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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
◎本报记者 龙跃梅

◎李 迪 陈 科

第一次见到周勇坤，他穿着一身“导弹

绿”迷彩服，中等身材，有着一看就是常年太

阳底下晒出来的黑红皮肤。一副眼镜背后透

着一双严厉专注的亮眼。

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却是一

位熟悉掌握 8种型号导弹武器，成功指挥发射

多枚导弹的“硬核”旅长。

在接受采访时，周勇坤温声细语，带着

笑容，并不像练兵演习时那么严肃。他告

诉记者，“人生最荣幸的时刻，就是把导弹

送上天。”

大国长剑，浩荡东风。八一前夕，周勇坤

被评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技术决定战术，学好
导弹专业是火箭军的看家
本领”

像周勇坤熟悉这么多型号导弹的人并不

多。

“专业学不好，就是瞎指挥。”周勇坤面对

陌生的导弹型号、打击模式，秉烛达旦，苦学

加“巧”学，总能迅速成为行家里手。

作训科长经常看到周勇坤走哪都带着一

个鼓鼓囊囊的蓝色公文包。偶然有一天瞥

到，才发现里面全是勾勾画画的导弹资料。

他感慨道：“旅长是人在哪里，公文包就到哪

里，学习就在哪里。”

某天，政委来找周勇坤沟通情况，进了

办公室，竟然看不见人。只见办公室地上、

桌上铺满专业资料和图纸方案，叫了半天，

才 发 现 他 正 趴 在 地 上 研 究 最 新 火 力 打 击

图。由于图纸面积太大，周勇坤便把它铺在

了地上，为了看清楚每个参数，不知不觉就

钻到了桌子下面。

周勇坤经常说：“只有成为导弹武器的

‘明白人’，上了战场才能打胜仗。”在他的办

公室墙上挂着一张作战图，上面满是标注。

作训参谋说：“有一次我发现图上的标注和上

次去看时不一样，旅长解释说，知识不断发生

变化，标注也要及时更新。”

一年来，作战图越来越旧，上面的内容也

越来越多。

创新带兵有“奇招”

从军 28载，他辗转三个团四个旅，靠着严

谨细致的个人作风，紧抓训练数据，创新演练

方法，不断提高部队完成任务的效率。

周勇坤经常与技术室高工、营连技术

骨干一道比对每一个参数、分析每一个细

节。通过分析数据，他挖掘出优化训练测

试流程的 13 条措施，大大提升了官兵测试

能力水平。

“训练数据不是躺在纸面上冷冰冰的数

字，而是我们武器状况、战争形态的动态呈

现。”周勇坤常说，细节决定成败，一枚导弹的

细节失之毫厘，落点就会差之千里。唯有不

放过任何疑点、不疏忽任何细节、不遗漏任何

变化，才能善作善战、可用可靠。

去年底，他结合新型武器装备特点和官

兵能力水平，创新推出以“一步动作，问操作

动作、问操作现象、问注意事项、问测试原理、

问信号流转、问特情处置”为主要内容的“一

步六问”训练法，通过对每一步装备操作的细

致推敲，让官兵在大脑中形成“肌肉记忆”，强

化了官兵战场应急处置能力。

两年来，他带领官兵自主编发 15 本专业

教材和一系列操作规范，探索 15种战法、形成

19项成果，为部队战斗力建设按下“快进键”。

“导弹要确保百分之百
没问题，差0.001都不行”
“组织把我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深感责

任重大，从未有半点懈怠，不敢有半点私心。”

在周勇坤心里，导弹的每个环节都决不允许

马虎大意。

某次导弹测试，一名上等兵突然站起来

报告在操作中听到异响。周勇坤组织进行数

据比对，却并未发现异常。就在大家认为虚

惊一场时，他坚持认为误报可能性较小，带领

技术骨干对弹体的各个部分进行逐项排查，

最终发现一个小零件出现脱离，避免了一次

重大事故。

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如此心细？周勇

坤说：“导弹要确保百分之百没问题，差 0.001

都不行。”

导弹武器输送，距离远、环节多、要求高、

风险大。周勇坤总是揽下这“最烫手的山

芋”，亲自带队组织实施。有一次“押运”行至

半道，与一场大风暴不期而遇。极端天气临

近特装运输的边界条件，稍有不慎，就可能出

现弹毁人亡的危险。千钧一发之际，他死死

抓住一根固定杆，寸步不离守在导弹边，一边

指挥官兵采取应对措施，一边记录装备各项

参数变化。

恶劣天气过去，导弹安然无恙！而他们

冒着生命危险，记下的宝贵数据，成为推动该

型导弹战斗力生成的有力支撑。

周勇坤组织数百次作战筹划和行动，没

有下错一个指令、指挥失败过一次行动……

在落实战斗力标准上，他做出表率，带领全旅

官兵创造了 20 多个“首次”和“第一”，托举了

一枚枚神剑飞天。

潜 心 砺 剑 为 胜 战
——记火箭军某导弹旅旅长周勇坤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近

年来，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大力

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闫寺街道办

事处与山东久久中药材种植有限公

司合作，利用财政资金统筹整合建

设中药材乡村振兴基地，进行中药

材种植及加工。中药材种植基地通

过资金支持、技术指导等方式提供

全方位服务，吸纳闫寺街道及张炉

集镇数 10 余户群众就业增收，形成

致富产业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图为近日，闫寺街道及张炉集
镇的群众在中药材基地内烘制丹
参。 吴纪磊摄

中药材基地

助推乡村振兴

记者近日在广东省佛山市地铁三号线

伦教站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操作新能

源移动钢轨闪光焊轨机进行钢轨焊接作

业。相比传统焊轨的“烟雾缭绕”，该施工

没有产生废气和烟尘，也没有听到隆隆的

机械声。

让人惊喜的是，该设备相比于传统的

500KW 柴油发电机组每小时可节约柴油

40 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05.2 千克、减少

碳排放 28.68千克。

有了新设备 没了
“包公脸”

传统的移动式钢轨闪光焊轨机工作

时，一般采用大功率柴油发电机组进行供

电，发电机组不仅产生隆隆的噪音，还会排

放大量的有害废气和烟尘。如在地铁、长

大隧道等通风条件较差的环境下施工，作

业人员经常会被烟尘熏成“包公脸”，同时

也面临着有害尾气和环境噪音的影响。

“2019 年底，我们联合中国铁科院进

行新能源焊轨机研发，于 2020 年 6 月研制

成功并下线试验，当时该设备属于国内首

台新能源焊轨机。”中铁一局新运设备公司

经理杨云堂介绍。

本次采用的绿色新能源储能供电系统

完全替代了钢轨闪光焊轨机柴油发电机组

进行供电，极大地改善了轨道交通行业的

施工作业环境，消除了焊接作业人员在地

下、长大隧道等施工环境下柴油发电机组

带来的噪声及有害尾气的侵害，从源头上

彻底改善了焊接施工环境，为作业人员的

职业健康提供了保障。

“该焊轨机具有焊接性能稳定、施工过

程无噪声、绿色节能环保等优点。符合绿

色施工要求和行业技术要求。同时还能节

约燃油、润滑油等物资消耗，降低了施工成

本。”中国铁科院专家李力介绍。

据了解，经过 1年多的施工应用，目前

这台焊轨机已累计焊接完成 3500 个接头，

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使用后施工效率提
高20%—30%

除了绿色环保，该设备对提高施工质

量也有帮助。

记者了解到，该套设备工作时电压平

均波动范围在 3—7V，低于传统柴油发电

机 10—20V的电压波动范围。稳定的电压

输入有利于提高闪光焊焊接接头质量。根

据电池容量计算,在充满电的情况下，能够

连续完成 55—60个接头的焊接。

“新能源移动钢轨闪光焊轨机的投入

使用，施工效率提高 20%—30%，提升了施

工绿色化、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零

噪音、零污染，使得现场生产效率大大提

高。”中铁一局佛山地铁三号线 3221 标项

目负责人苏俊伟介绍。

该设备已经在郑州城郊线、宁波地铁

5 号线等项目焊轨施工中得到成功应用，

目前正在佛山地铁 3 号线施工，工地上对

它“青睐有加”。

“我们充分认识到，绿色施工是城市轨

道施工作业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在佛山

地铁施工作业中应用了一大批绿色、环保、

节能的设备。”苏俊伟介绍，包括移动式钢

轨中频正火作业车、轮胎式小吊、轮胎式布

料车和新能源轨道车等。

据悉，佛山地铁 3 号线建成后，将成

为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轨 道 交 通 网 的 骨 干 线

路。新能源焊轨机等一系列绿色设备的

使用，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了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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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陈曦）“全球首个人

工智能‘零碳码头’将实现年能耗量百分之

百清洁能源、百分之百自给自足。”天津港

集团副总裁杨杰敏对科技日报记者说。近

日，在中国港口协会 2021 绿色与安全港口

大会上，天津港集团将打造全球首个人工

智能“零碳码头”。

此次天津港集团将 C段智能化集装箱

码头打造成全球首个人工智能“零碳码

头”，码头装卸设备、水平运输设备、生产辅

助设备等全部采用电力驱动，能源消耗百

分之百来源于“风、光、储一体化”系统，同

时采用先进能源监测技术，对码头各类能

源消耗进行实时统计分析，确保实现零碳

排放。

“‘零碳码头’设计吞吐量达峰年能耗

为 4700 万千瓦时。为实现能源需求量全

部绿色供给，建设 2 台 4.5MW 风力发电

机和 1.83MW 光伏发电系统，与码头主体

在年底前同步投入使用。”天津港集团科

信设施部副总经理陈艳萍表示，随着码头

吞吐量的增加，2022 年将对风机和光伏发

电系统再扩能，因此“零碳码头”是动态的

“零碳”。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赵洪波表示，研究院目前正在与天津港

合作，依托“零碳码头”项目开展相关技术

攻关，包括把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应

用到港口领域，把传统装备工艺改造升级

智慧化，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争取在

各个方面把碳排放降到最低。目前技术方

案已经编制完成，随着天津港首个人工智

能“零碳码头”的启动，未来将把技术应用

于更多的港口。

据悉，天津港人工智能“零碳码头”将

于今年底竣工投产。

天津港打造人工智能“零碳码头”

山东是全国纬度最高、面积最大的北

方优质茶叶产区。矛盾在于，一方面，截至

2020 年底，山东全省茶园面积 40.8 万亩，产

量 2.6 万吨，茶叶产值已达 40 多亿元；另一

方面，从全国层面看，山东茶园面积和产量

仅占全国的 0.8%和 0.9%，亟须做大。作为

新兴特色高效产业的典型代表，山东茶产

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

面对未来，该如何做大做强？现在，答案揭

晓了。

近日，由山东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乡村

人才学院与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茶叶创

新团队联合主办，临沂市农业农村局承办的

山东省茶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暨

山东茶产业振兴培训班在山东费县举行。来

自临沂市各产茶区县的基层农技人员、茶企、

茶农代表等 100余人参加了培训。

对山东茶产业来说，这次会议如此重

要。山东省农科院副院长张立明、省农技推

广中心作物二部副部长崔秀峰、省茶产业体

系首席专家丁兆堂、临沂市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杜元成、费县县委副书记刘恒波、副县长

谭成亮等政府、专家代表的出席表明了支持

态度。

记者了解到，本次会议的召开面临着深

刻的背景。

“十三五”期间，我国茶园面积和产量均

呈快速增长态势。截至 2020 年底，全国茶园

面积达到 4721 万亩，干毛茶年产量 293 万吨，

是世界茶叶第一大生产国。随着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深化，目前我国产茶区正在从追

求“规模速度”向追求“品质效益”转变。

山东茶叶发展该如何“稳中求进”？

山东省农科院茶叶所党总支书记王祥峰

主持茶产业振兴培训班开班式，山东省农科

院乡村人才学院副院长呼孟银、费县政协副

主席英静玲先后致辞，并透露出些许重要信

息。山东省农技推广中心作物二部高级农艺

师李玉胜，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茶叶创

新团队栽培与育种岗位专家丁仕波，栽培与

育种岗位专家宋鲁彬，加工与机械岗位专家

张丽霞，病虫害与质量安全岗位成员陈珍珍，

产业经济岗位成员冯剑等茶学领域专家学

者，分别围绕“‘十四五’山东省茶产业发展”

“无性系茶树品种选择与配套栽培技术”“茶

树繁育技术进展”“山东茶叶高质高效发展策

略”“山东茶园主要害虫发生与防控”“山东省

茶产业促进乡村振兴机制模拟”等问题作了

专题报告。

会议选择山东费县作为举办地有着慎重

考虑。

去年，山东省农科院提出整县域打造乡

村振兴科技支撑型齐鲁样板。从山东半岛

东、中、西部选择烟台招远、临沂费县、菏泽郓

城实施“三个突破”，开展乡村振兴科技支撑

九大行动，建立农科专家工作室，打造科技兴

农示范样板。

对茶叶科研者来说，茶叶是费县的特色

产业，但存在实生种占比大，树势老化、茶叶

产业质量较低等情况，而山东省农科院突破

费县的目标之一，便是破解上述问题，打造红

色老区的红茶文化品牌。

培训期间，与会人员现场考察了费县春

曦茶厂和沂蒙雪尖两家茶叶企业，参观了茶

园种植和茶叶加工车间。

近年来，山东省农科院茶学创新团队在

费县积极开展科技服务，示范推广生态茶园

和茶叶加工先进技术，坚持“专家帮企业、企

业带产业、产业富乡村”的帮扶路线，支持地

方茶叶产业逐步走向振兴发展，受到当地政

府和茶农的普遍认可与好评。

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 3 月份，经山东省

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整合资源设立茶叶研究所，为该省茶学领域

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力量。

本次活动是山东省农科院茶叶所落实院

“三个突破”战略部署，践行“我为老区人民做

贡献”的重要举措。下一步，该所将继续整合

人才与科技资源，在费县重点打造“高纬度生

态茶园”和“沂蒙红茶示范基地”，扎实推进茶

科技与茶产业、茶文化融合，推进红茶工艺和

红色文化嫁接，助力革命老区沂蒙红茶产业

振兴。

全国纬度最高茶产区如何振兴？这次会议来支招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十四五”开新局

8 月 6 日上午，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广场正

下方的天府广场地铁站比往日更加繁忙。站

点内，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工作人员已经连

续 6 天为地铁站工作人员派发预防新冠肺炎

的中药“大锅汤”，助力一线抗疫。

自 7 月 28 日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

《四川省新冠肺炎中医药预防建议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以来，针对不同人群的预防方

案，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成都市成华区中医

医院等按照《方案》配方，向市民提供中药“大

锅汤”、派发中药香囊……

面对新冠变异德尔塔毒株在国内持续蔓

延，中医药防疫力量再次彰显。事实上，我国

历史上多次疫情防控都有中医的身影。

此次新冠变异德尔塔毒株来势汹汹，四

川多家中医机构在车站、机场、商场等人群密

集场所提供中药“大锅汤”，无疑是疫情防控

中的一项崭新举措。

“张伯礼院士在总结中医药抗击新冠疫

情的基本经验时，提出‘隔离四类人，漫灌中

药汤’。此处的‘漫灌中药汤’就是指中药‘大

锅汤’。大锅汤是中医运用‘通治方’防治瘟

疫的有效方法。”温病学专家、成都中医药大

学冯全生教授说。

据介绍，通治方的定义最早见于清代徐

灵胎《兰台轨范·凡例》中，曰“一方而所治之

病甚多者，则为通治之方”。中医药在历史上

屡用“通治方”抗击瘟疫，积累了宝贵经验。

冯全生认为，本次新冠疫情发生后，多地

采用熬制中药“大锅汤”的方式防治新冠肺

炎，体现了“通治方”抗疫的成果。

目前全球已经发现数千种新冠病毒变异

株，其中列入世卫组织监测名单的有 11种，德

尔塔变异毒株是在现今出现的所有新冠变异

病毒中危险性高的变异株。

德尔塔变异毒株在中国出现后，中西医

协同作战取得显著成果。据了解，成都市公

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收治的德尔塔变异毒株

感染患者，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案治疗，患者

能够快速退热并有效缓解临床症状。

“我国记载疫情流行可追溯到公元前 674

年的霍乱病，至鸦片战争，共发生传染病流行

不少于 500次。在与传染病的长期斗争中，中

医学不断发展、提高，形成了自己认知疫病的

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的疫病防治经验。”冯

全生说。

据介绍，在保持水源洁净对于预防疫疠

的重要性方面，古人也曾采取许多有效方法

和措施；在躲避外邪、隔离患者对温病预防的

重要性方面，古代医家早已注意到采取隔离

手段防疫。

此外，接种免疫是预防传染的最有效的措

施，也是增强人体正气的方法。古代医家很早

就发现某些传染病在发病之后，一般不会再患

该病。明代万全《痘疹世医心得》中说：“至于疹

子则与痘疹相似，彼此传染，但发过不再作耳。”

亦即现在所说的“人工免疫”法。

“中医药数千年的瘟疫斗争史告诉我们，

不论是何种病原体感染所致的瘟疫，中医药都

能够根据患者症状和体质来认识和治疗。相

信随着中医药的深度介入，更能在新冠患者的

救治中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冯全生说。

应对德尔塔毒株 四川中医药有新举措

科技日报昆明8月8日电 （记者赵汉
斌 通讯员陈艳）记者 8日从中国科学院云

南天文台获悉，该台李焱研究员带领的团

队提出了一种探测太阳大气层中小尺度磁

场分布的新方法，并发现太阳光球层中存

在一个以前尚未被认识到的小尺度磁冠拼

接层。国际权威期刊《天体物理杂志》在线

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

“太阳光球宁静区的小尺度磁场是太

阳磁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尺度

很小，在通常的太阳表面磁图上看不到它

们的踪影，因而被称为‘隐匿的磁场’。”李

语强研究员介绍，小尺度磁场在太阳表面

几乎无所不在，它蕴藏着巨大的磁能，可以

与外层大气产生耦合，并且为日冕物质加

热提供充足的能量储备。它可以产生磁

压，通过影响当地的流体静力学平衡状态，

从而改变太阳大气层中的气体压强和声速

分布，进而影响到驻声波的传播；其次，磁

场可扮演振动回复力的角色，进而导致振

动从纯声波逐渐向磁声波转变，并发生反

射与折射现象。

通过在太阳大气模型中引入磁场和

磁压，研究团队调整磁场出现的位置和磁

压大小，来考察驻声波在太阳大气层中的

传播。他们发现，三维数值模拟所揭示的

小尺度磁冠结构在太阳大气层中的分布

不是随机的，而是在水平方向上相互拼接

在一起，形成一个拼接层。在跨越这个小

尺度磁冠拼接层时，磁场强度会增加，导

致磁压迅速上升和与之相伴随的气压快

速下降。驻声波从太阳内部传播到此处

发生全反射现象，从而等效于增大了声波

的传播区域。

研究团队比较了由此给出的频率，发

现其最大偏差仅为 0.5微赫兹左右，大大优

于目前其他模型给出的结果。由此推断得

出的磁场强度为 90高斯左右，与观测得出

的结果相符。同时，由此推断出的小尺度

磁冠拼接层的高度，是距离光球层底部约

630 千米，与三维数值模拟给出的小尺度

磁冠结构的高度大致相符。

这一发现，不但朝着最终解决太阳 p

模式震荡长期存在的表面效应问题的方向

推进了一大步，还为深入了解太阳光球层

物理结构与磁场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太阳光球层存在尚未被认识到的新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