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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针对长三角地区节后务工流
特点，铁路上海客运段在阜阳开往上海
的G7445次列车上开展就业服务“春风
行动”，为进城务工旅客提供上海、苏州、
杭州等长三角地区就业信息，发放包括
服务、物流、餐饮、家政、制造业等多个行
业的300余个岗位招聘信息，帮助他们提
前了解用工信息，促成企业和务工人员

“双向奔赴”。
图为 1 月 30 日，铁路上海客运段

列 车 乘 务 人 员 在 阜 阳 开 往 上 海 的
G7445 次列车上向感兴趣的乘客介绍
长三角务工招聘信息。

新华社记者 王翔摄

“春风行动”进车厢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本报记者 颉满斌

◎柳 鑫 徐逸卿
本报记者 过国忠

◎本报记者 王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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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代表、甘肃省劳动模

范、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白银集团）第三冶炼厂熔炼车间调

度室调度长张晓平自北京回来后，一刻

都没停，进工厂、进企业、进社区，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不断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等这些热词早已深

深扎根在他所工作的白银集团。

创建于 1954 年，作为新中国“一

五”时期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白银

集 团 有 着“ 共 和 国 有 色 金 属 工 业 长

子”之称。我国三分之一的铜曾出产

于此。

近十年来，白银集团营业收入和有

色金属产品产量逐年稳步攀升，连续上

榜中国企业 500 强，“2022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中位列第 323 位，“2022 中国制

造业 500 强”中排名 152 位。在白银集

团科技与信息化部经理王栋看来，一串

串数字背后，标注的是白银集团十年来

的奋斗不止、创新不怠。

近日，甘肃省省列重点“白银炉技

术创新升级项目”建设取得了新进展，

这让全公司上下更加干劲十足。

“三化”推进智能制
造、绿色可持续发展

2019年 5月 16日，这一天让王栋记

忆深刻，白银集团在新历史起点上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工程——具有现

代化工艺及装备的铜冶炼闪速炉技术

提升项目顺利点火。

“作为甘肃省‘十三五’期间的省列

重点项目和白银集团近年来投资规模

最大的重点项目，该项目实现了‘一次

性成功贯通工艺’的重大突破。”王栋

说，这就打破了投料量达到设计值最快

的行业纪录，实现闪速炉系统“达到设

计、优于设计”的目标。而“白银炉”与

现代“闪速炉”的优势互补，正在进一步

提升白银集团在铜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和影响力。

2021 年，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印 发 了《高 端 化 智 能 化 绿 色 化 改 造

2021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明确甘肃省

将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

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发展水平，

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传统产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以下简称

“三化”）改造。

“近三年累计实施 103 项‘三化’改

造项目，成果丰硕。”谈起成果，王栋如

数家珍……小铁山矿入选国家绿色矿

山名录，甘肃德福、长通公司入选国家

级绿色工厂，甘肃德福通过省级智能工

厂评定，铜业公司硫酸车间、熔炼车间

通过省级数字化车间评定，绿色化项目

锌电解重金属废水智能化源削减大型

成套装备研发及工程示范项目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一致长通公司获甘肃

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厂坝矿入选陇

南市绿色矿山。

“科技创新贯穿在‘三化’改造的每

一个环节，这几乎成了白银集团每一位

职工的共识。”王栋说，目前，白银集团

已经具有采选 1000 万吨、铜铅锌 60 万

吨、黄金 15吨、白银 500吨的生产能力，

装备技术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行

业先进水平。

产业升级出实效 提
质增效见真招

综合利用好矿产资源，决定着我国

有色金属冶金的高度。加大技术研发

投入，不断积累技术创新成果就成了当

务之急。

白银集团有一大技术法宝——“白

银炼铜法”，它是我国唯一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炼铜技术。在此基础上多年

创新形成的“新型白银铜熔池熔炼炉”

工艺，1980年荣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和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后，围绕“白银

炼铜法”，一代又一代“白银人”孜孜不

倦地开展科技创新。

“近十年来，白银集团投入近两亿

元，从提高冶炼强度，实现自热熔炼等

方面不断创新，投入和产出实现了正

比。”王栋介绍，新建成的“闪速炉”与

新型“白银炉”工艺优势互补，实现“1+

1”大于 2 的效能，极大提升铜冶炼综

合竞争能力。

白银集团铅锌厂的 152㎡流态化

焙烧炉是世界首台、炉床面积最大的

焙烧炉，形成国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新一代锌冶金技术，为行业探索出

了一条低成本绿色低碳发展之路。第

三冶炼厂采用 ISP 火法炼锌工艺，是行

业内唯一可实现铜铅锌混炼的冶炼工

艺，最大限度富集回收原料中伴生的

有价金属，成为白银集团一大效益增

长点。

“企业创新没有终点。”王栋说，他

和张晓平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流，将党

的二十大精神更好落实在科研一线，是

他们未来共同奋斗的目标。

以创新塑造发展新动能——

白银集团产业升级出实效
消费者想吃何种味道的西红柿，

种植者就能把它种成什么味道。这

一场景发生在山东省德州市天衢新

区智慧农业产业园里。春节期间，该

园区“西红柿可定制新滋味”的新闻

登上热搜。

什么是“可定制新滋味”的西红

柿？它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德州财金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师付文琦向科技日报记者表

示，我们用科技可让西红柿的口感提

升得更好，并使产量提高。

在占地 33.6 公顷、约相当于 47 个

足球场的植物工厂内，付文琦向记者

梳理了一颗“可定制口味”西红柿的成

长之旅。

“五分甜一分酸，是西红柿口感的

最佳糖酸比。”付文琦表示，为实现这

种口感，就需要种子与阳光、雨露的配

合。

在园区里，技术人员播下一颗种

子，在湿度 90%左右、积温达到 88℃

时，幼苗萌发了。每天 8 小时的“阳光

浴”让其铆足劲儿成长——藤蔓每天

攀爬 2.5厘米，果实孕育而出。

糖分的形成关键在水肥和光照。

每天清晨，当太阳升起时，辐照传感器

便开始追踪，累积光照达到每平方厘

米 100 焦时，触发灌溉系统，大约三分

钟之内便完成了对所有植株浇灌 100

毫升营养液的目标。

二氧化碳浓度关系着植物的产

量。当清风徐来，传感器便感知到了

风力和风向，大棚天窗变动角度，内外

空气定时定量融合到了一起。

温度变化左右着果实的生长进

程。当温度升高、湿度下降时，气象盒

子传感器接收信号，控制器发出指令，

遮阳布合拢，高压喷雾洒下甘露。

夜幕降临时，水肥机定时定量灌

溉，地热风管机启动，用暖流抵御严寒。

此外，无土栽培技术、熊蜂授粉技

术、绿色防控技术的运用，使得果实更

安全更新鲜。而这种智慧化数字化的

种植模式，使得西红柿挂果达到了 20

多穗，产量也是普通大棚的 3到 4倍。

那么，上述种植环境是如何实现

的？

记者注意到这座植物工厂里近

700 个各式各样的传感器，1700 多个

控制器每天都能产生 2000 多万条数

据，自动化接管了绿色工厂。

与西红柿打了近 30 年交道的山

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侯

丽霞向记者表示：“从口味来看，大体

可分为两类，即甜味儿重一些的西红

柿或者酸味儿重一些的西红柿。”侯丽

霞介绍，西红柿要实现酸甜可口的目

标，品种选择和种植环节都很重要。

记者了解到，这两年，侯丽霞和

同事们研发的“嘉红 100”新品种以

150 万元技术服务费转让给了企业，

并在 2021 年获得“浙江精品番茄评

选”金奖，其酸甜可口在市场上广受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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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3 年，在增强原始创新策源能力方

面，该市将加快推进脉冲强磁场优化提

升等 10 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预

研预制，打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

“抢抓机遇、乘势而上，马不停蹄推

动东湖科学城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新

进展。”武汉市委常委、东湖高新区工委

书记刘洁表示，今年将突出科学属性，

加快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

2023 年，东湖高新区将争创 1—2

家国家实验室基地，大科学装置建成运

行 2 个、开工建设 3 个、立项实施 2 个，

推动 5 家湖北实验室、5 家国家级创新

中心实现高效运行。

突出产业支撑，东湖高新区将围绕

产业链安全，推动特色产业基地与科创

平台一体建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互

动。努力营造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环境，

力争全年高企、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增

长超过 20%。

群策群力，打造硬核支撑

“光电子信息是武汉最有实力代

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并形成优势的

领域。”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

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表示，

武汉有优势打造“世界光谷”创新策

源地。

尤政认为，创建光电子国家实验

室，将不断加强光电子技术战略性、原

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促进武汉光电

子信息产业由“独树一帜”到“国际引

领”，支撑“武汉·中国光谷”跨越式发展

迈向“世界光谷”。

中国信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鲁

国庆说，该集团将进一步扎根武汉，强

化创新驱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

位，更大力度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不断

扩大行业影响力和产业带动力。

围绕科创中心建设核心目标，武汉

全力推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和

“加快把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

优势”两大任务。

“今年将以‘揭榜挂帅’的方式实施

10个科技重大专项，开展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单个项目最高支持 3000 万元。”

武汉市科技局局长盛继亮介绍，拟攻关

领域初步确定为新型显示、特种光纤、

航天动力系统、5G+工业互联网、工业

软件、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动物疫

苗、生物工程、碳中和等 10 个方面，由

科技企业和高校院所组成的创新联合

体“挂帅”揭榜。

同时，武汉还将系统推进中试平台

建设，打造支撑中部、辐射全国的中试

服务及概念验证高地。加快推进以中

试平台为主的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

平台体系化建设。

对纳入市级备案管理、对外开放的

中试平台，给予创新券支持；对年度考

核优秀的中试平台，给予最高 200 万元

奖励；对重点建设的中试平台，按照实

际投资额的 30%给予最高 2000 万元补

助；优先支持中试平台实施的院士专家

重点成果转化项目，给予最高 2000 万

元支持。

（上接第一版）

采集耳缘组织培养成
克隆胚

体 细 胞 克 隆 技 术 的 高 妙 之 处 在

于，只需采集优秀奶牛的耳缘组织，带

回实验室分离培养成纤维细胞，再利

用核移植技术生产胚胎，就能让这些

个体重生。

靳亚平认为，这种做法既规避了

引进活牛可能存在的生物安全风险，

也极大地挽救了濒临淘汰的优质种

质资源。

首批移植的 120 枚克隆胚，初检妊

娠率达到 42%，200 天以上在孕率达到

17.5%，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这些都表

明奶牛体细胞克隆技术在实际应用中

进一步成熟。”他说。

“这是继 2022 年 10 月奶牛活体采

卵—体外胚胎生产（OPU-IVP）技术应

用取得成功之后，我们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在良种奶牛繁育技术领域的又一

重大突破。”灵武市科技局局长马元福

表示。

近年来，灵武市聚焦打造“高端奶

之乡”目标，在宁夏科技厅的指导和支

持下，实施种子工程攻坚行动，与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深入开展奶牛良种快速

繁育技术研发实践。

今年，灵武市计划胚胎牛移植 1000

头、出生 500 头，移植克隆牛 300 头、出

生 30 头，利用克隆牛生产体外性控胚

胎 100 枚，实现胚胎特别是高产克隆牛

批量繁育。

良种奶牛快繁，这是
一小步

作为全国奶业十大主产省区之一，

此次也是宁夏首次培育出克隆奶牛。

2022 年 8 月，宁夏科技厅启动首批

4 个“揭榜挂帅”项目，实施《优质高产

奶牛 OPU-IVP 工厂化生产技术研究

集成与产业化示范》项目。

通过东西部科技合作机制，宁夏整

合山东奥克斯畜牧种业有限公司、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等单位，着力

构建良种快速繁育创新高地，为宁夏和

全国提供优质奶牛。

“目前，项目已集成应用体细胞克

隆及活体采卵—胚胎体外生产—胚胎

移植等技术，建成体外胚胎生产中心 4

个，组建包含开放式奶牛核心群和青

年母牛核心群的优质种质资源群各

300 头，用青年母牛基因组选择+活体

采卵—胚胎体外生产技术生产优质体

外胚胎 2991 枚，培育优质后备种公牛

10 头。”宁夏回族自治区反刍动物分子

细胞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宁夏大学教

授马云介绍。

漫漫征程，这只是一小步。按照科

技厅项目规划，整体分三步走。

先是完善 OPU-IVP 技术体系，推

进试管奶牛工厂化生产；再是采用体细

胞克隆技术，进一步遴选超高产顶级牛；

最后以此为基础，将干细胞技术与基因

组检测技术结合，实施实验室育种。

“这是我们开辟的新赛道。”徐小涛

如是说。

我国首批体细胞克隆优秀奶牛诞生

日前，无锡高新区召开建设中国

式现代化先行示范区动员大会。会

上，该区主要负责人解读了《建设中国

式现代化先行示范区总体方案》《关于

贯彻落实“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

敢干、群众敢首创”精神要求的实施方

案》，以及发布争当创新驱动先行示

范、争当现代特色产业体系建设先行

示范等 11 个“三年行动计划”，旨在在

全国先行先试构建起“1+1+11”的中

国式现代化先行示范建设的工作体

系，力求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

展现“走在前、挑大梁、多作贡献”的责

任担当。

据了解，按照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先行示范区总体方案，该区将构筑以

太湖湾科创城为“智核”的“一城、五

组团、多点”发展格局；全面探索系统

化科技创新机制体制改革，加大重大

创新平台建设，构建大中小企业梯次

并进的创新矩阵；建立产业技术联

盟、国家或国际产业标准联盟以及市

场战略联盟，引进一批国内外一流的

研发机构、培训机构、标准认证机构

以及具有影响力的产业（技术）专家

或团队等。

该区在争当现代特色产业的先行

示范上，将重点打造物联网、生物医药

等一批千亿级地标产业，加快布局未

来产业；打造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

园区；争创国家级智能制造先行区、工

业互联网试点园区；深入开展“双招双

引”，创新海外驻点招商等。

同时，在争当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先行示范上，该区将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

略；加快中日韩、中欧等中外合作园区

建设，引进一批世界 500 强、跨国公司

等外资龙头企业；推进国家进口贸易

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综合保税区新

片区建设。

无锡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崔荣国表

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示范区，

是一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系统性工

程，全区上下要树牢‘一盘棋’思维，坚

持目标同向、工作同步、责任同担，确

保中国式现代化先行示范区建设工作

有条不紊推进。”

无锡高新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示范区

科技日报沈阳 1月 31日电 （记

者郝晓明 通讯员孙晓晨）随着满载

日用品、机械零件等货物的 X8059 次

中欧班列 1 月 31 日凌晨从沈阳东站

出发，今年 1 月份，辽宁中欧班列累

计 发 送 3180 标 准 箱 ，同 比 增 加

32.5%，实现了新年“开门红”。

X8059 次 中 欧 班 列 是 今 年 开 年

以来辽宁开行的第 29 趟中欧班列，

共编组 55 辆，将驶往俄罗斯埃列克

特罗乌格利站。据了解，仅在春节

长假期间，作为东北地区中欧班列

最重要的始发站之一，沈阳东站共

组织开行中欧班列 5 列，达到往年同

期最高。

面对需求持续旺盛的国际市场，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携手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持续

发挥中欧班列“双驱动、三通道、五线

路”运行格局优势，在全力保障班列

开行的基础上，根据企业运输需求，

进一步扩大单列编组，由 50 车每列

增加到 55 车每列组织发运，运输效

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为保障中欧班列运输畅通，铁路

部门积极对接企业，提前掌握客户生

产情况和发运安排，按照“优先承运、

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挂运”的原

则，为中欧班列开辟绿色通道，实现

承运、查验、转运快速无缝对接，确保

中欧班列开行安全、高效、畅通。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与平台公司

充分利用各口岸运输作业能力，实现

满洲里、绥芬河、二连浩特三条回程线

路的多元化发运，促进回程班列增运

上量。截至目前，辽宁中欧班列一月

份共组织回程班列 73 列，环比增长

102.8%，同比去年增长 62.2%。随着种

类繁多的“洋年货”运抵国内，国内消

费者也体验到更多便利和选择。

辽 宁 中 欧 班 列 实 现“ 开 门 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