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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比

亚迪新能源乘用车总装车间内，整装完

成的新能源汽车正驶向高度集成的专

业智能检验线；在青岛市人工智能计算

中心，该中心与海尔、中国海洋大学等

50多家企业、高校合作，实现了 70多个

算法模型创新，孵化了 100+场景化解

决方案；在海阳市东方航天港，集海上

发射、星箭制造、数据应用等于一体的

百亿级商业航天高科技产业集群初具

规模……

7月 24日—29日，科技日报记者在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山东主题采访活

动中发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已成为

各地主旋律，并以科技创新这个“关键

变量”，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新能源技术和产业
发展迅猛

在位于淄博市的山东东岳未来氢

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岳氢

能）技术示范中心，一台动感十足的氢

能源汽车格外引人注目。“这款氢燃料

电池汽车加氢只需要 3—5 分钟，就可

续航 600—800 公里，即使在零下 30 摄

氏度的低温环境中也能正常行驶。”东

岳氢能副总经理王振华说，“质子交换

膜是氢燃料电池的核心部件，被称为氢

能产业的‘芯片’。该车使用的质子交

换膜是我们历经十几年科研攻关最终

获得突破的自主研发产品。”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指引下，以

氢能为核心的新能源产业成为淄博产

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

抓手。如今，东岳氢能研发的质子交换

膜已广泛用于各种燃料电池汽车中，实

际行驶里程超过 2000 万公里。同时，

该质子交换膜产品已与国内外下游领

先企业开展合作，助力淄博成为京津冀

等燃料电池汽车五大示范城市群的合

作城市。

淄博是山东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的一个案例。“现在看来，山东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山东

省政府副秘书长徐闻说，今年上半年，

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

表的“四新”经济投资同比增长 10.9%，

占全部投资比重达 55.6%；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 18.2%，占全部发

电量的 25.4%。

绿色低碳技术带来
巨大空间

在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潍柴雷沃智慧农业）

示范基地，国产无级变速拖拉机正在进

行播种测试，它的动力可达到 340 马

力，油耗却比传统拖拉机降低 30%左

右，其还配备了无人驾驶系统，可实现

无人作业。

我国是农机装备生产消费大国，市

场总量超过 2500 亿元，但大马力无级

变速一直都是该领域空白。

“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突破了大马

力无级变速智能拖拉机技术，填补了

国内空白，化解了中国农机产业的‘锁

喉之痛’。”潍柴雷沃智慧农业战略总

监田大永说，凭借着科技创新能力，潍

柴雷沃智慧农业成长为我国最大的农

机企业，也是我国唯一掌控全产业链

关键核心技术的企业。2022 年，企业

营收达 159 亿元，业务遍布 1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在高端船舶的建造上，山东也大力

推进绿色节能技术。招商局金陵船舶

（威海）有限公司的厂区内，目前有 15

艘在建船舶应用了液化天然气（LNG）

双燃料动力技术，碳排放降低约 22%，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颗粒物分别降低

92%、98%—100%、98%；有 2艘船应用了

甲醇燃料动力技术，实现全生命周期碳

减排 100%。

绿色低碳新技术给企业发展带来

了巨大空间。“我们的生产任务已排到

2027 年。”招商局金陵船舶（威海）有限

公司总经理郑和辉说。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是科技创

新。”山东省科技厅厅长孙海生表示，

2022 年，山东省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达 35409家，是 2019年的 3.7倍，居全国

第 四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达 26778 家 ，是

2019 年的 2.3 倍，居全国第五。今年上

半年，山东省规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规上工业产值比重预计达 51%。

山东：奏响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主旋律

◎本报记者 李 禾 陆成宽

K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30日电 （记

者矫阳）记者 30 日从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获

悉，由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海燕号Ⅰ

型、海燕号Ⅱ型等无人机，日前高质量

完成了在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以下简称成都大运会）开幕

式中的任务，为气象服务保障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成都大运会是中国西部地区首次

举办的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其开幕

式备受国内外的高度关注。赛事举办

地成都正逢汛期，气候形势复杂多变，

对气象保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为保障开幕式气象服务，海燕号

Ⅰ型、海燕号Ⅱ型等无人机连续多日、

多次完成飞行任务，在川西高原西南

涡等敏感区开展机动气象观测，累计

飞行上万公里，共投放 53 枚探空仪，

获取 2.6万余条垂直观测数据，为成都

大运会开幕式顺利举行提供了精细

化、高质量的气象保障。

据介绍，海燕号Ⅰ型、海燕号Ⅱ型

分别以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翼龙—

10、翼龙—2 无人机系统为基础，结合

场景需求完成适应性改进。在机动气

象观测领域，翼龙—10、翼龙—2 无人

机曾分别针对南海台风监测和青藏高

原气象观测开展试验，为台风、高原气

象研究提供了宝贵数据。此外，在日

常气象观测领域，航空工业自主研制

的翼龙—2H 气象型无人机，曾先后在

甘肃祁连山、川西高原、青藏高原等地

区执行了多次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充

分发挥了保障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

和生态安全的作用。

翼龙无人机是由航空工业研制的

一种中低空、军民两用、长航时多用途

无人机，它装配一台活塞发动机，具备

全自主平台。此次，多型翼龙无人机

的协同保障作业，为大型赛事气象保

障和环境空气质量提升提供了新手

段、新方法。航空工业相关负责人表

示，后续，航空工业将持续提升产品质

量、创新应用模式，进一步助力气象高

质量发展，为增强气象科技自主创新

能力、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气象支撑贡

献航空智慧与力量。

翼龙无人机完成大运会开幕式气象保障任务

先用狼毫小笔勾勒，然后随类敷

色，层层渲染，三矾九染……在 53 岁的

王春英手下，一幅漂亮的工笔牡丹花跃

然纸上。

7 月 24 日，科技日报记者跟随“高

质量发展调研行”采访团来到山东省菏

泽市巨野县洪庙农民绘画专业合作社，

看到了上述情景。

作为洪庙村村民，王春英的身份是

农民画师。画牡丹，每月可为她带来六

七千元的收入。

菏泽是“中国牡丹之都”。作为全

国唯一“中国农民绘画之乡”，巨野以牡

丹为题材，成立了 49 个农民画院，1.1

万多名农民画师“下地是农民，提笔成

画师”，用灵巧的手勾勒出一幅幅美丽

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山东是文化大省，在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深挖文化传

统，端起“文化碗”，将文化产业化，吃上

“文化饭”。

将历史文化以产业的形式传承下

去，“孔门十哲”子路的家乡——济宁市

泗水县东仲都村的实践便是典型代

表。虽然正值炎热的大暑，但这里山水

环绕、绿树成荫，让人倍感舒适。

7月 26日记者登门时，36岁的李峰

正在展示其葫芦画技艺。拿着自家种

植的葫芦，他以此作纸，以火为墨，烙刻

作画，不一会儿，一个栩栩如生的葫芦

画便成了型。

在他的摊位上，葫芦画作品千奇百

态，展现自然天成的神奇，又尽显人生

百态。

深挖传统文化富矿，以文化“两创”

为抓手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这是东仲都

人的考虑。为此，他们建成了“手造

100 展厅”，打造了传统手造（即传统手

工技艺）一条街。

这既是传统文化的普及，让游客在

体验中触摸到手造产品、了解产品背后

的制作工艺及文化内涵，也能给手造者

带来收益。

传统文化不仅“好看”，更“好吃”，

这是记者连续多天采访山东乡村振兴

案例后得出的结论。不过，同样是将

“文化变现”，临沂市沂水县西墙峪村却

有不同的“打法”。

西墙峪村地处沂蒙革命老区，仙姑

顶战斗、挡阳柱西山战斗在这里发生，

是远近闻名的抗日堡垒村。

红色历史在乡村振兴中如何才能

更好地发挥力量？“90 后”村党支部书

记王成成带领该村村民探索出一条

“红+绿”的独特路径。

作为典型的山村，西墙峪村群峰簇

拥、绿树成荫、泉水叮咚的场景随处可

见。他们修缮藏兵洞、野战医院医疗

所、将军旧居等，将传统民俗、康养休

闲、红色文化结合起来，打造了以研学

为主的党性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同时，盘活闲置宅基地，推出精品民

宿和农家乐，建立旅游发展合作社，推

进村庄景区化建设，年接待游客超 10

万人。2022年，西墙峪村实现村集体收

入 30万元。

村庄变了样，当初外出打工的村民

也回来了。

44岁的张德法回村开了农家乐，从

年初到现在，收入已达 14 万元。“今年，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张德法悄

悄地告诉记者，“收入要达到30万元。”

对于未来，他满怀希望。

端起“文化碗” 吃上“文化饭”

K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林莉君 王延斌

科技日报讯 （陈科 记者何亮）
7 月 30 日 ，随 着 成 都 大 运 会 赛 事 的

开展，大运会文化展示活动也同步

启动。参与嘉宾可通过体验面塑泥

塑、川剧变脸等环节，领略体育与文

化 的 交 织 相 融 ，共 同 感 受“ 能 文 能

武”的成都。据悉，该活动将持续到

8 月 8 日。

成都大运会官方酒店开展的文化

展示活动，开设有中华文明体验区、

“寻乐中华”活动区等。在包含了剪

纸、皮影、活字印刷等项目的体验区，

四川省一级剪纸艺术家袁成祥，让剪

刀和纸张在手中上下飞舞，不一会儿

就变成妙趣横生的“蓉宝”；成都皮影

非遗传承人周军，则带来生动有趣的

皮影体验。活动现场还能体验古法装

订及活字印刷技术，通过“线装”工艺

制作古法笔记本，感受汉字及英文单

词的活字印刷，制作拓有“成都成就梦

想”“爱成都，迎大运”等字样的纪念笔

记本。

“蓉宝邀你游成都”成都故事体

验区则提取烟火成都、历史成都、绿

色 成 都 3 个 城 市 特 色 名 片 及 场 景 ，

以“蓉宝”作为导游，带领嘉宾深度

体验古今交融的天府文化。“花重锦

官城”泥塑互动体验区再现了成都

锦 江 及 九 眼 桥 等 沿 岸 经 典 地 标 建

筑，还用花灯、灯笼造型打造了成都

热闹街景，参与者可手持纸扇、油纸

伞、灯笼与“蓉宝”合影打卡，走入绚

丽多彩的灯会文化。活动中，成都

面 塑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人 廖 艳

辉，用“蓉宝”、大运标识等带着嘉宾

走 入 面 塑 的“ 微 观 世 界 ”；“ 魅 力 川

剧”互动体验区则引入经典川剧、脸

谱元素，川剧变脸艺人贺兆春参与

互动式川剧变脸表演，让人近距离

感受川剧的神奇魅力。

大 运 会 文 化 展 示 活 动 开 启

科技日报讯 （陈科 记者何亮）7

月 29 日，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举行“运

动成都——世界赛事名城建设”专场

新闻发布会。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体育

竞赛部（反兴奋剂部）专职副部长、成

都市体育局副局长陈志介绍，近年来，

成都市以筹办大运会为牵引，坚持办

赛、营城、兴业、惠民理念，全方位推动

世界赛事名城建设，获得多个国际体

育组织授予的“黄金主办城市”“卓越

贡献城市”等荣誉，体育赛事全球影响

力跃居全球第 28 位，进入中国前三。

2022 年 成 都 体 育 产 业 总 规 模 突 破

1000亿元。

陈志表示，在获得大运会举办权

后，成都市以重大赛事为龙头，编制了

《成都市体育赛事体系规划（2021—

2035 年）》，率先制定体育赛事活动管

理办法，推动构建更适合成都发展、更

具成都特色、结构更优、质量更高、更

加可持续的体育赛事体系。如今，体

育赛事让成都的城市影响力不断提

升，成都马拉松成为中国首个世界马

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以成都蓉城足

球俱乐部为代表的职业体育赛事火爆

全国，成都体育赛事国际传播指数全

国第二。

依靠体育赛事，成都市的体育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成都大运会新建

和改造的场馆共 49 座，我们在其中

22 个场馆打造智慧场馆运行管理平

台，入选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体育

特色基地。”陈志介绍，成都市还深入

实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工程，

推动利用闲置空地、城市“金角银边”

等布局多样化、便民化运动空间。近

年来，成都市新建改造达到省级以上

标准的体育公园 22 个，打造社区运

动角示范项目 200 余处，公共体育场

馆免费或低收费服务市民健身年均

超 460 万人次，有力促进群众健身举

步可就。

借助体育赛事，成都市体育产业

实现稳步增长。“我们发布支持体育

产业发展政策 20 条，3 年投入 7000 多

万元专项资金支持体育经营主体发

展。”陈志表示，如今，成都市共建成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示范项目、

示范单位 7 个，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

地 1 个。

本届大运会结束后，成都将如何

进一步建设世界赛事名城？陈志表

示，此前，成都市发布的《成都世界赛

事名城建设纲要》《成都市“十四五”世

界赛事名城建设规划》就已谋划大运

会后世界赛事名城建设的发展路径。

成都市提出 3 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

2025 年建成赛事体系完备的世界赛

事名城；到 2030 年建成全方位高质量

发展的世界体育名城；到 2035 年建成

体育融入市民生活、运动成为城市高

品质生活特质的世界生活名城。

2022年成都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1000亿元

近日，第二届大国工匠创新交
流大会暨大国工匠论坛在北京举
行。大会围绕“匠心筑梦 技能报
国”主题，设置了论坛活动、展览展
示两大板块，47 个展览展示区、
1200 多项职工创新成果精彩亮
相，500余名劳模工匠现场参展。

图为参观者在观看展览。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大国工匠

技能报国

科技日报北京7月 30日电（记者

刘垠 陆成宽）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

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

急管理重要论述，充分展示广大应急管

理工作者忠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精神风貌，30 日，

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发布 2023 年

“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

李孝忠、杨炳、王选泽、孙柏涛、王

庆银、韩建波、陈亚鹏、郑学培、王盛宁、

旦巴群培、赵军 11 名个人，以及中国救

援队、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

援站 2个集体获得 2023年“最美应急管

理工作者”称号。

他们有的临危受命，在国际救援中

展现专业水准和一流素养，彰显大国形

象、大国担当；有的继承和发扬革命传

统、赓续红色基因，是新时代“红军传人、

人民卫士”；有的“七进七出”爆炸核心

区，忠诚诠释消防救援的“最美逆行”；有

的从事森林消防事业30多年，奋战在防

火执勤、灭火作战、综合救援一线，在水

与火之中经受生与死的考验；有的为矿

山安全监察事业尽心竭力，在矿井巷道

里默默奉献；有的潜心科研、匠心育人，

在防震减灾道路上勤耕不辍；有的从事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工作，带领队伍转

型升级，为国家能源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有的在雄安、为雄“安”，在新区特色安全

监管模式探索实践中推陈出新、攻坚克

难；有的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的

工作态度，在平凡岗位绽放青春之光；有

的扎根基层、甘于奉献，用双手撑起革命

老区的安全“蓝天”；有的是乡村“应急第

一响应人”，是全村 1030 名群众的安全

守护者；有的驻守在5200米以上的雪域

高原，忠诚守护藏北“大门”；有的肩扛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使命，用实际

行动践行“不负人民”的铮铮誓言。

中 央 宣 传 部 、应 急 管 理 部 联 合 发 布
2023年“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

科技日报北京7月30日电（记者刘
垠 陆成宽）记者30日从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获悉，国际科学期刊《科学·进展》29

日发表了中外联合团队的最新研究，揭示

了快速射电暴（FRB）爆发现象与射电脉冲

星辐射可能存在物理机制上的不同。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北京大学等组成的联合团队完成，在“中

国天眼”（FAST）“快速射电暴的搜寻和多

波段观测”优先重大项目支持下，对河内

快速射电暴磁星SGRJ1935+2154的多波

段进行观测，揭示其射电脉冲星辐射相。

团队在研究脉冲星辐射及其X射线辐射

轮廓相位后发现，其所发出的快速射电暴

爆发与脉冲星脉冲具有不同的相位分布，

快速射电暴发生的相位更随机。

快速射电暴一般是来自宇宙深处

其他星系的毫秒级极亮射电爆发。目

前，全世界的射电望远镜已经发现了成

百上千例这样的爆发，其中数十例还会

重复爆发。FAST 针对 FRB 开展了一

系列深度观测，揭示了一部分 FRB 的

能量特点和偏振特性。但是，FRB 产

生的具体机制和起源天体仍是天体物

理最热门的研究方向之一。

SGRJ1935+2154 是一颗位于银河

系内的磁星。它在 2020 年 4 月 28 日发

生了一次磁星爆发，地面射电望远镜捕

捉到来自此磁星的一个极亮射电爆

发。该磁星的射电爆发已经达到某些

银河系河外 FRB 的亮度，因此被认为

是第一例来自于银河系内的 FRB 现

象。2020 年以后，该磁星还零星发生

过几次类似 FRB 的较亮射电爆发。这

些来自磁星的极亮射电爆发，为研究

FRB的产生机制提供了重要信息。

“中国天眼”揭示磁星快速射电暴机制特点

（上接第一版）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翠云廊不

是一天植成的，靠的是时间的力量，靠

的是人民的力量。

“翠云廊确实是叹为观止啊！”“有

点没看够的感觉。”总书记十分感慨，

“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挖掘出很

多意义，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

这样的情景，如此熟悉，又意味深长。

犹记得 2016 年 5 月，小兴安岭深

处，黑龙江伊春市的林场里，仰望一

棵擎天红松，总书记感叹“这就是时

间感呐！”

犹记得 2021 年 4 月，在湘江之畔

的广西毛竹山村，驻足于一棵 800 多

年的酸枣树前，看了又看：“我是对这

些树龄很长的树，都有敬畏之心。”

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这

其中蕴藏着“何以中国”的深厚智慧。

古道蜿蜒，劈山开路、伸向远方。

古柏参天，扎根大地、枝繁叶茂。

往事越千年。“蜀道之难，难于上

青天”的千古嗟叹，早已成为历史。

今天，中国西部的版图上，绿水青

山间，道路纵横。古蜀道之畔，西成高

铁、京昆高速等“超级蜀道”重塑时空，

42条进出川大通道，通达四方。

新时代的道路传奇，还在延续。

沿着这条路眺望，中国式现代化

大道如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景

无限荣光：“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啊！是

非常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将来传

下去，还要传五千年，还不止五千年。”

（新华社成都7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