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投稿信箱：tougao@stdaily.com

综 合
COMPREHENSIVE NEWS

3责任编辑 马树怀

2023 年 4 月 25 日 星期二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相信广大人才朋友一定能在多彩

贵州的广阔天地中施展才华、实现抱

负，成就多彩人生！”贵州省委书记徐

麟、省长李炳军在公开信中，呼吁广大

人才朋友投身贵州现代化建设的火热

实践，并要求各级部门当好“后勤部

长”，提供保姆式服务。

4 月 21 日至 23 日，在贵州省“人才

日”和第十一届贵州人才博览会期间，

一系列礼遇人才、致敬人才的活动相继

开展，“人才”成为贵州上上下下的热门

话题。

院士的盛赞和贵州的努力

“ 这 里 是 探 索 宇 宙 的 秘 密 花 园 ，

是奋进的发展缩影，是人才的筑梦天

堂 ……”在第十一届贵州人才博览会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汪景琇用激情演讲盛赞贵州。因为“中

国天眼”，他和贵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中国天眼”已

发现了 740 余颗新脉冲星，对神秘的快

速射电暴做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精细

观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向科技

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其中，既凝结了科

学家和众多科研工作者的心血和努力，

也凝聚了贵州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与帮助，写满了贵州人民的深情与厚

爱。作为天文工作者，请允许我对贵州

说一声谢谢！”汪景琇院士表示，贵州正

在把南仁东和“中国天眼”建设者们的

科学探索精神和科技人才研究优势，转

化为奋发图强的原动力和经济腾飞的

高起点。

破藩篱、搭平台、聚人才。近年来，

紧扣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贵州以超常

规举措招才引智，正成为人才汇聚的宝

地、创新创业的福地、产业发展的高

地。截至目前，贵州省累计引进各类高

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5.5 万余人，

人才总量达到 573万人。

书记市长以网络视
频招才引智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们

都是追梦人，衷心希望各位朋友选择

贵阳贵安，爱上贵阳贵安，扎根贵阳贵

安……”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马宁宇

在视频中热情洋溢地推介。他说，贵

阳贵安是一座青春友好之城，始终信

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

才，将用真心实意、真金白银为各类人

才提供保姆式服务。

近年来，被誉为“中国数谷”的贵

阳，充分利用生态环境、大数据产业

等 方 面 的 比 较 优 势 ，深 入 推 动 实 施

“人才兴市”战略，奏响了人才与城市

双 向 奔 赴 的 动 人 乐 章 。 2022 年 ，贵

阳 的 城 市 人才吸引力在全国省会城

市排名第 16 位。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六盘水市委书记张定超在视频中表示，

热忱欢迎广大人才朋友相聚六盘水，共

创新未来。

六盘水因三线建设而兴，与改革开

放同岁，素有尊才、爱才、惜才、用才的

基因和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胸怀气

度。三线建设时期，来自全国的 10 万

建设大军，在乌蒙山腹地建起了六盘水

这座现代化的工业城市。改革开放即

建市至今，一大批人才来到六盘水，与

当地人民携手打造了江南煤都、中国粮

都、生态绿都。

在人才日和人博会期间，贵州 9 个

市州的书记或市长分别以线上视频的

方式，热情推介地方、积极招才引智，他

们求贤若渴的姿态与广揽天下英才的

诚意，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让“贵漂”青年成为“贵定”

“希望生活配套方面进一步加强”

“ 希 望 能 得 到 更 多 政 策 上 的 宣 传 指

导”……4 月 23 日，一场特殊的人才座

谈会在贵阳综保区举行，40 多名来自

辖区重点企业的人才代表，就园区配套

和人才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建言献策，

畅所欲言。为了吸引青年人才创新创

业，贵阳市白云区则推出“青十条”，为

青年人才提供住房安居、创业孵化等服

务保障，让“贵漂”青年在白云区成为

“贵定”……

每到“人才日”，一系列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活动，相继在贵州各地开

展，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了尊重人才、求

贤若渴的浓厚社会氛围。自 2021 年起

设立“人才日”，贵州以专属节日的方式

礼遇人才，大大增强人才的归属感、获

得感和荣誉感。

连 续 十 一 年 举 办 的 人 才 博 览

会 ，则 向 海 内 外 发 出 贵 州 招 才 引 智

的“ 最 强 音 ”。 本 届 人 才 博 览 会 期

间，集中发布了一批“高校毕业生留

黔行动”“银龄计划”人才政策，推出

一批“揭榜挂帅”“揭榜领题”优惠举

措 ，探 索 建 立“ 平 台 引 才 ”“ 以 才 引

才”“柔性引才”等新机制，以更大力

度 支 持 广 大 人 才 在 贵 州 施 展 拳 脚 、

大有作为。

（科技日报贵阳4月24日电）

贵州：以专属节日的方式礼遇人才
“江陵县马家寨乡 150 亩稻油轮作区连片种

植的油菜新品种‘中油杂 501’，理论亩产 361.2 公

斤（8折后），亩产油量 182.0公斤。”4月 22日，湖北

荆州油菜高密高产高油技术模式观摩会现场传来

喜讯，经中国作物学会油料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

现场测产，采用耐密高产高油新品种和密植高产

高油新技术（即“双密”高产高油技术）的油菜，比

当地油菜平均单产增加 124.3%、平均亩产油量增

加 172.5%。

上述新技术将有力促进我国油菜增产、农民

增收、产业增效，为油菜单位面积产油量倍增提供

可推广、可复制的综合技术解决方案。

食用植物油供给安全风险大

“近年来，我国国产食用植物油产量呈稳步增

长态势，随着消费水平提高，食用植物油自给率持

续下降至 30%左右。”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国食用植物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70%，且进口

来源地高度集中，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已成为危

及我国食物安全的重大风险因素。

油菜作为我国第一大油料作物，占国产油料

作物产油量的半壁江山。

同时，油菜也是我国唯一的越冬油料作物，不

与主粮争地，在确保主粮绝对安全不动摇的国家

战略下，提高油菜单位面积产油量是增强我国油

料供给保障能力的重要途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油菜平均亩产

从 2012 年的 124.3 公斤到 2021 年的 140.3 公斤，

近十年增幅仅 12.9%，含油量仅从 43.96%提高到

45%左右，与菜籽主要出口国加拿大相比，平均

单产低 15%，含油量低 3 到 4 个百分点，且机械

化、轻简化、规模化程度低，制约我国油菜产业

国际竞争力。

中国农科院油料所所长黄凤洪说，当前我

国油菜生产尚面临产量和含油量偏低、产业国

际竞争力不足等瓶颈问题。破解油菜产业高

质量发展问题，着力提升油料产能，一靠品种，

二靠技术。

为抢占油菜科技前沿，农业农村部以中国

农科院和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为依托，狠抓

油菜生产，到一线开展产业调研，组织专家专

题研讨，一致认为当前油菜大面积生产种植密

度偏低、缺乏耐密高产高油品种和配套技术，

是制约油菜产能提升的关键限制因子，亟须作

为重点突破。

科技赋能油料产业自立自强

黄凤洪介绍，油菜高密高产高油技术模式

由该所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襄阳农科

院、荆州农科院等单位协同创新，以耐密高产高油多抗油菜新品种“中油杂

501”为核心，集成高密机械化联合精量播种、油菜全营养缓释专用肥、绿色

综合防控、机械分段收获等技术研制而成。

其中，“中油杂 501”是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王汉中院士团队历经 10 年攻

关选育而成的优势品种，种植密度可达每亩 3 万株左右，区试（种植密度每

亩 2 万 株 左 右）平 均 亩 产 213.11 公 斤 ，比 对 照 增 产 12.66% ，含 油 量 高 达

50.38%，平均亩产油量 107.35 公斤，比对照增加 26.93%，品质优于国家双低标

准，具有抗倒、抗旱、抗寒、抗菌核病等特点，且花期集中，成熟期一致性好，

有利于机械化生产。

2022 年 4 月，在湖北襄阳旱作区示范点测产，“中油杂 501”配套每亩 3 万株

等密植高产高油生产技术，理论亩产达 419.95 公斤，亩产油量达 211.57 公斤，双

双刷新我国冬油菜单产和单位面积产油量纪录。

相关专家介绍，当前我国油菜种植平均每亩仅 1.5 万株，制约了耐密型品种

高产潜力发挥。伴随“双密”高产高油技术应用，将油菜种植密度提高到每亩 3

万株左右，实现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破解我国油菜单产和含油量偏低、机械化

程度低的“卡脖子”问题，实现单位面积产油量翻一番目标。

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一致认为，推动“双密”高产高油技术在我国

油菜主产区应用，将促进油菜产业新的绿色革命预期目标即国产菜籽油产油量

倍增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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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郝晓明）油田

开发进入中后期，出砂问题日趋复杂，

防砂难度随之增大。4 月 19 日，记者

从中国石油辽河油田获悉，辽河油田

曙光采油厂“曙 3-05-005 井”纳米成

膜加固井壁防砂技术试验获得成功，

该井日产原油由 1.7 吨提高到 2.3 吨，

以低成本方式实现了油田开采时出现

的泥质细粉砂的有效防治。

油井生产中后期，往往会出现大

量长井段、小井眼、套变井等复杂井况

的出砂井。化学防砂技术是针对油井

采油过程中，油层采出油液的同时随

着油层出砂，从而造成生产设备磨损、

砂卡等问题。

“通过向油层注入胶黏性材料，将

油层砂胶结起来，提高油层砂粒与砂

粒之间的胶结强度，从而实现防止油

层出砂对生产的不利影响。”辽河油田

钻采工艺研究院（以下简称钻采院）油

井防砂技术中心技术人员介绍，该技

术因其施工工艺简单、防砂后不留管

柱、防砂措施成本低等优点，在解决细

粉砂以及复杂井况出砂井方面具有独

特优势，但也存在油田开采时对储层

伤害大、影响产量和防砂有效期短等

问题。

受国外前沿防砂技术启发，通过

前期论证，辽河油田钻采工艺研究院

于 2022 年初成立项目攻关小组，并与

中国科学院纳米研究所、中国石油大

学等开展技术交流。在项目负责人匡

韶华的带领下，科研人员经过 300 余

组的评价实验，自主研发出水基纳米

成膜固砂剂，形成我国首创的纳米成

膜加工井壁防砂技术。

实 验 表 明 ，采 用 特 殊 技 术 手 段

赋予纳米粒子胶结固砂功能，固砂

剂固结强度达到 8—12 兆帕（MPa），

细 粉 砂 固 结 渗 透 率 达 到 1 毫 达 西

（10-3μm2）以上，关键性能指标明显

优于国内外现有化学固砂剂产品，

大幅提高了固砂强度、防止出砂的

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油层出油

能力。

据介绍，“曙 3-05-005 井”井况

非常复杂，井眼尺寸小、油层跨度大、

层多、层细，并伴随大量细粉砂产出，

防砂难度非常大。钻采院油井防砂

技术中心与曙光采油厂工艺研究所

紧密对接，于今年 2 月 28 日在该井开

展 纳 米 成 膜 加 固 井 壁 防 砂 技 术 试

验。截至目前，该井累计产油 67 吨，

日产液提高 28.1%，日产油提高 35%，

表明纳米防砂技术对油田储层“零伤

害”并达到“防砂增产”的效果，打破

了“化学防砂影响油井产量”的固有

观念。

纳米成膜加固井壁防砂技术试验成功

4 月 22 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

105 家新能源领域企业，来到设立在常

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人才供需洽谈

会现场，面向常州科教城 6 所高校毕业

生，通过线上线下提供 4500 多个工作

岗位。其中，现场收到 3269 份应聘简

历。

这是今年以来常州在加快推进新

时代人才强市战略，深化政校企三方合

作、构建创新型政校企协同育人模式、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上，推出的

有力有效举措。

常州市政协副主席、常州市科教城

管委会主任祝正庆介绍，20 多年来，常

州科教城作为全市的“创新之核”，主动

把握新一轮发展时与势，全力实施“五

大工程”，打造“六个新高地”，认真落实

“就业优先”战略。其中，6 所高校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并

与人社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积极联动，

加强就业服务，为全市社会经济发展提

供夯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在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

书记、校长杨劲松看来，常州建设“新

能源之都”，离不开各类人才的支撑。

地方要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

境，用最优的政策吸引人才，以最优的

服务留用人才，集聚更多新能源领域

青年人才。

近年来，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坚持“党建引领，产教融合，服务毕业

生高质量就业”的工作理念，对标校城

融合、校地融合、产教融合的“三融合”

发展要求，完善“思政+就业”三全育

人体系，先后与常州地区企业成立了

20 多个企业学院、产业学院，开设 40

多个“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班”“现代

工程师班”，将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进

行项目化运作，打造高技能高素质的

工匠型技能人才。

同时，该校还制订《校领导携二级

学院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方案》，

制作《工作手册》，校领导靠前指挥，主

动作为，亲自带队访企拓岗。今年以

来，已走访企业 40余家 50余次。

“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

兴。当前，我市正在加快建设新时代人

才强市，大力培育战略‘帅才’、产业‘英

才’、青年‘俊才’、制造‘匠才’，聚力打

造共建共赢的平台支撑体系，用情营造

安居乐业的人才服务环境，人才政策力

度和温度始终走在前列。”常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常州市人力

资源和就业创业管理中心主任苏叶说。

据了解，常州始终坚持全力做足做

好人才集聚这篇大文章，除推出生活居

住双资助政策外，日前又专门成立全市

毕业生就业联盟，以政府、高校、企业

“三位一体”，共同促进毕业生就业，鼓

励支持在常高校毕业生留常就业创业。

眼下，常州各级围绕产业发展、人

才需求和确保毕业生就业，正在全力实

施“青春留常”人才计划，推行“访企拓

岗”工作机制，组织企业主动赴高校开

展“百家企业校园行”“名城名校合作

行·创新创业赢未来”等专项引才、校园

招聘活动，全面提升高校人才“双选率”

和“留用率”。

此次人才供需洽谈会启动式上，人

才引育校企合作基地、人才工作站、新

能源产业链校政企人才合作联盟等一

批合作平台集中揭牌，将更有力地促进

校地校企就业联动，切实帮助毕业生更

快速、更精准就业创业。

“下一步，我们将在引导企业用最

大的诚意、最大的决心和最大的力度来

提供合适的岗位、极具吸引力的待遇和

广阔的发展空间，不拘一格招人才、真

心实意留住人才的同时，充分发挥科教

城、园区高校和有关部门的作用，进一

步搭好沟通交流的桥梁平台，始终如一

当好‘店小二’，念好‘服务经’，为大学

生就业创业创造更优条件，为企业用人

服务提供重要保障。”祝正庆表示。

江苏常州：政校企合力打通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通道

◎付 菁 本报记者 何星辉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张惠雯

K强信心强信心 开新局开新局

◎过国忠
通讯员 季 华 吉芷晓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通过加强体
育场地设施数字化改造、提高管理服务
等，实现城市体育公园资源调配、管理
保障、生态管理以及智慧体育服务等方
面的转型升级，开创智慧体育赋能全民
健身新局面，不断满足和提升市民的运
动乐趣和生活质量。

图为 4 月 24 日，西河智慧体育公
园工作人员在介绍智慧体育综合管控
平台。该平台可对公园内的人流、安
全、环境以及公园周边“15 分钟健身
圈”运动场地的门禁、灯光等设备实现
智能化管理。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智慧”赋能

运动生活

科技日报讯 （记者韩荣）4 月 20

日，由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大

西铁路客专公司代建管理、中铁十七局

承建的国家级重难点工程——集（宁）

大（同）原（平）高速铁路山西段冯村跨

韩原铁路特大桥钢横梁吊装施工完成，

重达 276.4吨的单榀钢横梁创下全国吊

装最重纪录。

集大原高速铁路是我国“八纵八

横”高速铁路网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由中铁十七局承建的冯村跨韩

原铁路特大桥位于山西朔州怀仁市，

建设过程中需上跨韩原铁路吊装 6 榀

钢横梁。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韩原铁路是我国晋煤运

输重要通道，高峰时段每小时有 3 趟列

车驶过，加之桥梁框架墩承台紧靠铁路

边缘，与接触网最近距离仅 1.2米，要求

对位精度必须控制在 5 毫米以内，施工

难度大、安全风险高。

“吊装的钢横梁中有一榀长 33.84

米 ，宽 4.58 米 ，高 3.5 米 ，重 达 276.4

吨。按一头成年大象 3 吨计算，相当

于同时吊起 92 头大象，为目前国内最

重的单榀钢横梁。”中铁十七局工作人

员表示。

在施工时，施工人员在采用千吨级

履带吊把“庞然大物”一次吊至 18 米的

高空后，需平稳落在框架墩上，偏差要

控制在毫米级，严格计算风力的影响，

做到“绣花”一样精细。

为实现毫米级精准吊装，参建人员

联合专家组共同优化钢横梁吊装施工

方案，建立了 BIM（建筑信息模型）模型

模拟吊装过程中各部位构件相对位置，

准确计算出钢横梁理论重心位置，采用

3D 打印机打印实体模型，反复推演吊

装过程。

在吊装过程中，建设者还综合运

用了智慧化监控系统、红外线测距仪、

全站仪等设备，提前框定落梁边缘位

置，并实时分析吊装角度、速度、牵引

力等数据，精确控制吊装偏差，实现钢

横梁精准就位。“吊装施工中，一颗小

小的螺丝掉落都会对运营铁路造成不

可想象的巨大威胁。”中铁十七局工作

人员说。

276.4吨！全国吊装最重纪录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