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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实习记者 都 芃

◎本报记者 王健高
实习记者 宋迎迎
通 讯 员 宋 雪 王文辉 刘 伟

◎本报记者 金 凤 陆成宽

走进创新型县（市）

◎本报记者 魏依晨
通 讯 员 张 健

12月 13日是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举行。

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
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摄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仪式

在南京举行

科技日报南京 12 月 13 日电 （记者张
晔）12月 13日，《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在

线发表了一项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的成果，科研人员对全球各大博物馆

1000 多块螽斯化石进行研究，重建了其鸣声

频率的宏演化历史，发现在 2.4亿年前的三叠

纪，螽斯可以发出高达 12—16kHz 的鸣声,这

也是整个动物界最古老的高频声音记录。

直翅目昆虫是现今多样性最高的鸣声生

物，包括常见的蟋蟀、螽斯、蝗虫等。其中螽

斯（俗称蝈蝈、纺织娘）可以利用前翅间的相

互摩擦发出声音，依靠前足的听器（鼓膜）接

收声音信号。螽斯在中生代非常繁盛，因此

是动物声学演化研究的一类理想类群。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博

士研究生许春鹏在王博研究员和张海春研究

员的指导下，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检视了1000

多块直翅目化石标本，建立了螽斯化石的关键

形态特征数据库，并根据生物物理模型，对中生

代螽斯的鸣声频率进行了系统重建。

研究还发现，在早中侏罗世，螽斯类群发

生了明显的类群转换现象：原本占据主导地

位的哈格鸣螽科昆虫开始衰落，具有“更高的

声学能力”的鸣螽科昆虫开始崛起。许春鹏

认为，这是因为鸣螽科昆虫的鸣声频率为双

峰分布，高频鸣声有利于躲避捕食者的探查，

低频鸣声能够传播更远的距离。

这也表明，在同一时代的生态系统中，已

经出现声学生态位分区，它可以极大地降低

声学交流时其他声学信号的干扰，提高声学

交流的效率。因此，高效的声学交流能力很

可能是中生代早期螽斯辐射演化的驱动因素

之一。

2亿年前蝈蝈嗓门有多高？化石研究得出答案

11 月 30 日，青岛西海岸新区迎来了初冬

第一场雪，寒气袭人。然而，在青岛华大智造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依然涌动着火样创新热

潮，科研人员正抓紧新品研发。

“我们先后研发生产了目前全球通量

最大的基因测序仪、小型便捷基因测序仪、

超低温自动化样本库等系列产品。”青岛华

大智造生化研发负责人许奇武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

能新优势。青岛华大智造在青岛西海岸新区

的发展布局，正是新区抢占新赛道，锻造新优

势，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布局新赛道，需要科技引领、创新支

撑。青岛西海岸新区着力强化科技支撑，聚

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突出企业创新

主体作用，建立‘科技专员+揭榜挂帅’机制，

深化校城融合、校企融合，引领青岛国际化创

新型城市建设。”青岛市委常委，青岛西海岸

新区工委书记、黄岛区委书记孙永红表示。

企业站“C位”汇聚科
创澎湃势能

11 月 12 日，天舟五号货运飞船成功发

射。其关键元件之一——磁光开关，来自青

岛浦芮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这款仅有优盘

大小的磁光开关，除服务天舟项目外，还应用

于“神舟”系列飞船、嫦娥五号、中国空间站等

领域。

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浦芮斯光电多次

参与国家重大航空航天工程项目。“在产品研

发创新的道路上，我们从未停歇。”浦芮斯光

电总经理赵强说。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青岛西海岸新

区，企业搭建创新平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在创新创造中站“C 位”唱主角的案例不胜

枚举。

近日，记者在青岛东海药业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里看到，工作人员忙碌而有序，一瓶瓶

微生态产品顺着传送带源源不断传出。

“我们拥有 6350平方米研发场地，配有先

进仪器和设备，能够满足研发、中试和成果转

化需求。”青岛东海药业有限公司科研部部长

尚改双介绍，企业攻克了传统微生态制剂菌

种老化、疗效差、不耐胃酸等技术难题，自主

创研了占我国种类总数 1/4的微生态新药，已

获授权专利 41项。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青岛西海岸新区规

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达 60%以上，全

区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1142 家，高新技术企

业突破 930家，汇聚起科技创新的澎湃势能。

“揭榜挂帅”能者上
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

提升城市创新力，离不开良好的创新生

态。青岛西海岸新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

化创新创业生态，依托“揭榜挂帅”攻关机制

大幅提高创新效率。

在青岛默森制造技术有限公司采访时，

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直以来，该企业苦

苦寻求锻造伺服步进梁的国产技术而不得。

将需求发布于“揭榜挂帅”平台不久，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鄢志丹团队便成功揭榜，困扰

企业已久的技术难题迎刃而解。

“‘揭榜挂帅’实现了企业与科研单位的

精准对接，企业不但省了很多精力，还获得了

科研资金支持。”青岛默森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负责人释修才说。

（下转第二版）

抢 占 新 赛 道 锻 造 新 优 势
——青岛西海岸新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一

12月 13日，我国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

“夸父一号”卫星首批科学图像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召开。会上公布了“夸父一号”自

2022 年 10 月 9 日成功发射以来，3 台有效

载荷在轨运行期间，获取的若干对太阳的

科学观测图像，最新发布成果实现了多项

国内外首次，在轨验证了“夸父一号”三台

有效载荷的观测能力和先进性。

截至目前，“夸父一号”三台有效载

荷——全日面矢量磁像仪、太阳硬 X 射线

成像仪和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状态正

常，卫星平台和各载荷功能性能满足设计

要求，建立了高精度稳定姿态指向、稳定工

作温度环境、可靠星地测控和数据传输链

路，并获取稳定能源，有力地保障了卫星在

轨开展工作。

“以前都是用国外的数据和软件做研

究，但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观测数据，这种

感觉非常不同。”采访中，“夸父一号”首席

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甘为群感慨，如果说以前获取观测数据是

“吃现成饭”，那么现在就是要“烧饭给大家

吃”，“这激发了我们更大的责任感，团队也

将遵循国际惯例，尽快向国内外同行公布

数据。”

实现我国首次太阳
硬X射线成像

在轨两个月期间，“夸父一号”按照

既定计划，开展了大量对太阳的在轨测

试和观测。“夸父一号”卫星系统总师、中

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诸成介

绍，全日面矢量磁像仪实现了我国首次

在空间开展太阳磁场观测，已获得的太

阳局部纵向磁图的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为聚焦“一磁两暴”科学目标，实现高

时间分辨、高精度的太阳磁场观测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甘为群表示，目前，太阳硬 X 射线成

像仪实现了我国首次太阳硬 X 射线成像，

提供了目前唯一的地球视角太阳硬 X 射

线图像，图像总体质量达到国际一流水

平，为实现对太阳耀斑展开非热辐射空间

分布、时间结构、能谱特征观测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下一步，我们会运用观测到的成像，

分析太阳耀斑释放的能量中，热辐射与非

热辐射是何种关系。”甘为群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外，作为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

的 3 个子载荷之一，太阳日面成像仪在

卫星平台上获得了莱曼阿尔法波段全日

面像，属国际首次，其获得的日珥演化图

像清晰完整。另一个子载荷——太阳白

光望远镜观测到太阳边缘上 2 个罕见的

“白光耀斑”，莱曼阿尔法波段的观测能

力得到了验证。

今年 10 月 2 日，“羲和号”也探测到一

次爆发规模不小的 X1级太阳耀斑，而且这

是一个罕见的白光耀斑。

接下来，“夸父一号”和“羲和号”是

否会开展合作，探究“白光耀斑”隐藏的

太阳“身世之谜”？“目前我们正在与‘羲

和号’团队合作，研究太阳的低层大气到

底是何种动力学过程。”甘为群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

未来太阳观测或将
分三步走

下 一 阶 段 ，“ 夸 父 一 号 ”将 按 照 既

定 计 划 开 展 并 完 成 在 轨 测 试 ，早 日 转

入 在 轨 科 学 运 行 阶 段 。 同 时 ，“ 夸 父 一

号”将充分发挥 3 台有效载荷组合观测

的 特 色 ，加 强 国 内 外 合 作 和 数 据 开 放

共 享 ，早 日 实 现“一 磁 两 暴 ”科 学 目 标 ，

为 太 阳 活 动 第 25 周 峰 年 观 测 和 研 究 作

出中国贡献。

（下转第三版）

实
现
多
项
国
内
外
首
次

﹃
夸
父
一
号
﹄
首
批
太
阳
观
测
科
学
图
像
发
布

科技日报北京 12 月 13 日电 （记者

陆成宽）基于极化激元的纳米光子学技术

能够在深亚波长尺度实现对光子的操控，

是未来实现高速光信息处理的关键。来

自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等单位的研究人员

成功给低对称极化激元拍了个照，实现了

低对称声子极化激元的实空间成像，证实

了近场“轴色散”效应，揭示了一种新的在

纳米尺度实现光子操控的可行路径。相

关研究成果 12 月 12 日在线发表于《自然·
纳米技术》杂志。

表面声子激元是一种存在于极性晶

体表界面上的特殊电磁模式，也可被认为

是一种光子与物质耦合形成的准粒子。

“它可以实现高效的光场压缩和能量聚

焦，调控纳米尺度光传输的方向，在纳米

光子学尤其是二维光场调控领域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戴庆介绍。

“然而，此前报道的声子激元都存在

于高对称晶体的表面，其调控自由度受到

晶体对称性的束缚，限制了其优异性能的

发挥。”戴庆介绍。

利用近场光学显微镜，戴庆课题组

与合作者以单斜晶体钨酸镉的声子激元

为研究对象，成功对钨酸镉晶体表面声

子激元波前的实空间进行成像，直接证

实了低对称晶体中近场“轴色散”效应的

存在。

“单斜晶体钨酸镉具有较低的对称

性，我们用近场显微镜，观测到了钨酸铬

晶体表面声子极化激元的光学模式。”论

文共同第一作者、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

研究员胡德波表示，这就类似于给石子

激起的水波拍了个照片，但是这个水波

不但不是圆形向外扩散，而且还上下左

右都不对称。

对此，戴庆表示，这项研究不仅为近

场“轴色散”效应提供了最关键的证据，同

时也拓展了极化激元的研究体系，为平面

光场的调控提供了新的方法。此外，它揭

示的近场“轴色散”效应意味着不同频率

的声子激元对应不同的光轴指向，因而可

用于实现纳米尺度的波分复用。

我国科学家成功给
低对称极化激元拍照

创 新 是 引 领 发 展 的 第 一 动 力 。 为 产

业 发 展 插 上 创 新 的 翅 膀 ，井 冈 山 一 直 在

努力。

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从 2017 年到 2020 年

增幅达 40%、R&D 经费增长 767%、新获批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11家，井冈山以科技助脱贫、

以创新促发展。在“井冈经验”指引下，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正全力推进。日

前，井冈山已经通过全国首批创新型县（市）

验收。

科技帮扶示范带引领产业发展

“你看，我们每一个柚子都有自己的‘身

份证’。”井冈山市强顺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钟洪顺举着一个柚子向记者展示。他

指的是数字农业，是区块链。

走进井冈山市拿山镇万亩果园示范基

地，沿着小径登上山顶，千亩柚林尽收眼底，

金灿灿的柚果盈满枝头，果香弥漫。拿山镇

万亩果园示范基地由井冈山市强顺果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打造，是井冈山市规模化发展井

冈蜜柚产业的先行示范基地。“基地流转林地

1200 余亩，已开发种植 600 多亩井冈蜜柚，今

年 11月，又迎来了收获。”钟洪顺告诉记者。

在位于拿山镇的井冈山市顺捷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的 200亩养殖池内，进口鳗鱼苗

因科学海水淡化养殖技术在当地“落户”。据

公司经理陈孝辉介绍，这些鱼苗长大后将销

往东南沿海大中城市。

吉安市政府副市长、井冈山管理局党工委

书记、井冈山市委书记傅正华告诉记者，近年

来，当地通过科技部重点帮扶，将科技帮扶资金

支持的高科技博览园、蜜柚、草莓、黄桃、灵芝、

鳗鱼等项目串联起来，培育了甘忠明、钟洪顺等

一批科技示范户和致富带头人，在拿山镇形成

了一个集生产大棚、扶贫车间、培训基地为一体

的科技帮扶示范带，带动了全镇产业振兴发展。

科技扶贫带动就业增收

“5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平地，现在整个园

区占地 500 多亩，优质果蔬年产量达 1000 多

万公斤。”井冈山高科技农业博览园（以下简

称农博园）负责人冯安源指着一栋栋现代化

智能观光大棚介绍道，农博园位于拿山镇江

边村，是一个集蔬菜种植、种苗培育、农业技

术服务、农产品深加工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

现代化农业示范园区。

据介绍，由科技部引领打造的这座农博

园科技帮扶效益明显，每年可为 120余名农户

解决就业问题，农户人均劳务收入近 2万元。

踏入智能观光大棚，迎面而来的便是科

技感。大屏上实时显示着棚内的光合有效辐

射、含氧量、气温等数据。大棚还能根据光照

强度随时开启遮阳帘，并通过智能通风降温

系统给果蔬舒适的生长环境。“活了一辈子，

原来蔬菜可以这样种。”在农博园学习先进蔬

菜种植技术的井冈山江边村村民兰冬妹笑着

说道。 （下转第三版）

江西井冈山：科技赋能打造创新样板

12 月底，新疆喀什最低气温已多次突

破-10℃，这座丝绸之路上的千年古城进入到

了一年中最难捱的冬季。但走进城区百姓家

中，暖气片早已在源源不断散发着热量，明亮

的灯光照亮每一个角落。夜幕降临，万家灯

火亮起的喀什，像是茫茫戈壁上的一颗“夜明

珠”，光华璀璨。但在二十年前，喀什还有不

少地区尚未通电、供热，每当夜晚来临，远远

望去只见漆黑一片。

为了更好地解决喀什以及南疆周边的用

电、供热问题，近年来，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喀什热电）在建成新疆

首个 35 万千瓦超临界机组的基础上，通过实

施多项创新性技术改造，为喀什古城的更多

区域带去了“光”和“热”。

创新突破成就标杆机组

喀什热电承担着喀什市和疏附县、疏勒

县“一市两县”的集中供热任务，是喀什地区

冬季唯一的集中供热热源。随着城市化进程

发展，喀什的供热负荷以每年大约 100万平方

米的速度增长。喀什热电供热能力接近饱

和，供热能力提升迫在眉睫。“为了满足快速

增长的供热需求，最大限度提升机组综合效

益，公司决定对机组进行高背压循环水供热

技术改造。”喀什热电副总经理艾尔肯·买买

提说道。

喀什热电的两台 35 万千瓦机组属于超

临界间接空冷式供热机组，对其进行高背

压供热改造在国内尚属首次，没有先例可

供 参 考 。“ 改 造 要 在 机 组 检 修 期 间 同 步 完

成，并且不能影响机组检修进度。尤其是

改造实施阶段中还面临着凝汽器喉部补偿

器整体更换工作工艺复杂、施工难度大等

多种困难。”艾尔肯说，没有现成的路可走，

便只能蹚一条出来。攻关团队住在了改造

现场，不断研讨、反复摸索，方案更新了一

版又一版。最终，根据喀什热电的实际情

况与现有条件，团队制定出了具体的实施

方案。经过施工人员 24 小时倒班施工，改

造项目在既定期限内圆满完成，填补了我

国 35 万千瓦超临界间冷机组高背压循环水

供热技术空白。

该项技术改造的效果立竿见影。技术

应用后，喀什热电供热能力提升 186 兆瓦，供

热面积增加 387 万平方米。同时，因汽轮机

乏汽回收利用，机组热效率得以大大提升，

煤耗指标大幅降低，改造后首个供暖季供电

煤耗同比降低 53.22 克/千瓦时，节约燃料成

本 1200 多万元。2017 年，完成技术改造后的

喀什热电 5 号机组达到了全国 35 万千瓦机

组标杆水平，荣获全国火电竞赛同类机组一

等奖。

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

“明天过节，下班后大家一起来我家聚

聚。我准备了特色拉面、烤肉，教大家跳新

疆舞！”2017 年古尔邦节时，当时还是喀什

热电运行部主任的艾尔肯向刚进入部门的

六名内地大学生发出了盛情邀请。这不仅

让远在异乡的新员工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还让他们迅速融入了喀什热电这个多民族

的大家庭。 （下转第三版）

让丝绸之路上的“夜明珠”更璀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