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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洲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湖南篇

◎罗洪焱 陈 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强调，推动国有企业

完善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

力，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提升国有

企业原创技术需求牵引、源头供给、资源配

置、转化应用能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作为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国华能牢记“国

之大者”，以“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

新战略为指引，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的使命担当，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构建

“双碳”目标下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强

国贡献“华能力量”。

聚焦“卡脖子”以央
企担当锻造“杀手锏”技术

能源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

础产业，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

里，才能彻底摆脱“卡脖子”的手，从根本上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中国华能坚持“四个面向”

的战略方向，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发挥

龙头企业作用，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布局

科技创新，勇当现代产业链“链长”，锻造“杀

手锏”技术。

聚焦新一代核电技术。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

成功并网，标志着我国首次在全球核电技术

领域实现领先。该示范工程是我国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首座具有第四代先进

核能系统特征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具

有固有安全性好、发电效率高、环境适应性

强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高温热源供应、退

役煤电替代以及规模制氢等商业化应用。

聚焦可再生能源前沿创新。牵头研制

出国产化 5 兆瓦高速永磁型、7 兆瓦直驱型

海上风电机组，实现大型海上风机核心关键

部件自主可控。自主研发的华能新能源智

慧运维系统成为国内自主可控程度最高、接

入数据点数最多、覆盖应用场景最全的新能

源数据平台。建成小湾、糯扎渡、黄登等一

批世界级水电大坝，研制出“世界首创、中国

原创”水力式升船机，在高坝通航领域成就

中国品牌。

聚焦二氧化碳（CO2）捕集成套技术。在

华能天津 IG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电站、

上海石洞口二厂、长春热电厂分别建成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首套燃烧前、燃烧

后和相变型 CO2捕集装置。上海石洞口二厂

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示范工程年捕集

能力可达12万吨，已运行超过10年，保持世界

运行时间最长的纪录。成功研发出国际首创、

华能原创的 COAP（低温法污染物一体化脱

除）技术，实现烟气污染物一体化近零排放。

聚焦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在天津

建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首座 IGCC

示范电站，并创造出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的

世 界 纪 录 。 建 成 世 界 首 座 66 万 千 瓦 超 超

临界二次再热电站、国内首座百万千瓦国

产超超临界燃煤电厂，持续引领行业技术

进步。 （下转第二版）

胸怀“国之大者”推进原创技术攻关

5 兆瓦风机的单桩基础已矗立于海

上，其底部牢牢“抓住”水下 30多米深处的

海床。然而，风机叶片方案还没着落。

叶片如同风电机组的心脏，重要性不

言而喻。

6 月，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清能院）海上

风电技术部主任刘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仍对 2020 年的那一次艰难选择记

忆犹新：是选择技术成熟但价格高昂的外

国进口碳纤维叶片，还是选择国产首台套

碳玻叶片？

国产化设备鲜有海
上试验机会

2009 年，我国风电行业开启了一次

“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风机被从陆上

搬至海上，准确说是潮间带。

潮间带是指低潮位时海岸裸露出来的

区域。十几年后回看，业内甚至直言，这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海上风电。潮间带风机比

陆上风机增加了一些冗余设计，风机所受

载荷与陆上风机几乎没有差异。但潮间带

试验风电场项目开启了国内海上风电开发

建设的新时代。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作为单体规模

大、年利用小时数高的风电发展类型，国外

海上风电技术发展到今天已日趋成熟。

发展海上风电，我国有着天然优势——

海岸线长、可利用海域面积广，而且风能

资源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电网结构较

强 又 缺 乏 新 能 源 的 东 南 沿 海 地 区 。“ 双

碳”目标下，我国海上风电优势尽显，发

展速度加快。

华能清能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卫东

告诉记者，2020 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

装机量已达世界第二，但大容量海上风电

机组仍有多种关键部件被国外厂家垄断。

李卫东分析，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相较

于陆上，海上风机运行环境更加苛刻，造价

也更高：一座百万千瓦的海上风电机场耗资

大约150亿元，运行过程中需要应对更加极

端的气候条件、更加复杂的海洋环境。开发

商因而依赖于更稳定、更高效的机型。

“将百亿元设备放到距海岸几十公里的

海上，平时看不到，设备出了问题后，如果运

气不好，一两周内维修人员都可能因为天气

原因过不去，经济损失会很大。”李卫东说，

正因如此，之前大家更偏好国外成熟可靠的

产品，不愿意使用国产化设备，从某种程度

上说，国产化设备连试验的机会都没有。

合力打破海上风电
机组国产化不了的“怪圈”

为实现大型海上风电机组国产化，

2020 年，作为我国最大的海上风电开发商

之一，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华能）牵头，联合行业相关的整机厂家、

零部件厂家、设计院、科研院所以及施工企

业组成海上风电补短板技术攻关团队，

2021 年又正式成立了更加紧密的海上风

电技术创新联合体。

“这是我国未来海上风电发展的重要

抓手之一，也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

障。我们希望站在产业链整体角度思考中

国海上风电的未来。”在李卫东看来，作为

产业链的“链长”，中国华能就是希望联合

全产业链，打破海上风电机组国产化不了

的“怪圈”。5 兆瓦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正

是推进大型海上风电机组国产化的第一

步。中国华能依托华能清能院，联合华能

江苏公司、中国海装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

研发工作。

国产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刘鑫告

诉记者，叶片的国产化过程中就遇到了

重大技术挑战，在最开始设计风机单桩

基础、塔架承载力时，考虑的是进口的成

熟商业化叶片的重量，但国产化 5 兆瓦机

组所配备的叶片长达 80 多米，项目组虽

然革新了已有的叶片设计材料和制造技

术，但与原始方案相比，新叶片的重量还

是明显增加。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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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这片英雄辈出的红色热土，一直牵

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

到湖南考察调研，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高度对湖

南发展锚定新坐标、明确新定位、赋予新使命。

百舸争流竞湖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的火热

场景，在三湘四水跃动，新业绩在不断创造、

新局面在不断打开。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
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湘西，武陵山脉腹地的湖南省花垣县十

八洞村，人多、地贫、山高、路陡，贫困问题年

深日久，曾是湖南许多亟待脱贫地区的典型

缩影。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了

十八洞村，看望贫困群众，并在这里首次提出

“精准扶贫”。“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精准扶贫”的理念犹如一缕春风，从古老

苗寨吹遍神州大地。

“扶贫这么多年，总书记的办法最管用。”

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施金通说。自从总书记

考察十八洞村后，村里新发展起旅游、山泉

水、猕猴桃、苗绣等多种产业。2016 年，十八

洞村成为湖南首批脱贫出列的贫困村；2021

年，全村人均收入突破 2 万元，较 8 年前翻了

10多倍。

脱贫攻坚八年间，湖南以“首倡之地当有

首倡之为”的担当，走出了一条精准、特色、可

持续的脱贫路子。截至 2020 年底，全省 682

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困扰了

这块土地千百年的贫困问题彻底得到解决。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来到湖南考察调研，指出湖南要“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激活乡村振兴内生

动力”。

在湖南省古丈县的许多村寨，一棵棵白

茶苗正带来深刻的变化。默戎镇翁草村是苗

族聚居村，当这个传统村落这几年遇见浙江

支援过来的“白叶一号”现代白茶，围绕特色

苗寨、民宿体验、基地观景等主题，撑起了茶

旅融合产业。2022年清明前后村里采摘的白

茶鲜叶加工成干茶，销售收入三四十万元。

茶苗扎下根，农户的“创富劲”也跟着生

长。翁草村党支部书记石流堂说，这几年村

里最喜人的变化，是村民们想方设法增收创

富，展现出感恩奋进、勤劳致富的崭新面貌。

记者了解到，2020年以来，湖南通过建立

完善监测帮扶机制，突出重点地区重点群体，

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村的支持力度，

强化驻村帮扶管理，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

训，稳住脱贫人口就业基本盘。

与此同时，一系列“含金量”十足的惠农强

农政策陆续实施。大力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

化农业科技支撑、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抓实

乡村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六大强农”行动、完

善联农带农机制…… （下转第三版）

百 舸 争 流 竞 湖 湘
——沿 着 总 书 记 的 足 迹 之 湖 南 篇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中华全国新

闻工作者协会近日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国

新闻奖评选办法》。今年第 32届中国新闻

奖将启用此办法进行评选。

中国新闻奖是中央批准的全国优秀新

闻作品年度最高奖，设立以来充分发挥激励

引导作用，为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促进新闻

队伍建设、推动新闻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而

独特的贡献。中国新闻奖评选30多年来逐

步形成了一套制度比较完备、程序比较严谨

的评奖体系，同时由于多个奖项合并等历史

原因，在奖项设置等方面也积累了一些问

题，需要更好适应媒体融合发展新形势。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顺应媒体融合发

展，适应新闻工作实际，增强评选专业性、包

容性、引导性，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

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新闻界意见的基础上，

制订中国新闻奖改革方案。中央有关部门

近日批准了改革方案。新修订的《中国新闻

奖评选办法》已在中国记协网公布。

中国新闻奖评选改革坚持“聚焦新闻作

品、服务融合发展”的目标方向，以奖项设置

改革为核心，以评选机制改革为保障，以新

闻作品体裁为主线设置基础奖项，根据内容

题材和鼓励媒体融合发展设置专门奖项，采

取合并同类项、减少交叉项、取消不宜项的

办法，将原有29个奖项优化为20个奖项，其

中基础奖项14个，专门奖项6个。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负责人表

示，新的评选方案获批，充分体现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闻舆论工作的

高度重视和对新闻工作者的亲切关怀。新

闻战线将以中国新闻奖改革为契机，深入

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努力提高新闻

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引导

广大新闻工作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国之大

者”，做好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贡献。

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公布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队非战争军事

行动纲要（试行）》，自 2022 年 6 月 15 日起施

行。

《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着眼有效防范化解

风险挑战、应对处置突发事件，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创新军事力量

运用方式，规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组织实

施，对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具有重

要意义。

《纲要》共 6 章 59 条，认真总结以往遂行

任务实践经验，广泛汲取军地相关理论成果，

主要对基本原则、组织指挥、行动类型、行动

保障、政治工作等进行了系统规范，为部队遂

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法规依据。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
《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3日电 （记者刘园
园）13 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北京市人民

政府在线上启动 2022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暨北

京市节能宣传周。这是我国连续举办的第 32

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年的主题为“绿色低

碳，节能先行”，举办时间为 6月 13日至 19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我国节能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以年均 3%的能源消费增

速支撑了年均 6.5%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

计降低 26.2%，相当于少用能源约 14 亿吨标

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 29.4亿吨，有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在 2022年全国

节能宣传周寄语中提到。

科技日报记者进入 2022年全国节能宣传

周宣传主页发现，今年的全国节能宣传周围

绕“绿色低碳，节能先行”主题开展了一系列

“云”上活动。

想了解节能插座、绿色轮胎、绿色建材等

节能知识？可以到“节能云课堂”学一学；想

掌握办公节能、日常节水、空调节电等节能环

保小妙招？可以在“动漫云展示”中，听听节

小宝和能小贝两位动漫人物的生动介绍；想

在节能知识答题中一展身手？可以在“趣味

云闯关”中，扫码登录小程序，通过答题闯关

获得积分并参加抽奖。

不仅如此，关心节能环保的网友们还可

以通过 2022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宣传主页了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节能成效、重点行业企

业节能降碳实践，学习节能标准和能效标识

相关知识，了解电商、快递、外卖头部企业“减

塑”优秀实践案例等。

2022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云”上精彩纷呈

6 月 13 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通过对

三星堆出土的近 200 个样品进行碳 14 测年，

测 年 数 据 集 中 在 公 元 前 1131 年 至 公 元 前

1012 年，为商代晚期。通过进一步确认三星

堆“祭祀坑”的年代，实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布会通报称，从 2020 年开始，三星堆

遗址新发现的 6 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工

作，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自 2020

年 至 2022 年 ，祭 祀 区 共 计 开 展 发 掘 面 积

1834 平方米，基本确认了祭祀区大致呈西

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

紧 邻 的 三 星 堆 城 墙 平 行 ，面 积 将 近 13000

平方米。

截至 2022 年 5 月，“祭祀坑”K3、K4、K5、

K6 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 K3、K4 进入整理

阶段，K5、K6 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K7、

K8 正在进行埋藏文物提取阶段。目前，上述

6 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 13000 件，其中相

对完整的文物 3155件。

通报称，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相关的多学

科研究成果丰硕。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

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

制近似，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 5 号坑和 6

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

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 3200 年至 3000 年，

解决了过去 30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

争议。 （下转第三版）

三星堆考古成果再上新“祭祀坑”年代确认

扫描二维码，了
解大型国产化海上风
电机组走向“试验场”
的故事。

湖南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车间调试设备（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受访者供图）

在三星堆遗址
8号“祭祀坑”拍摄
的铜人头像（5 月
3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唐文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