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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5月 16日电 （记者

张盖伦）《永乐大典》“湖”字册、元刻本

《西 夏 文 大 藏 经 扉 画》、元 至 顺 二 年

（1331）刻本《永类钤方》及样式雷图档、

黄河舆图和金石拓本……在国家图书

馆，多种珍贵古籍在修复后与公众见

面。5月 16日，“同心护珍宝 聚力续华

章——‘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

成果展”正式开幕。

本次展览精选 35种 39件已经修复

完善的珍贵古籍予以展出。其中，国家

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湖”字册是这次

修复的国宝级藏品，它的发现、回归与

保护，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

政府相关部门与社会各界通力协作保

护文化遗产的成功案例。

除了以实物展出古籍修复成果外，

展览还展示了项目支持下的古籍修复

人才培养成果与古籍活化利用成果；以

“活化展示”为特色，在展厅设置样式雷

“祈年殿”全息修复成果的电子翻书装

置，结合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影像、多媒

体等多种方式向大众推广、普及古籍修

复知识；推出“故纸修复师之碎丹青”沉

浸式互动解谜游戏，让观众在故事中、

游戏中了解古籍修复技艺，增加展览的

趣味性。

2021 年 6 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在国家

图书馆正式启动，国家图书馆（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与中国

文物保护基金会、字节跳动公益签署

《古籍保护与利用公益项目合作备忘

录》，首批资金 1000 万元定向用于古籍

修复、人才培养、古籍活化与数字化等

公益项目。

项目实施至今，各项工作已全面

完成并取得重要成果。在古籍修复

方面，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 10

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修复完成 104

册（件）珍贵古籍；在人才培养方面，

先 后 依 托 云 南 省 图 书 馆 、宁 波 市 天

一阁博物院、国家图书馆培养 107 位

古籍修复师；在古籍活化方面，推出

“全民晒书”“寻找古籍守护人”等互

联 网 话 题 ，拍 摄《穿 越 时 空 的 古 籍》

纪录片。《古籍守护公益项目》系列传

播活动在业界和社会公众中引起广

泛共鸣。

39件修复后珍贵古籍在国图展出

西装、衬衣、领带，经常出入牛圈的

宁夏农林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所长

梁小军，已经记不清上次正式着装是什

么时候了。这一回，他是作为自治区 86

项科技成果的三位获奖代表之一，上台

领奖并交流发言的。

5 月 5 日，宁夏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在银川召开。过去的一年，宁夏区域综

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到 61.4%，排名

提升至全国第 18 位、西部第 4 位、西北

第 2 位，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宁夏适时举办奖励大会，就是为了

强信心、开新局，努力把科技创新这个

关键变量变成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兼容并蓄，蹚出发展新路

从自治区党委书记梁言顺手中接

过获奖证书，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

系岗位科学家梁小军难掩激动：“我深

知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属于每一位科技

工作者！”

科技部聚焦宁夏深度贫困区特色产

业发展需求，凝练设计出草畜、小杂粮、

冷凉蔬菜、中药材、马铃薯 5个科技扶贫

项目。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宁夏大学、宁

夏农林科学院等 27家高校院所的 63名

专家、200 余名科技扶贫指导员和产业

技术推广人员，组成宁夏扶贫史上规模

最大的“科技军团”，挺进六盘山区。

各项目团队联合产业部门，引进集

成并示范推广一系列新产品、新技术、

新装备，构建起科技扶贫新模式。

草畜项目在“种、草、养、繁、管”关

键环节取得全方位突破，创建了宁南山

区小群体大规模高效健康养牛模式；马

铃薯项目示范转化了“四位一体”农机

农艺技术，连续两年亩均增产 20%以

上；小杂粮项目引进谷子、糜子新品种

23 个，连续两年创造了单产历史之最，

辐射推广达 30 万亩；冷凉蔬菜项目亩

均产量提高 13%以上，中药材项目突破

宁夏旱区中药材育苗保苗技术瓶颈，开

辟了群众增收新渠道。

这个名为“六盘山特困区特色产业

精准扶贫关键技术集成应用”的项目，

一举摘得 2021 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重

大贡献奖，成为该奖项唯一的获得者。

作为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加快先行区建设的关键一招，宁

夏走出一条科技创新特色发展新路子。

2021年，全区 R&D（科学研究与试

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1.56%，同比

增长 0.05 个百分点，排名全国第 19 位、

西北第2位。自治区涌现出一批重大关

键技术成果，形成了一批“单项冠军”。

涵养生态，打造创新高地

甩掉欠发达地区的“欠”字，宁夏以

科技创新为重要法宝。

本次 86 项获奖项目中，企业牵头

完成的项目占 30%以上；通过东西部科

技合作完成的项目占 64%，明显高于往

年。尤其是一等奖的 6 个项目中，4 个

由企业牵头完成。

“这反映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进一步强化。”宁夏科技厅规划与基础

研究处处长杨国荣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马玉山带领的宁

夏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的“耐

磨耐蚀高频严密切断球阀关键技术和

装备自主创新及产业化”项目，研发了

应用于煤化工、冶金和石油炼化等装置

中的耐磨耐蚀高频严密切断球阀，实现

了严酷环境下高端控制阀的技术突破。

“企业创新能力强，区域创新发展

水平就高。”马玉山说。

高校和科研院所，亦当成为科技成

果的“摇篮”。

近年来，宁夏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

的支持力度，鼓励科研人员静心坐热冷

板凳，产生了一些“从 0 到 1”的原创性

成果。此次基础研究类项目 29 项，比

例达到 32%。

由宁夏农林科学院牵头完成的“枸

杞基因组与重要农艺性状基因研究”项

目，制定出国际枸杞 DUS 测试指南，建

成世界唯一的国家枸杞种质资源库；由

煤炭高效利用与绿色化工国家重点实

验室牵头完成的“气流床水煤浆气化热

态原位诊断及高温反应特性的研究与

应用”项目，率先开展气流床水煤浆气

化热态行为研究，成果奠定了气化炉运

行过程实时调控理论基础。

厚植创新沃土，打造区域有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高地。

“下一步，我们将更好地服务科技

工作者，鼓励大家以更加奋发向上的精

神状态，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全国东西部科技合作

引领区作出更大贡献。”杨国荣表示。

宁夏 86 项科技成果的背后——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

智能化的“翻堆取装”全流程工序、

近零排放的本质长效抑煤尘技术、完整

的水循环利用系统……如今的河北黄

骅港，已由传统的煤港变为绿色智能的

现代化大港。

传统的煤炭港口是如何实现绿色

智能的？“转型升级是必由之路。”国能

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李洪军深以为然，要培养科研团队，

要坚持自主创新，要为煤炭港口乃至干

散货港口行业开创一条智能化高质量

发展道路。

以科技构建绿色屏障

5月 12日，科技日报记者来到渤海

湾西岸穹顶处，蓝蓝的海水映入眼帘，

微带盐腥气的海风迎面扑来……不远

处，由晋北驶来的一列运煤专列抵达港

口，长长的车厢被定位车牵引至入港第

一站——翻车机房。

走进翻车机房，只见巨大的“O”形

转子四翻式翻车机张开怀抱，一次“抱”

住 4节车厢翻转，20秒便将车厢带车轨

整体翻转 160 度左右。随着煤炭倾泻

而下进入地下料仓，翻车机两侧喷出细

密水雾，迅速抑制翻腾欲起的煤尘。仅

仅数秒，320 吨细煤便卸载完毕，而作

业区外依旧清洁如初。

“这只是煤炭抵达港区后的一个环

保智能工序。”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

公司环境保护部经理董传博告诉记者，

在煤炭港区，还有翻车机底层精准洒

水、皮带智能清洗、曲线溜槽及新式裙

板密封、堆场智能补水……通过环保科

技的应用，解决了煤炭翻、堆、取、装等

工序中粉尘治理难题。

让黄骅港实现绿色智能港口建设

的关键要素有哪些？“这主要缘于我们

组建了智能科创团队。”董传博认为，有

了科技创新这个突破口，科技环保成果

就犹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皮带机洗

带装置、堆料机臂架洒水技术、煤粉制

饼工艺、现场清扫自动化……

在黄骅港，煤尘防治可行技术已应

用于各个生产环节，不仅最大限度减少

人工操作，还实现码头岸电全覆盖。

谈及环境监测时，董传博说：“我们

在煤炭港区设置了 17 处环境监测点，

粉尘监测数据一分钟一更新，检测结果

显示港区内外数值相差不多。”

与此同时，黄骅港还建设了滨海湿

地生态景观区、乔灌草结合临海立体绿

色景观带等 170 万平方米绿化工程，在

这里，实现了港区水域及绿化覆盖率

31.3%的绿化奇迹。

如今，黄骅港已形成“港在海中建，

人在画中行”的优美画卷。

以创新打造现代化大港

“原有基础设施不变，还要实现自

我突破，提升效率、运能和安全稳定性，

是摆在我们运营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问

题。”黄骅港务公司信息中心副经理刘

华琳认为。

如何突破？“煤港人最了解煤港。”

刘华琳表示，他们坚持问题导向，通过

联合攻关，为煤港创新发展开辟出一条

新道路。

“我们组织基层技术力量，先后成

立 19 个课题组进行专项研究，引入科

研院所和高科技公司进行联合攻关。”

刘华琳介绍，最终他们成功攻破了取料

机远程作业，这也为黄骅港智能化改造

打开了希望之门。

“在完成堆料机改造基础之上，我

们又实现了全部堆、取料机的智能化作

业。”刘华琳说，智能化堆场在黄骅港成

为现实。

创新为黄骅港带来实实在在的效

益，也坚定了煤港人建设智慧港口的

决心。

装船机自动化改造是全流程最后

的一个环节，也是全煤港最难的一个环

节。“为突破航向偏差所带来的巨大安

全隐患问题，我们建设了 5G 专网、运用

北斗定位系统、结合船舶数据库，应用

了船舶位姿测量设备、语音装船终端设

备。”刘华琳介绍。

为确保自动化作业的精准度和安

全性，目前黄骅港建有 3 个北斗系统主

基站，57 套北斗导航移动站，涵盖公司

40 台单机设备，17 套船舶位姿测量设

备。在全流程自动化作业的支撑下，黄

骅港开启了由智能港口向智慧港口迈

进的新征程。

为破解“一煤独大”的港口格局，

黄骅港完善了码头建设，拓展了货种

货 源 渠 道 ，新 开 内 外 贸 及 集 装 箱 航

线。“未来，我们将由单一的煤炭港口

转型为综合性的现代化大港。”李洪

军说。

黄 骅 港 ：向 绿 而 行 向 智 而 兴

“畜牧业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建设畜牧强

国、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5月 16日，

第十届中国畜牧科技论坛在重庆市荣

昌区开幕，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

任邓小明作上述表示。他认为，在科

技支撑畜牧业创新发展的过程中，需

要科研人员更加注重原始创新，更加

注重有组织的科研。

本届论坛以“创新·数智·健康”为

主题，聚焦乡村振兴与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专家学者深入探讨畜牧产业经

济与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战略

选择，为加快推动现代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四链融合推动畜牧
业现代化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畜牧产品生产

国和消费国。2021 年，我国畜牧业总

产值近 4 万亿元人民币，占农业总产

值的 51%。

邓小明在报告中指出，新时代的

畜牧业现代化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主要表现在从畜牧大国向畜牧强国迈

进的现代化，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前提、

大食物观为引领的现代化，由传统粗

放式向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现代

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必经

之路的现代化，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现代化。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

国务院原参事刘志仁认为，农业强国

必须要满足农产品供给能力强、农业

装备及服务能力强、主要农业要素供

给能力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强等 4 个

条件。此外，还涉及农业综合效益与

竞争力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可

持续发展能力强、国家支持农业能力

强。

邓小明坦言，近年来，国家不断加

大对畜牧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我国

畜牧业在遗传育种、动物营养和疫病

防控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过，

他们在调研中发现，农业科技领域面

临着产学研用对接难、项目基地平台

人才融合难、协同创新跨界难、社会资

本资源进入难等“四大难题”。破解这

“四大难题”的过程，就是推动畜牧业

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人才链“四链

融合”的过程。

邓小明提出，在科技支撑畜牧业

创新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科研人员更

加注重原始创新，更加注重有组织的

科研，比如创建跨领域跨学科交流协

作平台，建立健全有助于大团队形成、

大成果产出、大项目培育的良性机

制。同时，更加注重科研支撑产业和

对人才的培养。

聚力建设国家畜牧科技城

我国是畜牧大国，但非畜牧强国。

如 何 加 强 科 技 创 新 ，推 动 我 国

畜牧业现代化，荣昌提出要建设国

家畜牧科技城，并召开研讨会听取

专家意见。

据了解，荣昌作为“中国三大、世

界八大”优良地方猪种之首荣昌猪的

主产区和发源地，目前，拥有全国首

个农牧特色国家高新区、国家级生猪

交易市场、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

国家级荣昌猪保种场、国家级荣昌猪

产业集群等一大批国家级平台和重

大项目。

2021 年 3 月，以重庆市畜牧科学

院为主体建设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

心获批以来，聚焦体系化建设、协同

化攻关、市场化推广、场景化服务、高

效化运行，已在生猪种质资源创新利

用、绿色高效养殖、重大疫病防控等

关键核心技术，共承担科研项目 286

项，自主研发项目 58 项，取得诸多重

大成果。

国 家 生 猪 技 术 创 新 中 心 主 任 、

重 庆 市 畜 牧 科 学 院 院 长 刘 作 华 表

示，中心构建了“1 个总部+5 个分中

心+9 个协同创新研究院+6 个示范

站”的协同创新格局，推动全国生猪

产业发展。2022 年，6 个示范站的生

猪出栏量超过 1 亿头，占到了全国生

猪出栏总量的 15%。荣昌猪等一批

地 方 猪 种 得 到 有 效 保 护 与 开 发 利

用。重庆畜科院实验猪资源开放创

新团队研发的 SPF 猪、无菌猪、全人

源抗体猪这“三头猪”，均已取得重

大成果。

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搭建畜牧全产业链。荣昌区委副书

记、区政府区长万容表示，荣昌建设国

家畜牧科技城是要有效集聚全国乃至

全球创新资源，突破畜牧安全、优质、

高效生产的关键技术瓶颈，提高我国

农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助推全

国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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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雍 黎

◎本报记者 陈汝健

被誉为“水下哨兵”的浮游生物、底
栖动物和着生藻类等水生生物，是水生
态监测的重要指标。在2023年春季长
江流域水生态考核试点监测中，每到一
处采样点，来自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局的监测人员就会使用采水器采
集浮游生物，或用毛刷从附着基质上刷
取着生藻类，或用采泥器从河床底质中
采集底栖动物。将这些“水下哨兵”带
回实验室后，通过显微镜观察鉴定，持
续开展科学监测和分析，为长江母亲河
做“体检”。

图为 5 月 15 日，在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监督管理局实验室，监测人员周明
春对采集到的底栖动物样品进行鉴定。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与“水下哨兵”

奇妙相遇

（上接第一版）
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中亚药物研

发中心是中科院首批建设的海外科教

基地之一，该中心获批中国—乌兹别

克斯坦新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建成中乌医药科技城，逐步打造成为

集中医诊疗、药物研发、高层次人才培

养于一体的综合性海外基地。目前，

由中乌医药科技城生产的 7 个创新药

品种已成功在乌兹别克斯坦临床广泛

应用，多个自主研发的中药特色品种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临床研究及其注册

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该中心的依托单位中国科学院

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所长、党委委

员潘世烈表示，新疆理化所将以此

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创新药物研发

力度，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促进

创新驱动的产业链贯通发展，突破

一 批 制 约 医 药 产 业 发 展 的 关 键 技

术，实现一批重大新药成果在“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落地转化，进一步提

升自身在“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合作

中的国际影响力。

携手打造科技合作新丝路

（上接第一版）但 AMS 的最新实验结

果却推翻了这一看法，其研究显示，碳

并非纯的一级宇宙线，由此也导致未

来研究者需要对硼/碳比例在宇宙线

模型中的意义进行重新思考。

“AMS 的研究结果证明，实验对

于推动理论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丁肇

中认为，越是难度大的实验，越应努力

开展。他还特别感谢了中国科学家在

AMS 的永磁体制造、热控系统研制、

数据分析以及性能升级等方面作出的

卓越贡献。

在谈及中国是否应建设环形正

负电子对撞机时，丁肇中表示非常赞

同，“应尽快建设”。他给出的理由

是：“高能物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的发现成果，已经改变了人类对宇宙

的基本认识。”

丁肇中认为，面对新生事物，总会

有人反对，反对不一定是坏事，但科学

的事情不应通过投票解决，“真理往往

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

与中国科学家共事 50 余年来，他

认为，中国拥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实验

物理学家，他们有想象力，有发展新

技 术 及 领 导 国 际 合 作 的 经 验 和 能

力。他相信中国科学家可以主持最

前沿的实验物理，能够继续为人类作

出重要贡献。

（科技日报北京5月16日电）

诺奖得主丁肇中：中国科学家可以主持最前沿的实验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