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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符晓波

科技日报北京4月27日电（记者何
亮）27日，2023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暨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表

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共颁授全国五一劳动

奖状207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035个、

全国工人先锋号 1044个（包括单列名额

的奖状7个、奖章44个、先锋号20个）。

据了解，今年的评选表彰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表彰对象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点产业倾斜。

51.5%的奖状单位、40.3%的奖章个人、

36.4%的先锋号集体属于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提出重点发展的产业。此外，还

有大量表彰对象来自本地区重点产业，

即各地按照党中央对本地区的定位、根

据自身资源禀赋确定重点发展的产业。

“表彰对象覆盖 19 个行业大类，以

制造业、交通运输、建筑、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等相关行业为多。高度重视选树非

公有制经济中的先进典型，奖状、奖章和

先锋号中非公有制比例分别占 41.5%、

37.8%、39%。”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部门

负责人介绍，奖章人选重点向产业工人

倾斜，占比超过41%；注重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等群体，各单位积极推荐了货车司

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一批先进典

型，为这一新兴群体选树了榜样。

此外，今年的单列表彰名额主要有

两类。第一类单列 23 个奖章名额，用

以表彰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优胜

者。2022年，全总联合有关部委共同举

办了全国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

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等 6 项技能大

赛。今年将表彰这些大赛的第一名，以

激励引导广大职工参与竞赛、提升素

质。第二类单列 7 个奖状、21 个奖章、

20个先锋号名额，用以表彰在重大专项

和重点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

体和个人，比如在航天强国建设中，航

天人圆满完成了首次火星探测、空间站

建设等重大任务；又如，C919 喷气式干

线客机，历时 16 载成功获颁型号合格

证，树立了中国民航史上重要里程碑。

1035人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4 月 26

日，《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农业大

学农学院小麦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成果：

研究团队通过多年大规模田间表型调

查和遗传学研究，鉴定到一个显著提升

小麦群体产量的关键位点，为培育高产

高效半矮秆小麦新品种提供了重要基

因资源和新的育种策略。

“ 关 键 基 因 的 发 掘 和 利 用 ，对 小

麦 产 量 遗 传 改 良 起 到 重 要 推 动 作

用。比如，20 世纪中叶的‘绿色革命’

通 过 利 用 Rht-B1b 或 Rht-D1b 等 矮

秆基因，显著降低小麦株高，提高了

收获指数，从而实现了单产的大幅度

提升。但是，上述矮秆基因同时存在

粒 重 和 氮 素 利 用 效 率 显 著 降 低 等 不

良效应。因此，挖掘和利用新的矮秆

基因资源，一直是小麦遗传育种领域

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论文通讯作

者、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倪中福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小麦研究中

心历时 10 年，基于正向遗传学研究策

略，在小麦 4B 染色体短臂上鉴定到一

个协同提升小麦产量和氮素利用效率

的半矮秆位点。利用这个关键位点，

可以培育出矮秆抗倒、高产和氮素高

效利用的小麦品种，在突破现有绿色

革命品种产量瓶颈方面，具有重要的

育种价值。

关键位点助力高产半矮秆小麦新品种培育

大米小珍馐，小吃大灵魂。

“五一”假期临近，充满热情的人们

整装待发，准备踏上旅游踏青、寻亲访

友、探寻美食、舒展身心的美好旅程。

在湖南长沙，品尝外酥里嫩的臭豆

腐与甜而不腻的奶茶；在广西柳州，嗍

一碗酸辣鲜香的螺蛳粉；在山东淄博，

撸一顿鲜嫩多汁的烧烤……人们期待

在市井烟火处，寻一道人间至味；在街

头小巷边，来一番大快朵颐。

这些火爆全国的网红食品，依靠科

技创新玩出了新花样。

创新刺激味蕾

在长沙，但凡小吃集聚的街头巷尾，

满街的空气里，或多或少会夹杂着一种

小吃——老长沙臭豆腐的独特气味。

黑色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着却

很香。“长沙臭豆腐是创始人姜永贵在

绍兴臭豆腐卤水上进行改良制作而成，

根据臭豆腐卤水的特质，加入了湖南特

产的豆豉，以及冬笋、香菇等调料及香

辛料，因此，颜色由本色变成了黑色。

所以一见到黑色臭豆腐，大家就知道是

长沙臭豆腐，辨识度很高。”文和友旗下

董顺桃品牌负责人邓辉对科技日报记

者说。

同时，长沙臭豆腐也在口味和形状

上持续不断地创新。

董顺桃小粒臭豆腐，在保留老长沙

经典口味的基础上，创新了肉酱、酸辣

味型臭豆腐，提供了更多的味型选择。

在形状上，为方便食用，经典的大片臭

豆腐，还改良成了小粒臭豆腐，同时解

决了咬食臭豆腐时汤汁溅出的问题。

此外，小粒臭豆腐的形状规则，让每一

面都能得到充分油炸，吃起来更酥脆。

而在柳州，大街小巷中同样散发着

一种独特的气味——螺蛳粉的味道。

一大勺热辣螺蛳汤淋上去，白色粉

条热气腾腾，空气里弥漫着香辣而又微

酸的味道，满溢在店内等候人们的鼻腔

里……如今，入口一碗辣爽鲜香的螺蛳

粉，是很多人的日常。袋装螺蛳粉自诞

生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为俏销网红

食品。 （下转第三版）

网红食品里的“创新味”

富勒烯，一种拥有完美对称结构的

分子，因其在纳米尺度范围内具有特殊

稳定性，被誉为“纳米王子”。

今年3月，一项名为“温和压力条件

下实现乙二醇合成”的成果，入选 2022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业界认为，该

成果可望促进煤化工更加绿色，降低我

国乙二醇产业对外采石油的依赖。

这项重大成果的诞生，关键在于解

锁“纳米王子”新功能。

一场“偶遇”带来科学惊喜

8 年前，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博

士生郑建伟在导师袁友珠的指导下，首

次利用富勒烯开展煤制乙二醇实验，就

获得完美数据。

乙 二 醇 是 我 国 需 求 量 非 常 大 的

一种化工原料，塑料瓶、纺织品、防冻

液……这些随处可见的生活用品都离

不开它。

“传统乙二醇主要从石油经环氧乙

烷线路合成得到，但我国石油高度依赖

进口。开发利用我国相对丰富的煤炭

资源，代替石油生产乙二醇，意义重

大。”如今已是厦大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的郑建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读博期

间，他跟随导师围绕煤制乙二醇开展研

究，直至后来赴英留学也从未中断。

煤制乙二醇，催化是关键一环。一

直以来，找到高效稳定且安全的催化剂

是一个世界难题。早在 2009 年，厦门

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袁友珠就开始

与这个问题“死磕”。

“催化剂被誉为现代化工的‘芯片’，

理想的催化剂能减少化学反应过程中

产生的副产物，帮助直接生产出我们需

要的产品。”袁友珠介绍，已有的煤制乙

二醇合成方法中，催化剂稳定性差，需

要高压氢气，不仅存在安全隐患，产品

纯度也不高。

有没有更理想的催化合成方法？

“为什么不试试富勒烯与铜催化剂

相结合？”2015年 1月，厦大化学化工学

院课题组年度交流会上，该院教授谢素

原看到两者的相似之处，提出这一设想。

谢 素 原 是 富 勒 烯 领 域 的 研 究 专

家，他提出过使数以万计的新型富勒

烯得以稳定的“张力释放”和“局域芳

香性”基本原理，发明的多段燃烧合成

法实现了多种富勒烯及其衍生物的大

规模制备。

袁友珠回忆，第二天，谢素原就送

来 5 克富勒烯，让他交给学生去做实

验。意外且惊喜的是，“实验居然一次

就成功了”！

历时7年验证一个结果

“相较其他催化剂，富勒烯作为电

子缓冲剂，空速增强至 7 倍。这好比人

是一口一口吃饭，它是一碗一碗地吃。”

郑建伟回忆，当年接过富勒烯，他很快

就得到实验结果：在常压环境下成功制

备出乙二醇!

面对完美的实验结果，研究团队表

现出一致的冷静和谨慎——一切成果

都必须经得起可重复的考验。

大家抓紧重复实验。然而，在此后

多年的无数次实验中，却无人能复现最

初的结果。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大家让后来去了英国留学的郑建

伟一遍遍回忆实验细节。谢素原建议：

先制作电化学图谱，摸清机理。

根据提示，硕士生崔存浩表征了富

勒烯与铜的电子相互转移现象；随后，

研究人员对实验样品开展球差电镜分

析，进一步探究富勒烯与铜催化剂相互

作用的规律。

完美实验结果背后的谜团一层层

被揭开。

团队发现，催化剂铜的价态保持稳

定是保证催化效果的关键，在激烈的催

化反应中，铜表面的电子出现转移，就

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物质接收电子以

达到稳定状态。

掌握了铜与富勒烯之间的可逆电

子转移规律，2020 年，博士生黄乐乐终

于完美复刻了当年郑建伟的实验。

此后两年，研究团队先后在中科院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完成放大实验、在

实验室利用该催化剂进行常压加氢反

应，成功制备出乙二醇产品。使用该方

法后，煤制乙二醇产品中可直接探测的

杂质，从 20多种减少到两种。

2022 年 4 月，这一成果登上《科学》

杂志。此时，距第一次完美实验已过去

7年。

7 年 中 ，这 项 研 究 先 后 历 经 3 届

研究生，得益于 6 个研究团队的精诚

合作。

产学研融合加快技术落地

“经反复实验，我们论证了富勒烯

就是催化剂铜极为理想的伙伴。”已于

202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谢素原

介绍，富勒烯被用作催化剂已有先例，

但将其作为“电子缓冲剂”与过渡金属

催化剂结合，尚属首次。

通过解锁富勒烯作为“电子缓冲

剂”的新功能，这项研究改进了一直以

来合成气制备乙二醇的技术“卡点”，实

现了在近常压和低于 200℃的条件下

草酸二甲酯加氢制备乙二醇。

“这意味着合成气制备乙二醇的安

全性、效率和纯度都将大幅提高，有望

降低我国对石油技术路线的依赖。”谢

素原说。

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离不

开放大量产，仅凭实验室不可能实现。

课题组选择与厦门福纳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携手，开展富勒烯催化剂合成工

艺放大研发。后者拥有自主生产技术

体系，具备年产吨级富勒烯生产规模，

加入课题组后，又投入 200 多万元开辟

富勒烯催化剂规模化合成生产线，为科

研团队成果落地提供了有力产业支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企业主

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

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随着富

勒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价格逐渐降低，

研究团队正加速向千吨级中试梦想迈进。

“我们希望这项颠覆性技术能早日

走向市场，为产业带来变革性突破！”谢

素原表示。

解锁“纳米王子”新功能
——一项煤制乙二醇重大成果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 昊 俞慧友
通 讯 员 包华武

新消费新消费··春鲜科技范儿春鲜科技范儿K

席卷全球的数字化浪潮正在重塑

经济社会各方面、各领域，不断引发新

变革、创造新机遇。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今年 2 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

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出炉，为数

字中国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

划，数字中国蓝图有了最全面的擘画。

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风向

标，4月 27日，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峰会以“加

快数字中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为主题，以宣传贯彻落实《数字中国建

设整体布局规划》为主线，集中展示数

字中国建设最新成果，分享发展经验，

以数字中国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助

力中国式现代化。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

晓晖在会上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报告（2023 年）》，2022 年我国整体

数字经济规模首次突破 50 万亿元，一

二三产业数字经济的渗透率分别达到

10.5%、24%和 44.7%。

数字中国建设正当其时。如《规

划》所言，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

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夯实数字时代技术根基

根据工信部最新数据，截至 3 月

底，我国建成超过 264 万个 5G 基站，

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端口数超过

1793 万个。5G 应用已覆盖 52 个国民

经济大类，工业互联网已覆盖 45 个国

民经济大类，全国 5G 和千兆光网“双

千兆”网络应用案例数超过 5万。

以 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

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动能强劲。

但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左宁在会上也坦

言：“我国数字技术长期跟随式发展，

仍不能有效支撑数字中国的建设。”

加强原创性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

重要性不言自明。科技部副部长相里

斌表示，为助推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部瞄准集成电路、高端芯片、人工

智能、高性能计算、量子信息、脑科学

等战略前沿领域进行技术研究，同时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数字安全

技术的研发和服务，聚焦大数据安全、

网络治理等需求，推进数字安全、网络

安全技术能力的提升。

工信部副部长徐晓兰表示，工信

部将推动 6G、光通信、量子通信等关

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加大人工智能、

区块链、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研发力

度，同时深入梳理制造业重点产业链

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技术，“心中有

数，路径统一，坚决打赢核心关键的产

业技术攻坚战”。

强化企业自主创新
主体地位

智能老年人代步车、超大巨幕裸

眼屏、与真人同步舞蹈的虚拟人、可

应用于无人区作业的智慧远程驾驶

舱、让文物细节纤毫毕现的数字文物

库……与峰会同期召开的第三届中

国国际数字产品博览会上，超过 160

家数字经济领域企业携前沿数字产

品亮相，首展率 52.5%，高科技含量占

比 43%。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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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 爽 谢开飞

“谁在发展中赢得数字技术的先

导力量，拥有‘一招制敌’的杀手锏，就

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竞争的格局。”

“强化数字中国建设的能力，必须

做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安全底座’。”

……

4 月 27 日下午，第六届数字中国

建设峰会数字技术创新与安全分论坛

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论坛以“建立

安全技术屏障 护航数字中国建设”为

主题，与会的院士专家和企业代表们

深入探讨最新前沿数字技术和数字产

业创新发展，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建言献策。

前瞻布局，打造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

刚刚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2022 年）》显示，近年来，我国数字经

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互联网普及率

达 75.6%，5G用户达 5.61亿。

“科技部系统谋划数字技术创新

发展布局，推动科技创新，为加快数字

中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

实的科技支撑。”科技部副部长相里斌

在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主论坛致

辞时表示，科技部加强战略性数字技

术相关领域的原创性技术、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为培育数字化生态、助推高

质量发展注入第一动力。同时，科技

部建立健全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全

国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实验室体系，

着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聚焦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大数据安全和

隐私保护、网络公害治理等方面的需

求，系统推进数字安全、网络安全技术

保障能力提升等。

“没有数字技术创新这个源头，数

字时代这棵大树，即使千尺之高，也不

会根深叶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关

村实验室主任吴建平认为，网络空间

承载了 5G、卫星等各类先进的通信技

术，通过互联网相连的各类计算机系

统，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各类先进数字

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形成的

智慧交通、智能电网等各类应用形态，

要站在网络空间安全的视角体系化地

思考和谋划数字化技术的布局，凝练

科学问题，推动数字技术在网络空间

安全体系中创新发展，持续为数字中

国建设提供技术方案。

（下转第二版）

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
◎本报记者 谢开飞 崔 爽

通 讯 员 高 凌 曹文海

4月27日，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作为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受到广泛关注。左图 参观者在第六届数字中国建
设成果展览会上体验古籍数字化VR技术。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右图 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举办地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外景。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