我国盾构机首次

走出国门至今，中铁盾构不断突破核心技术，

培育核心竞争力，构筑品牌优势，在技术、产

品、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发展，先后出口

新加坡、马来西亚、意大利、法国、波兰、澳大

利亚等 23个国家和地区 60余台，为全球地下

工程建设提供了标准高、质量优、服务好的中

国盾构方案。

盾构机是地下工程建设的“神兵利器”，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端装备制造水平的重要

标志。作为连续 4 年稳居盾构机产销量世界

第一的企业，中铁装备始终以创新驱动为根

本动力，在即将奔赴的意大利西西里岛“战

场”，施工设备不仅要穿越砂卵石、黏土、黏土

质石灰岩、砂岩破碎带等复杂地层，还要下穿

切法卢地区的历史文化古迹，这都对掘进设

备的整体性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此，中

铁装备为该设备量身配备了双模式掘进功

能，可实现洞内设备施工模式自由切换，并创

新设计了主驱动伸缩隔板，大大提高了设备

的适应性和高效性，为项目安全、优质、高效

的建设提供了设备支撑，也将为美丽的西西

里岛交通便利作出贡献。

在卡塔尔，中铁盾构为 Musaimeer排水隧

道项目早日建成以提高多哈城市雨水收集处

理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打造 2022 年世

界杯干净优美的比赛环境提供了有力保障。

该项目位于卡塔尔半岛外的浅海附近，隧洞

全长约 10153 米，开挖直径 4.43 米，从下到上

依次是白垩石灰岩层、页岩层、白云石灰岩

层，“中铁 681号”凭借优越的性能创下了最高

日进尺 34.1 米，最高月进尺 684.9 米的好成

绩，并将保持良好的掘进状态完成剩余约 153

米的施工任务。

近日，在格鲁吉亚波季港口，世界最大直

径硬岩 TBM“中铁 859号”整机集装箱已全部

抵港，正在陆续运往格鲁吉亚南北走廊 KK公

路隧道项目现场。“中铁 859 号”直径为 15.08

米，整机长 182 米，总重 3900 吨，最大装机功

率 9900千瓦，将参与 KK公路 LOT1标段近 10

公里的隧道建设。针对施工项目长距离、大

埋深、岩石硬度强带来的施工难题，中铁装备

凭借出色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应用经验，采

用超大直径单护盾 TBM 主动铰接系统、双速

减速机系统、箱涵同步拼装等针对性设计，实

现了主机姿态的精确调整和大埋深设备强脱

困功能，使设备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下具有良

好的掘进能力，标志着中国硬岩隧道掘进机

位居世界领先地位。

中铁盾构助力 23 国掘进地下工程

科技日报讯 （记者郝晓明 通讯员王
钰慧）记者近日从东北大学获悉，该校自主

研发的国际首台含铁锰矿 NEUH-60型悬

浮磁化焙烧装备在赞比亚顺利投产。截至

赞比亚当地时间 2020年 12月 31日 9时，72

小 时 工 业 运 行 指 标 为 锰 精 矿 锰 品 位

48.18%、作业回收率 86.98%；铁精矿全铁品

位 65.40%、作业回收率 96.59%，完全达到

设计指标。

近年来，东北大学持续升级优化自主

研发的复杂难选矿产“悬浮磁化焙烧”技

术，发挥学校在自动控制学科上的优势，

通过学科交叉协同创新，在工艺、装备及

智能化控制等多方面取得突破，形成了第

二代悬浮磁化焙烧技术，创新实施了预

热、加热、还原及冷却等全过程的物相精

准调控。

据 介 绍 ，赞 比 亚 采 矿 项 目 采 用 的

NEUH-60 型悬浮磁化焙烧装备即为第

二代悬浮磁化焙烧技术，是基于研发团

队前期攻关得到的系统完整的基础研发

数据，结合企业具体技术需求为其量身

打造的。

由于赞比亚的采矿项目为含铁锰矿，

研发团队制订了含铁锰矿预富集—悬浮磁

化焙烧—高效分选整体解决方案，以东北

大学物相精准调控悬浮磁化焙烧专利为核

心技术，实现了锰、铁矿物高效分离，并全

力推进赞比亚含铁锰矿项目落地。其中，

冷却过程再氧化精准控制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实现了焙烧产品排料温度由第一代技

术的 300℃降低至 80℃以下，能耗大幅降

低，分选指标大幅改善。

研发团队负责人韩跃新教授介绍，由

东北大学师生为主体组成的东大矿冶团

队，克服了疫情影响、海外文化差异等诸多

困难，于 2020 年 2 月正式启动 60 万吨/年

悬 浮 磁 化 焙 烧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其 中

NEUH-60 型悬浮磁化焙烧项目主体在

2020年 10月建设完成。据悉，该项目的研

发团队分为“海外现场操控”和“国内技术

支撑”两个高效协同的技术团队，以保障项

目调试顺利开展，实现项目的工艺流程贯

通和稳定运行生产。

国际首台含铁锰矿悬浮磁化焙烧系统投产科技日报武汉 1月 25日电 （记者刘志
伟 通讯员任梅渗）记者 25日从华中农业大学

获悉，该校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赵

凌教授团队联合该校理学院韩鹤友教授开发

了一种基于新型纳米材料的光热治疗方法，

并在狂犬病小鼠模型上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

果，为临床治疗狂犬病病毒及其他嗜神经病

毒感染提供了新的路径。

研究团队筛选了一个能特异性结合狂犬

病病毒表面糖蛋白的适配体，并将其结合在

一个外形和大小接近狂犬病病毒的金纳米棒

表面。该金纳米棒在静脉注射后能够有效穿

越小鼠血脑屏障入脑，并且靶向性结合于狂犬

病病毒感染的神经细胞。利用近红外光照射

小鼠脑部，在金纳米棒表面产生局部高温，“烧

死”感染病毒的细胞，最终清除脑内的病毒。

研究人员分别在感染狂犬病病毒后的第

3 天、第 6 天和第 9 天对小鼠进行了每次 5 分

钟的光热疗法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中有

60%小鼠存活，并且在 21 天之后恢复到正常

小鼠的健康水平，而未治疗组小鼠在感染病

毒后 8 至 12 天内全部死亡。在小鼠模型上，

该光热疗法展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为后续

临床治疗狂犬病提供了新思路。

光热疗法可“烧死”狂犬病病毒

科技日报记者从 1 月 19 日召开的无锡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了

解 到 ，2020 年 ，无 锡 全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达

12370 亿元，继续稳居 GDP“万亿俱乐部”；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75.7 亿元，进出口总额

保持江苏全省第二。

过去的一年，无锡同样承受疫情防控和

产业转型升级“双重”压力，如何取得了这份

来之不易的成绩？

无锡市市长杜小刚说，“十三五”时期，

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环境、前所未有的风险

挑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无锡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紧扣“强富美高”总目标，聚焦当好

全省高质量发展领跑者，认真践行新发展理

念，深入实施六大发展战略，坚决打好三大

攻坚战，有力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记者了解到，2020 年，无锡吹响“加快构

筑产业新高地，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集

结号，重点实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智能

制造、现代服务业新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打

造世界级产业链。同时，无锡通过深化改

革，积极推进最优营商环境城市建设，聚力

建设华虹集成电路一期、SK 海力士第二工

厂、中环领先大直径硅片、中芯长电集成芯

片封装等一大批重大产业项目，打造出了产

业发展新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平稳后，无锡更是

强化使命意识，增加责任担当，第一时间拿

出攻坚克难的办法，迅速推进复工复产，出

台 17 项“六稳”“六保”政策举措，全力夺取

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胜利”。

除此之外，无锡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新机遇，全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围绕创建

国家级新区和新发展理念实践示范区，全面

规划建设太湖湾科创带，制定实施 5 年发展

规划，加快太湖实验室等一批重大创新平台

建设，出台“太湖英才”升级版，加大力度引

进各类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打造高质量发

展的强引擎。

目 前 ，无 锡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突 破 4000

家，科技进步贡献率保持全省第一。2020

年，无锡物联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产业

规 模 分 别 突 破 3000 亿 元 、1300 亿 元 、1000

亿 元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先 进 制 造 业 增 速 呈

现全面超越传统产业、持续加快增长的良

好态势。

杜小刚介绍，下一步，无锡要深入贯彻

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以及江苏省委提出

的“无锡要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领跑者”的

新要求，着力抢占创新驱动发展新赛道，做

强太湖湾科创带“主引擎”，提升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营造优良

创新生态环境。同时，要着力打造现代产业

发展新高地，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加快建设制造强市，推动现代服务业提

档升级，壮大“三大经济”产业规模，在现代

化建设中体现无锡担当、作出无锡示范、贡

献无锡力量。

科技产业“双支撑”无锡GDP继续稳居“万亿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