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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REGIONAL INNOVATION

◎本报记者 郝晓明

K地方动态地方动态

◎本报记者 刘 昊

◎本报记者 张 晔 实习生 赵雨佳

盛夏时节，通霍铁路车流密集，电煤运

输一片繁忙。7 月 15 日 8 时，在通霍铁路

291公里处，通辽工务段通辽桥隧车间干部

职工正在对排水侧沟进行全面清理，及时

疏通涵洞上下游的杂灌和淤土，确保主汛

期排水顺畅，确保霍林郭勒至通辽铁路沿

线的运输安全。

密织草原防洪网，落实“人防+技防”

措施，为迎峰度夏电煤保供夯实安全基

础。面对夏季用电高峰，通辽工务段全面

落实沈阳局集团公司防洪防汛工作部署，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

针，建立了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双重预防机制。

这个段管辖铁路正线 2044 公里、桥梁

664座、涵渠 1216座、隧道 10座。为确保安

全度汛，全面掌握设备防洪状态、外界环境

变化、气象水情信息，他们主动与地方防洪

指挥办、水利局、气象局联系，获取地方流

域水文信息，绘制管内水系图。为完善穿

越铁路桥梁的河道路径，他们将水库、河

流、铁路、桥梁相互间位置标明，实现挂图

作战。同时，由段防洪办牵头，组建区域防

洪群，以便各站段及时共享预警、雨情、汛

情信息，全面提升区域协同防洪能力。

按片包保，为汛期行车安全增加防护

网。该段与沿线 221 名联防户建立了汛期

联系机制，组织段桥隧科、防洪专业团队全

面排查安全隐患，利用奥维地图、无人机

VR 全景，“空天地”排查，发现江河改道移

位 2处、道路建设影响铁路排水 7处以及其

他防洪问题 220件。

对症施治，一处一方案。针对管内 22

处路堑溜坍风险，通辽工务段采取边坡卸

载措施，利用轨道车配合钩机作业的方式，

将边坡减载并清理外运，并将弃土加固路

肩开裂、路肩宽度不足地段。针对管内 10

座隧道的 20 个隧道口边坡杂灌、排水设施

长度不足、隧道口孤石等问题也进行了集

中整治。

责任到人，一格一档。为打造防洪过

硬队伍，这个段在原有人员的基础上，组建

了防洪专业团队和桥隧检测小组，明确车

间干部防洪具体任务分工，开展全员防洪

培训，对冒雨巡检、看守、发现隐患人员实

行重奖，同时对管内防洪风险点设置的 127

个视频监控设备、103 台雨量计进行调试，

确保汛期数据准确可靠。此外，他们还将

管内区域划分为 243 个网格单元，设有网

格长及网格员，明确了风险点、检查方式及

应急处置。

截至目前，该段已清理桥涵 19座、疏通

天沟22.65千米、清理截排水沟58.559千米、

搜山扫石33立方米、清理坍体380立方米、清

理挡护设施边坡杂灌1950立方米，为通霍铁

路电煤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织密保护网。

“人防+技防”两手抓

沈阳铁路局密织草原防洪网

桃果界也有“选美”比赛？

在 7月 17日—18日举办的江苏省桃产

业技术发展论坛暨 2023年优质桃果评比活

动中，315个晶莹圆润，个大皮薄的“参赛果”

齐聚宿迁泗阳，角逐“最大桃王”“风味皇后”、

金奖、银奖等荣誉称号。据悉，选手来自省

内190个参赛主体，包含66个桃果品种。

“桃果评比，四分看外表，六分看内

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所长沈

志军介绍，桃果评选也有独有的审美标准，

不仅要果型端庄、着色均匀，风味上更是讲

究酸甜度和香气等。记者了解到，自国家

桃产业技术体系在泗阳县建立新品种区试

基地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对其进行技术

帮扶，当地桃果产业一路向好，泗阳果在此

次评选中更是表现优异，获得 10 个金奖，

12个银奖。

“夭桃千顷，翠柳万行”，泗阳县自古便

有“桃源”，而要想建设现代“桃花源”，少不

了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等科技助力，国家桃

产业技术体系南京综合试验站站长、泗阳

县原副县长宋宏峰将其归纳为“换种”“改

形”两步走。记者了解到，泗阳鲜桃的销路

已扩展到上海等地。

经过换种与改良栽培技术，泗阳桃业

发展已逐步迈入正轨，但如何进一步提高

产量？宋宏峰将目光转向改变树形与建

设现代农场。据悉，桃农为方便套袋、采

摘等，往往通过整形修剪，让树高控制在 2

米以下，避免结果性能不好，单位面积的

产量受到限制。近年来，推广使用的两主

枝 Y 形将树修剪为夹角为 40 度的高冠树

形，配合机械升降摘果平台的使用，为桃

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泗阳县桃农协

会会长章健的桃园目前就已初具现代化

雏形，他按专家指导将桃树修剪为小夹角

V 字形后，不仅结果高度提高了 2—3 倍，

亩 产 量 也 从 原 先 的 不 到 2000 斤 提 升 至

3500 斤。

电动剪刀、除草器、电动打药机……章

健的“工具箱”一应俱全，大大提高效率。

以往 3个工人一天才能完成 30亩田的打药

工作，而有装备加持的他只需半天就能麻

利干完。目前，章健正在物色自动选果机，

为他的现代农场建设添砖加瓦。

据悉，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长期致力于桃种质资源与新品种选育研

究，由国家桃产业技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

室俞明亮研究员、国家桃产业技术体系花

果岗位科学家马瑞娟研究员和宋宏锋研究

员等知名专家组成了桃创新团队有 16 名

科技人员，致力于桃新品种、新技术、新模

式的研究。此外，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也于

2018年建立江苏现代农业（桃）产业技术体

系，形成以俞明亮为首席的集成创新中心，

全面支撑全省桃产业发展。

江苏泗阳：桃果产业“甜蜜蜜”

来自新加坡的周静，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

学完成博士后培训之后，2014 年入选相关计划，进入广西

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工作。

这些年来，周静主要从事细胞自噬及其溶酶体调控机

制的研究。作为广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周静依托广西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开展 10 多种植物单

体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结果。

“我们的研究能有成果，不仅仅基于我们扎根广西，也

得益于团队和东盟各国之间的合作。”近日，周静在第 11届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以下简称东创会）

第 5届“10+3”青年科学家论坛上演讲时说。

7月 13日至 14日，东创会在广西举行。作为年度科技

盛会，东创会创办 10 年来，在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架起了

科技合作的重要桥梁，已成为中国与东盟政府间科技政策

交流的重要平台，产学研机构深化创新合作、对接先进技

术与创新要素的重要阵地。

推进技术转移合作

金色的阳光下，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的皮隆礁附近，

一个个巨大的养殖网箱整齐排列，网箱内密密麻麻的鱼群

游来游去。

过去，文莱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能源产业，本地鱼苗

孵化能力不足，鱼苗几乎全部依靠进口，渔业养殖成本高、

生产规模受限。

曾经沉寂的文莱渔业，如今兴旺了起来。在广西科技

厅的支持下，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促成广西一家企

业，与文莱共同实施科技项目，开发南海优质养殖品种，渔

业合作成为中文两国科技创新合作新亮点。

这些年来，中国和东盟各国跨国技术转移加快推进，

合作网络效能不断显现。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框架下

的重要高层论坛之一，东创会自 2013 年创办以来，在中国

和东盟各国之间架起了创新合作的桥梁，有效推动了中国

与东盟国家双边技术转移工作机制不断发展。

“技术转移和促进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东盟

秘书长高金洪在大会上表示，借助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技术

转移，双方能够跨越传统的发展阶段，创造符合双方独特

需求和利益的创新解决方案。

目前，中国与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

甸、菲律宾、泰国、越南9个东盟国家建立了政府间“双边技术转

移”工作机制，并与7个国家组建双边技术转移联合工作组，其中

有6个联合工作组协议在往届东创会开幕活动上签订。

统计显示，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建成了广泛覆盖

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技术转移协作网络，成员数超 2800 家，

在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四国建立 4 个离

岸技术转移合作平台，积极组织各类技术转移活动，服务

中外企业超过 1.8 万家，对接项目约 1.3 万项，有力推动中

国—东盟创新共同体的建设。

深化扩展合作领域

从提升国际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到推进卫生健康领域

创新合作，从健康与医疗产业发展方向到加强青年科技

人员的交往，在第 5 届“10+3”青年科学家论坛上，中日韩

和东盟的青年科学家共同描绘卫生健康发展的新愿景、

新未来。

创新无止境，未来在青年。“开放合作是科技进步、创

新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

择。”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司负责人说。

在模拟演示环节，相关领域的专家还带来了“口腔精

智仿生诊疗技术的自主创新研发与转化”“数智赋能基层

医防融合能力提升工程”“4D 打印定骨器”等内容，展示行

业科技发展前沿创新成果。

自 2019 年首届“10+3”青年科学家论坛举办以来，来

自中日韩和东盟的众多青年科学家积极参与，为推动“10+

3”科技创新合作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这些年来，东创会在打造面向东盟的技术需求对接及

创新合作平台的同时，不断拓展合作国别，编织更广大的

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还积极围绕科技产业发展前沿和

地区科技合作热点，设置论坛话题。

人 工 智 能 是 当 今 世 界 科 技 领 域 最 具 前 景 和 影 响

力的领域之一，也是中国与东盟地区合作的重要领域

之一。

在本届东创会举办的首届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

论坛上，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的

专家学者，和中国多位行业专家开展主题演讲，为行业上

下游搭建国际合作交流的桥梁，激发创新思维，共同探索

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机遇。

“相信本次论坛的举办，将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国

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渠道，越中关系将不断增添新动

力、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

合作与发展贡献力量。”越南科技部高技术司副司长阮黎

雄表示。

论坛还特设先进技术展，展示了广西产业技术研究

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企业、高校及

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及产品，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人工智能

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与机遇。

架起创新合作桥梁

作为中国唯一的自由贸易港，海南与东盟地缘相近、

人文相连。本届东创会邀请海南省作为嘉宾省，利用东创

会平台为海南省科技创新成果对接东盟创造良好条件。

近年来，在热带作物农业领域，海南与东盟国家合作

建立了橡胶、香蕉等热带作物生产与加工技术示范基地、

境外农业试验站，联合开展多项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在

深海领域，我国海南省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国家围绕深渊深潜联合科考等开展了深入合作。

海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李劲松表示，开展与东盟的科

技合作，海南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应该在中国与东

盟的科技合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海口国家高新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海口江东新区、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在 7 月 14 日举办的中

国—东盟技术对接会海南专场上，海南对园区进行集中推

介，向东盟国家发出邀请，共享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

服务全国，对接东盟。连续多年的举办，东创会有力

助推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科技创新的务实合作。

为推进务实合作，本次大会还启动了 2023年中国—东

盟创新创业大赛、发布了《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发展合作

倡议》和《中国—东盟科普交流合作工作方案》。

前 10 届东创会共举办了 31 场专业领域技术对接会，

展示推介项目累计 4200 多项，共同见证了 79 个中国—东

盟重点创新合作项目的签署，促成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签约

及意向签约达 300多项。

“我们将充分发挥东创会和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

的平台和桥梁作用，推动中国和东盟国家创新需求对接，

探索面向东盟开展合作的崭新机制，促进更高水平区域科

技交流合作。”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广西科技厅

党组书记、厅长李国忠说。

在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架起创新合作的桥梁，东创会

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了新的科技动能。

东创会东创会：：搭建中国和东盟科技合作的桥梁搭建中国和东盟科技合作的桥梁

中国与文莱实施科技项目中国与文莱实施科技项目，，共同开发南海优质养殖品种共同开发南海优质养殖品种，，渔业合作成为中文渔业合作成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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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刘桂源 陈科 实习记者李诏宇）7 月 26 日记者

获悉，四川省科技厅与德阳市近日举行了厅市会商。双方围绕支

持德阳加快建设中国装备科技城进行座谈交流，签署厅市合作相

关协议，并为旌湖实验室揭牌。

在会上，四川省科技厅厅长吴群刚表示，希望通过厅市合作，

为全省创新驱动发展工作开辟新的支点。他明确，厅市联动需要

强化，成德绵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需要深入，以此来

鼓励引导更多创新成果在德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德阳市委书记李文清表示，近年来，四川省科技厅在项目、人

才、平台等方面给予德阳大力支持，为德阳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能。他希望，科技厅能一如既往地助力德阳加快中国装备科技城

建设，也希望德阳市自身着力发展创新，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

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会上，双方领导共同签署了《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德阳市人民政

府共建中国装备科技城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四川省科技厅与

德阳市将高位推进，共同支持中国装备科技城规划和建设，共同制定

出台支持中国装备科技城的一揽子政策和措施。

此外，会上还同步举行了旌湖实验室揭牌仪式。旌湖实验室

将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地区产业发展，汇聚优势资源，打造高端装

备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四川：

厅市合作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日报讯 （孙嘉隆 柳鑫 樊蓉 记者夏凡）7 月 24 日，在江

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举行的“扬州·广陵人才科技创新发展大会”上，

该区推出了最新科技人才政策，旨在集聚最优最强的创新资源，以

“最优政策”引才留才，以“最佳平台”育才用才，以“最大诚意”敬才

爱才，为推动科技创新增添新动能、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

据了解，广陵区拥有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都

市农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齐头并进”的现代产业体系。目前，该

区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04 家、亿元以上工业企业 79 家；2022 年，

广陵营商环境位居全省 32 个主城区综合评价第 7 位，广陵经济开

发区跻身全省 91个省级开发园区第 9位。

该区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离不开科技人才政策的不断完

善。3年来，该区制定出台“人才新政 12条”“企业引进人才租购房

保障办法”等。其中，已累计拨付奖补资金 3200万元，发放各类人

才购房券、购房租房补贴近 1.3 亿元，惠及 4390 人次，切实将政策

红利转化为科技人才招引实效。

“当前，广陵正处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产业能级整体跃升、

高质量发展赶超跨越的关键时期。今年以来，我们坚持将科技

作为第一生产力，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持续

提升政策开放度、服务精准度，促成更多人才团队和创新项目落

地集聚，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蓬勃活力和澎湃动能。”广陵区

委书记张伟说。

江苏扬州广陵区：

“真金白银”招引科技人才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景阳 通讯员李强）记者 7月 26日在内蒙

古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采访时看到，几位退役军人在手机上出

示一个二维码，即可免票进入景区，整个过程只需几秒钟。

“当初注册这个 App 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还能带来优惠，而且

如此快捷。买票时，出示‘鄂尔多斯退役军人尊崇 App’二维码后

就可以直接进入景区，这个二维码虽小，但是暖了我们退役军人的

心。”当地退役军人王鑫告诉记者。

刚刚运营不久的“鄂尔多斯退役军人尊崇 App”是鄂尔多斯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精细化服务，发

动社会化力量拥军，营造全社会拥军浓厚氛围而倾情打造的退役

军人专属服务平台。

研发负责人介绍，该 App主要功能包括：发动全市爱国拥军志

愿单位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优惠、优先和优待政策；为

退役军人打造线上思想政治教育平台；为退役军人提供行政审批、

困难帮扶的线上申请服务；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学习

培训、志愿服务、爱岗敬业、见义勇为等积分和优待服务，该软件分

为退役军人注册和商家注册两个版本。

目前，鄂尔多斯市已有 5400 余名退役军人注册申领了“个人

二维码”，370余家商家申领了“商家二维码”，已经实现了在鄂尔多

斯市内旅游机构、餐饮、酒店住宿、医疗、银行、商场、洁具、汽车 4S

店、加油站等 400 余家商家的互认，退役军人注册申领“个人二维

码”后便能享受到门票免费、商品优惠、打折等优待。

“我们致力让更多的退役军人知晓‘鄂尔多斯退役军人尊崇

App’的服务模式，让更多退役军人享受到优惠的服务，从而更好地

为他们教育培训、困难帮扶、维权援助、自身发展、优惠打折等提供

个性化的精准服务。”鄂尔多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马保荣说。

内蒙古鄂尔多斯：

一款App暖了退役军人心

专家正在对专家正在对315315个个““参赛桃参赛桃””进进
行打分行打分。。 江苏省农科院供图江苏省农科院供图

扬州市广陵区企业科技创新团队正扬州市广陵区企业科技创新团队正
在研究在研究生产技术解决方案生产技术解决方案。。 樊蓉樊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