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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同心奔小康

在河南省兰考县，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

泡桐树。58 岁的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焦

桐”。

这是焦裕禄亲手植下的泡桐树。半个多

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小树苗如今已是满目苍

翠，春风拂过，桐花满城飘香。

斯人已逝，风骨犹存。焦桐蓬勃生长在

兰考大地上，正如焦裕禄始终扎根于百姓心

中。

焦裕禄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肩披外

套、双手叉腰、侧头目视远方，背后斜伸出一

片桐树叶。那棵未露全貌的泡桐，就是焦桐。

当时的兰考，风沙肆虐，沙子一起就打死

一片庄稼，一亩地收不到 40 斤麦子。“冬春风

沙狂，夏秋水汪汪，一年辛苦半年糠，扶老携

幼去逃荒”是当时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据

兰考县志记载，自 1644 年至新中国成立的

305 年间，兰考发生涝灾 90 多次；新中国成立

前的 100多年间，兰考被风沙掩埋的村庄就有

63个。1949年，全县粮食亩产仅 38.5公斤。

1963 年初春，刚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几个

月的焦裕禄，便向在兰考插队的几个上海知

青请教，确定了种植泡桐抗风沙的科学思

路。因为泡桐耐盐碱，沙窝子里能扎根，根深

叶茂，能够有效挡风压沙。满地的泡桐，成为

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治理水沙碱“三害”的金

钥匙。

“他很高兴地说，咱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活

了，十年后会变成一片林海。”时任兰考县委

办公室通讯干事的刘俊生说。

在风沙最大的胡集大队，50 亩生态林迅

速栽起来了。路边还扔了一棵树苗，大家都

没在意。通常泡桐苗的长度约 3米，这棵苗只

有 2 米，短了一大截。焦裕禄把树苗捡起来，

刨个坑种上了。“他说这棵苗个子低，但是根

好，如果长起来了，比其他树长得还快，扔了

可惜。”焦桐的守护者魏善民说，就是这棵小

苗，如今长成了 26.4米高的焦桐。

风沙无言，泡桐有声。50多年前，焦裕禄

带领兰考人民大量种植泡桐；半个世纪后，兰

考泡桐成了当地百姓发家致富的“摇钱树”。

“长在黄河故道沙土中的泡桐，纹路清

晰，声学品质和共振性能好，板材音质奇佳，

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开封中原民族乐器有

限公司总经理代胜民说，他的父亲代士永被

称为兰考民族乐器“第一人”，而他又把兰考

的泡桐做成的乐器推向全世界。

代胜民说，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兰考出现

了一批木匠，他们把泡桐做成烧火做饭用的

风箱、电线闸刀的闸盒，带到城市去销售。一

次在上海，代士永卖的风箱偶然间被上海民

族乐器厂专家发现，风箱拉动的声音清脆悦

耳。他们将风箱拆下做成音板，乐曲悠扬轻

柔，从此泡桐在民乐加工行业一炮走红。

“当时一块长 1.7 米、宽 0.3 米的板材才卖

三四元，可做成乐器能卖到四五百元。”代士

永说。

昔日固沙苗，今朝致富经。20 世纪 90 年

代起，兰考徐场村村民纷纷学做乐器、开乐

坊。“徐场村有 80 多户从事古琴、琵琶等民族

乐器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已经形成较为完整

的产业链。”徐场村村干部徐顺海介绍说。

目前，徐场村共有乐器厂 50多家，从业人

员 600 余人，可生产 20 多种民族乐器，产值超

过 1.2 亿元，全村人均增收 5000 元，成为全国

知名的“民族乐器村”。2020 年，兰考全县依

托泡桐产业，年产乐器 75 万台（把），音板、配

件 500万套，乐器年产值达 22亿元。

焦桐更在精神上带来了绵延不绝的财

富。50 多年过去，焦桐早已成为兰考的地

标。它宛若一座丰碑，无声地激励和鞭策着

兰考人，更将焦裕禄鞠躬尽瘁、服务人民的精

神播广传远。

春风拂面，又是一年桐花开。一座以焦

裕禄命名的干部培训学院拔地而起，焦桐树

下变成了小小的广场，每年，大批参观者、学

习者在焦桐树下聆听焦裕禄的故事。与人民

群众的血肉之情，成为焦裕禄精神镌刻在这

片土地上最深厚的印记。

“ 焦 桐 ”永 为 念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广州大源村，是白云区太和镇的一个

城中村，村里的建筑多为低矮楼房，从山腰

蔓延到街道两旁。这个并不起眼的城中

村，入夜后却是另外一番景象。4 月 7 日

晚，记者在这里看到，街上霓虹灯闪烁，“淘

宝直播”“电商创意园”等标语随处可见。

“走在街上听到的，全是那种叮咚声，

当时就非常兴奋。”网店店主钟镇涛形容他

最初来大源村时的感觉。2016 年，他放弃

读大学的机会来到大源村创业。

此时正是该村电商产业升温的时期。

钟镇涛就一个人，在出租屋摆了台电脑就

正式“开业”。当时，每天只睡四小时，挤公

交车去附近沙河服装批发市场拿货。后

来，钟镇涛开起了公司，从几人的团队到数

十人，收入也大幅增加。

80 后黄朝创立的来朝电商，如今是大

源村的头部商家，公司拥有员工 500 余名，

年营收超过 10亿。“2016年左右，我们连续

12 个月保持 200%的增长。”黄朝大学毕业

就曾创业，后来转行电商，随着大源村电商

发展一起成长。

大源电商协会会长李远斌介绍，大源

的电商产业兴起于 2015 年，5 年来得到迅

速发展，拥有的淘宝店铺超过 3000 家，其

中，10 余商家营业额过亿，50 余商家营业

额超一千万，百万级别商家数千。

目前大源村共拥有 30 余个“电商创业

园”。这里的电商产业主要聚焦在服装行

业，也包括部分汽车配件、美妆等领域，但

总体以服装为主。

记者发现，在这里还有头部商家提供

众创孵化平台，开放自身供应链、仓储、客

服、运营等资源，帮助中小商家成长。如，

商家“来朝电商”，旗下就孵化有十余个成

长商家。

李远斌介绍，在这里直接从事电商的

人员有4万，而大源村的电商全产业链拉动

就业机会超 10 万，就业人员平均月收入

5000元以上，很多人从这里走向小康生活。

95 后男孩杨幸天是大源村最快打包

手，平均完成一个包裹只需要 4 秒。他是

潮汕地区的年轻农民，在这里工作已经 3

年，想给两个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杨幸天如今月收入能达到 7000 元，妻

子也跟他在同一家淘宝打包工厂，两人收

入合起来有一万多，他们的未来计划是回

家乡买房。

在大源村，电商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

越来越丰富，不仅有打包工人维持体系基

本运转，还有产品运营、网络营销等更为专

业化的职业，在部分头部公司里，还有“算法

人才”的岗位，吸引众多大学生在此就业。

如今，大源村有了一个大“头衔”——

中国首个年销售额突破 100 亿淘宝村，每

天平均有 200 万—300 万个包裹从这里发

往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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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跃梅
通 讯 员 孙耀雄

4月 12日至 17日，主题为“融合共
赢 智造未来”的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机床
展在京举行，全球范围内的知名机床工
具制造商齐集一堂，集中展示物联网、人
工智能、机器人等机床领域的热点技术
和先进产品。

图为北京海关创新监管模式，为高
新技术参展企业提供各项通关服务。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科技盛宴
创新监管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2日电 （记者付丽
丽）12日，在北京第十七届国际机床展举行期

间，华中数控“华中 9型智能数控系统”产品正

式发布，这也是世界首台具备自主学习、自主

优化补偿能力的 iNC智能数控系统。

华中数控董事长陈吉红介绍，该系统集

成 AI芯片，融合 AI算法，将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新一代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

合，遵循“自主感知-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自

主执行”新模式，实现了真正的智能化。

陈吉红表示，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具备了

认知和学习的能力，对比以往产品，独创的指

令域大数据分析方法，采集、汇聚数控系统内

部电控大数据和外部传感器数据，形成指令

域“心电图”，实现大数据与加工工况的关联

映射。同时，可实现对机床动态行为的自学

习和认知理解，并预测加工效果，根据预测结

果，自动进行多轮优化迭代，实现自主决策。

高速高精是数控加工永恒的主题，加工

速度越高轮廓误差越大，如何保障高速加工

时零件加工精度，是智能化需要解决的难题

之一。陈吉红举例，该系统通过综合应用空

间误差补偿、智能温度管控、智优曲面等智能

化技术，使得新能源汽车涡旋压缩机零件加

工精度提高到 0.006mm 以内，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指出，机床是现代

化建设的“工业母机”，代表国家制造业的核

心竞争力。智能制造是我国机床产业创新

发展的主要抓手，是我国机床产业转型升级

的主要路径。未来，我国机床产品应向高端

化升级，加工精度实现由高速、高精到“由丝

入微”。

据了解，目前该系统已顺利定型转产，进

入批量市场推广阶段，将有助于机床行业打

破国外垄断，同时助力我国工业领域智能制

造升级换代。

能自主学习决策 全球首台智能数控系统发布

在用玻璃隔出的临时无人化“工作区”，

周身黄色的喷淋机器人、取件机器人、搬运机

器人和去毛刺机器人组成“压铸单元全自动

化系统”，有条不紊地完成压铸件毛坏取件、

模具喷淋、去渣包、冷却、切边、去毛刺、机加

工到下料一系列工作。

手指着去毛刺机器人上的视觉相机，上

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戴琦告

诉记者，借助它，机器人不仅能识别工件毛刺

边线，还能自动运行生成去毛刺轨迹。

4 月 12 日，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

会（以下简称机床展）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

心（新馆）举办，来自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

多家机床工具行业制造商参展，展出总面积

达 13.5万平方米。作为全球四大国际机床展

之一，本届机床展以“融合共赢 智造未来”为

主题。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

世界经济的正常秩序，国际知名机床展纷纷停

办，机床行业跨国间的交流互动陷入停滞。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背景下，机床

行业被视为各类装备制造发展的引擎。与此

同时，我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明确了机床工具产业向高端发展的方

向。正因如此，在参展商看来，本届机床展不

仅是展示世界先进制造技术和机床工具产品

的盛会，是推动中外技术交流与商贸合作的

重要平台，还是贴近了解中国这一最大机床

工具消费市场需求变化的最佳窗口。

“从国际主要机床出口情况看，2020 年，

德国和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机床出口占到各自

出口总额的 19%和 3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不仅在疫情遭遇战中为国际社会顶住了

冲击，而且在全球经济、贸易和产业复苏中贡

献了中国力量和发展方案，中国市场的发展

机会也非常值得期待。”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

会常务副理事长毛予锋介绍，本次机床展是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唯一举办的最大

规模的机床行业展览会，境内外展商参展积

极踊跃，境外展商数量达到 42%。

“针对本届机床展，我们积极宣讲海关政

策，充分了解企业需求，制定了专项监管预

案。为企业简化备案手续，提供‘绿色通道’

‘零延时验放’和‘24 小时预约服务’，全面提

升通关效率。同时，通过‘互联网+服务’‘无

接触查验’‘远程视频巡展’等技术手段，有效

降低会展企业物流成本。”北京海关所属北京

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三科科长杨振宇介

绍，截至 4 月 8 日，北京海关已验放机床展的

61 批进境展品，共计 237 吨，货值 4241.42 万

元人民币，主要包括金属切削类机床、特种加

工类机床、工业机器人、数控系统等。

通用技术集团占据了本届机床展的最大

展区。

在机床展开展前一天举行的论坛上，中国

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陆益民总经

理介绍说，在新形势下，通用技术集团将振兴和

发展机床装备制造产业作为三大主业之一；经

过这一两年的整合，在机床板块基本形成了面

向市场不同层次的产品结构和发展体系，为新

形势下机床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

“三化”建设促进转型升级方面，集团将全面推

进传统产业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全方位改变

原有的制造模式，帮助客户实现制造转型升级。

面对智能化浪潮来袭，中国机床工具工

业协会在机床工具产业数字化转型上也探索

了新的路径。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虎介绍，经过几年准备，2019年底协会组建

平台公司筹备组，于 2020 年正式成立行业公

共平台公司，联合行业骨干企业，整合市场资

源，立足机床装备，打造新型数字化基础设

施，并且通过“机床数字生态共同体”的新模

式，最终赋能机床工具全价值链的转型升级。

疫情以来全球最大规模机床展开幕

智造未来 赋能机床工具全价值链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陈 瑜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周玉
林 蒋岚）“我们聚焦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重

大科学问题，启动实施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揭榜挂帅，搭建‘谁能干就让谁干’赛场，以

竞争择优机制，实现创新价值最大化。”近日，

在长沙举行的湖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湖

南省科技厅副厅长朱皖说。发布会上记者获

悉，湖南为全国率先启动开展重大基础和应

用基础研究项目揭榜的省份。揭榜成功的项

目，最高资助额度有望达 1000万元。

过往，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科研

人员按项目指南自主选题，开展自由探索。

此次启动的重大项目揭榜，则“划了重点”，强

调研究的目标性和问题导向。而在申报范围

上，则从仅面向湖南省，拓展到了“全球招

标”，并鼓励产、学、研、用组成协同创新联合

体揭榜。

此次，湖南选择了重大民生类和前沿

科学类两部分共计 8 个“命题作文”。“重大

民生类，主要立足当前存在的问题开展关

键 共 性 技 术 攻 关 。 主 要 针 对 我 省 生 物 种

业、重金属治理、人口健康、防灾减灾等重

大民生领域长期面临的难题，突破技术瓶

颈，提供解决方案。前沿科学类，则主要面

向未来产业开展前沿技术研究，聚焦人工

智能感知与传感、深海资源、智能制造、高

性能材料等产业创新链的前端，开展前沿

引领技术创新，着力为未来 5—10 年我省战

略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方法、关键技术

支撑。”朱皖说。

具体八个项目方向为：湖南优势作物

重要功能基因解析及分子育种基础研究；

重金属多介质传输源头阻断与精准修复机

理；重大疾病的分子病因与精准医疗应用

基础研究；中小尺度强对流天气系统及其

衍生灾害多源卫星遥感模型研究；智能感

知与信息处理关键技术研究；深海矿产资

源开发理论方法与核心技术研究；高端智

能制造装备设计与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基

于电子信息；储能和硬质合金的高性能材

料研究等。

湖南：率先开展重大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揭榜

科技日报合肥 4月 12日电 （记者吴
长锋）12 日上午，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暨

加快建设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系推进大会

在合肥举行。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今年

以来，安徽省全面实施国家实验室建设专

项推进行动，加快建设合肥大科学装置集

中区，深入开展科技创新“攻尖”计划，积极

推进启动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系建设。

记者从安徽省科技厅了解到，在创新

平台方面，安徽省全面实施国家实验室建

设专项推进行动，努力打造“航母级”科技

创新平台；发挥磁约束聚变等基础科学优

势，争创新的国家实验室；加快建设合肥大

科学装置集中区；积极创建合肥滨湖科学

城，启动“量子中心”和“科大硅谷”建设；着

手组建运行未来技术研究院、环境研究院。

在实施重点项目方面，安徽将深入开

展科技创新“攻尖”计划，着手实施500项左

右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努

力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在人才建设方

面，安徽着手制定实施新阶段江淮人才政

策，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支持建设一批创新

型人才集聚平台和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

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安徽将支持领

军企业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落

实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政策，支持企业

与高校共建研发平台，着手实施 50 项重点

产学研合作项目；着手组建省产业技术创

新研究院；提升安徽创新馆枢纽平台功能，

培养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精

心筹备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

会；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运行，鼓励

银行金融机构设立科技支行、开展外部投

贷联动。

安徽推进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系建设

聚焦关键环节，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合

力突破“卡脖子”技术。笔者近日从甘肃省

科技厅获悉，2021 年，甘肃省提出支持领

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在加快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的同时，将带动更多中小企

业参与创新。

一石激起千层浪。近日，甘肃省首批

创新联合体正式出炉，来自兰州大学、金川

集团、酒泉钢铁集团、中核四零四有限公司

等陇原“大佬”们强强联手，带动科研院所

及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让“创新链”更强

赋能“产业链”。第一批创新联合体包括由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酒泉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组建的甘肃省镍

钴资源高效利用及新产品开发创新联合

体；由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

联合兰州大学等组建的甘肃省钢铁新材料

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创新联合体；由中农威

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牵头组建的

甘肃省动物用生物制品创新联合体；由兰

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的甘肃省能

源装备创新联合体；由甘肃省公路交通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的甘肃省绿色智

慧公路交通创新联合体。

据甘肃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首

批创新联合体结合了甘肃镍钴资源高效利

用、钢铁新材料研发、动物用生物制品、能

源装备、智慧交通等领域“卡脖子”技术和

产业发展共性关键技术需求，创新联合体

将共同组织，凝练瓶颈制约问题、支持开展

关键技术研发和联合攻关，加快推进重大

技术突破、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技术需

求与科技供给精准对接。

甘肃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快核心技术攻关
◎邸 金 杜 英

在 4 月 12 日开幕
的首届广州国际电子及
电 器 博 览 会 上 ，超 过
1000家企业携逾6万件
产品参展。

图为展会上的智能
手表展台。

新华社记者

邓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