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科技支撑防灾减灾科技支撑防灾减灾

要 闻
TOP NEWS

2 责任编辑 郭 科

2023 年 8 月 10 日 星期四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8月 7日，大亚湾核电基地迎来了一

场面向青少年的特别公开课。这场主题

为“与科学对话 感受湾区创新力量”的

科学家精神思政课的老师们，都是奋战

在科技创新一线的工作者，课程的内容

是讲述他们自己的创新故事。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粤港澳大湾区

自古以来就是经济发达、商贸繁荣、文教

鼎盛之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

为其发展多种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持，其

中，核电产业是大湾区的一颗明珠。中

国广核集团（以下简称中广核）“华龙一

号”总设计师王鑫用数据展示了核电带

来的巨大效益，“在大湾区，仅仅是大亚

湾核电站，近 30 年来每年都向香港供电

超 100 亿千瓦时，占香港全社会用电量

的四分之一以上。”

安全性是核电领域关注的重点，核

燃料组件的水下检查和修复是守护核安

全的重要环节。“核燃料组件是有生命

的，必须照顾好它，让它以最佳的状态入

堆运行，否则它也会发脾气。”从事核燃

料一线操作 30 多年的大国工匠乔素凯

谈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时说。

曾经，核燃料水下检查所用的摄像

机要依靠国外进口，但这种特殊的进口

摄像机价格高、供货周期长。乔素凯说：

“我们就想：一定要改变现状，不能再让

国外技术牵着鼻子走。”坚定走自主国

产化道路成为了中广核的选择。

“低头靠勇气，抬头靠实力”，从不耐辐

照的水下普通CCD相机开始，到耐中辐照

的CMOS相机，一直到2009年，中广核终

于和国内科研院所共同研发出了耐高辐照

的光导管摄像机。乔素凯介绍，这种摄像

机不仅价格低，而且供货周期短，售后服务

也好，头一天晚上相机出问题，售后维修人

员第二天上午就能赶到核电站。

目前，经过数次升级，国产化的水下

摄像设备质量越来越好, 很多指标已经

优于国外同类产品，“2015 年我们将高

清 CMOS 水下摄像技术应用到组件修

复单棒检查中，它可以一次性完成高清

单棒外观检查和缺陷检测，目前这个专

项检查技术属国内领先水平。”乔素凯

自豪地说。

近年来，大湾区科技创新领域风潮涌

动，不仅仅是核电领域，作为大湾区的独

角兽企业和商业航天领军企业，中科宇航

公司也期待着从大湾区启航，向南海前

进。中科宇航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杨毅强

介绍：“去年6月，我们公司总部迁入了南

沙，我们正在扩大在大湾区的布局，也希

望能为大湾区商业航天打开想象空间。”

人才、技术、资源的汇聚点亮了大湾

区创新的灯塔，激励着无数青年加入创

新的潮流之中。澳门大学科学暨工程科

普推广中心主任、澳门科学馆董事谭锦

荣介绍说，“我们不断推动澳门科普的发

展，2018 年创建了澳门大学澳门中小学

生科技实践基地，受到了澳门各中小学

生的欢迎。”科普资源的投入激发了湾区

青少年的科学兴趣，这也为湾区未来科

技人才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次次激动人心的科技飞跃、一个

个生动的奋斗故事。粤港澳大湾区的科

学梦想仍在迎帆远航、大湾区的创新故

事将继续书写出绚丽的篇章。

湾

区

涌

动

创

新

潮

—
—
记
﹃
与
科
学
对
话

感
受
湾
区
创
新
力
量
﹄
科
学
家
精
神
思
政
课

◎实习记者 吴叶凡

K弘扬科学家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

8 月 9 日 16:00，天津市静海区境

内大清河台头水位 6.0米，东淀蓄滞洪

区水位达到 2.95米。

记者在天津静海区抗洪抢险一线

看到，中国安能集团（以下简称中国安

能）救援队伍就近成立了前进指挥所，

依托通信指挥和测量等先进装备，正

实时对汛情灾情进行分析研判，研究

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大清河是洪水安全下泄入海的主

要通道之一。天津市水务局副局长王洪

府表示，预计8月10日左右，大清河台头

段将迎来洪峰，届时水位预计达到 6

米—6.2米。为此，抗洪大军严阵以待。

“无人侦测船、全站仪、机械化桥、

打桩船、动力舟桥、三维激光扫描仪、

地质雷达等百余台套专业装备已在静

海区台头镇、独流镇集结待命。”中国

安能鹤壁救援基地负责人王征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来支援静海抗洪的 200

余名队员大多是工程技术、测量等方

面的专家和推挖装运和特种装备操作

方面的技能娴熟的操作手。

多日来，中国安能的技术人员在

大清河沿岸，利用无人侦测船不间断

测量水深水位，探测水下地形地物。

据介绍，无人侦测船的多波束测量系

统，可通过声波反射，探测水下地形地

物和水深，准确获取水下堆体数据及

模型，然后快速计算堆体体积，为可能

出现的险情提供科学决策。

“应用于工程测量的全站仪发挥

了重要作用，它可以应用于控制测量、

导线测量、地形测量、施工放样、地灾

实时监测等场景，可实时测量水位高

程，同时我们在加固堤坝时也可进行

测量。”王征介绍。

此次前来集结的“抗洪抢险神器”

还包括应急机械化桥、打桩船、动力舟

桥等。这些“大块头”在以往的抗洪抢

险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应急机械化桥主要是针对桥梁损

坏、道路冲毁等灾害发生时，通过挖掘

机配合修筑“桥头”平台，快速架设机

械化桥，最快仅用 10 多分钟即可搭设

完成，保障履带式和轮式抢险装备、工

程机械、汽车以及行人通过河流、沟谷

等障碍。

打桩船是一款大型水上抢险平

台，可满足大型装备在水上抢险作

业。当出现大坝溃堤的时候，水上动

力平台可载运打桩机迅速到达溃堤决

口处，通过植入钢板桩拦截洪流的方

式，进行决口封堵。

动 力 舟 桥 更 是 号 称“ 救 援 小 航

母”。“一艘冲锋舟只能坐五六个人，而

且洪水里面有庄稼等各种杂物，经常会

被搅进冲锋舟的螺旋桨里，需要频繁手

动清理螺旋桨才能继续航行。在水流

湍急的地方，冲锋舟的安全系数较低，

容易发生倾覆，但动力舟桥能抵抗较大

流速的水流冲击，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

安全性、机动性。”王征说，动力舟桥每

次可转运被困群众450人，可同时保障

重型装备和大型物资高效通行。

天津：“抗洪抢险神器”集结静海迎战洪峰
◎本报记者 陈 曦

图为抢险救援人员使用全站仪开展巡堤查险任务。 受访单位供图

“截至 8 月 8 日 24 时，北京市因灾

死亡 33 人，主要由洪水冲淹、冲塌房

屋等原因造成，因抢险救援牺牲 5 人，

还有 18 人失踪，其中包括一名抢险救

灾人员。我提议，大家起立，为遇难人

员默哀。”由于受台风“杜苏芮”影响，

北京 7 月 29 日至 8 月 2 日遭遇特大暴

雨灾害，在 8月 9日召开的北京市防汛

救灾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

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如

是说。

据介绍，此次洪涝灾害共造成北

京近 129 万人受灾，房屋倒塌 5.9 万

间，严重损坏的房屋达 14.7万间，农作

物受灾面积 22.5万亩等。

北京正在全力防汛救灾保障市

民生活，用科技支撑通路通电通水

通信……

门头沟区：与时间赛
跑，全力抢修运行保障生
命线
“我们正与时间赛跑，全力抢修运

行保障生命线。”门头沟区委书记喻华

锋表示。

喻华锋介绍，面对断路、断水、断电、

断通信等情况，门头沟区协调各方成立

了8支由部队、应急、通信、供电等组成

的攻坚分队，全面挺进所有失联村。目

前全区道路基本恢复通行。供电方面，

城区已恢复供电，山区通过市电和临时

供电方式基本恢复供电。通信方面，通

过铺设临时光缆和基站修复，以及运用

应急通信保障车、便携式背包站等措施，

已可满足受灾群众基本通信需求。现正

加紧抢修受损的通信铁塔、物理站址，不

断改善通信质量。供水方面，目前，全区

已基本实现供水全覆盖，其中，有127个

村通过应急供水车保障临时供水，正组

织相关力量加紧抢修。

“当前，我们正在专业部门和专家

支持下，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摸排和

无人机勘探。”喻华锋说，同时，为防止

疫病发生，我们发布了《洪涝灾害后卫

生防疫指引》，并深入开展饮用水应急

监测、传染病防控和消杀工作，保障受

灾群众健康。

房山区：启动应急指
挥体系，千方百计实现四
通一保障
“我们启动应急指挥体系，全力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房山区委

书记邹劲松表示，现正加快抢修，千方

百计实现四通一保障，即通路通电通

水通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物资供应。

据了解，房山区综合运用直升机、

无人机等多种手段，全力搜救被困人

员，实时处置险情灾情。针对通信、道

路中断的失联村，携带卫星电话，成立

突击队空投、徒步进入等多种方式，8

月 3日实现所有失联村复联。

邹劲松介绍说，该区集中精锐市

政施工队伍全力抢修道路，目前已打

通北沟 108 国道和南沟涞宝路。10 条

县级以上公路、230 条乡村公路全部

抢通，77 个断路村全部实现通行。

城区及 111 个断电村已恢复正式供

电，另 23 个村实现应急供电。城区已

恢复供水，农村地区采取应急供水车、

启用备用水源、安装净化水设备、配备

储水罐等多种方式，解决群众基本用

水需求。采用卫星电话、无人机等方

式，实现区—乡镇—村三级应急通

讯。同步维修基站、架设光缆，目前已

有 90个村通信基站恢复，42个村采用

应急恢复，确保村村通信。

北 京 ：科 技 支 撑 通 路 通 电 通 信
◎本报记者 华 凌

科技日报成都 8 月 9 日电 （陈科
记者何亮）9 日，记者成都大运会网络安

全保障工作总结交流会上获悉，刚刚闭

幕的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 正 式 赛 期 间 ，大 运 会 官 网 、大 运 通

App、核心赛事类系统访问 33.7 亿次，监

测拦截攻击 1596 万次，相关网络安全部

门封禁攻击地址 1878 个，其中境外地址

1321个。

“技术精湛、战术先进、工具强大、作

风优良、决策有力。”会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大运会执委会特聘专家方滨兴用 20

个字评价了大运会期间的网络安全工

作。他表示，在大运会网络安全专班的

协同下，成都大运会期间将前沿的科研

成果运用于网络攻击的探查感知、关联

研判、管控阻截等，以“未知应对未知”，

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原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执委会特

聘专家喻红谈到赛事网络安全风险研

判、处置时表示，“成都大运会是近 3 年

首个开放办赛的综合性大型国际赛事，

网络安保工作存在复杂性和多样性。通

过多方团队全力配合，我们最终打赢了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非常好的大

型赛事网络安全保障实战经验。”

本届大运会的网络安全参与方、杭州

安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袁明

坤表示，大运会网络安全保障工作进入正

式赛保障阶段以来，他们投入近900台套

产品和300名保障人员确保大运会官网、

大运通 App、核心赛事类系统等 100余个

涉大运系统网络安全平稳运行。同时，他

们还协助大运会网络安全领导小组，针对

每个场馆个性化的信息化建设情况，编制

了“一馆一策”，包括各场馆信息化建设情

况、赛时网络安全运行流程、网络安全变

更、事件上报和处置流程，确保赛时各场

馆网络安全“万无一失”。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办公室党组成

员、专职副主任杨小明表示，本次成都大

运会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的成功，离不开

多方团队的全力配合。大运会还助力形

成了一套以院士团队、国家网络安全力

量、国内顶尖高校、国内头部网络安全企

业的联动合作的网络重保新模式，为成

都“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国家重大活动

网络安全保障提供了“大运经验”。

打赢没有“硝烟”的战争

大运会正赛期间拦截网络攻击1596万次
K聚焦成都大运会聚焦成都大运会

8月 9日，北京东城区 20多名学生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内的北京航空航
天博物馆，馆内 300 余件国内外航空航天文物和珍贵实物装备吸引了学生们的目
光。图为大学生志愿者为学生们讲解航天知识。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应急送水车来啦，快排好队，准

备接水。”上述情景，是记者 8月 9日下

午在河北省涿州市冠云西路上的华北

铝业南院生活小区门口所见的一幕。

“自 8 月 2 日起，我们先后从国家

供水应急救援中心西北基地和东北基

地调配了 8 辆应急制水车。”在位于涿

州市的华北铝业有限公司厂区制水

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院

工程师宋陆阳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记者登上一辆应急制水车，工作

人员介绍，制水车采用“超滤+反渗透”

双膜净水工艺，可以将高浊度水、苦咸

水、微污染水等处理成干净的饮用水。

水质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为确保水质安全，我们还带来了

水质检测车，可以现场检测水质常规、

微生物等 145 项水质指标。”宋陆阳介

绍，这个车就像一座可移动的“水质检

测实验室”，完全可以给水质“打保票”。

记者在制水点看到，制好的饮用

水通过水泵输送到应急救援送水车

里，现场检测人员从送水车上的出水

口接取水样进行检测。

“为方便群众接取饮用水，我们安

排了 20 辆送水车送往市区 7 个接水

点。”宋陆阳表示，每台制水车每小时

可以制出 5 吨饮用水，目前累计制水

2200多吨，送水 240多车次。

“我们为这个地下车库安装了 3

台 10 寸的便携式移动泵排水，每小时

累计排水 1800 方。”在涿州水岸花城

小区车库排水现场，驰援涿州抢险救

灾的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

梁晶告诉记者，小区的地下车库不仅

停放汽车，还有供电配电设施，当前的

车库排水很关键。

“我们来的时候这个车库的水是

满的，经过 70 多个小时的抽排，现在

水深还有 1.2米左右。”梁晶说，目前累

计抽排了 11万立方米水。

排水过程遇到哪些困难？“水里的

垃圾较多，我们边排水边清理垃圾。”

梁晶说，越到水底淤泥越多，极易堵塞

水泵，这是影响排水进度的最大难题。

记者在排水现场看到，2 辆黄色

的应急排水车依次停靠在车库入口

处。“我们这次来了 4 辆集发电和抽

水于一体的应急排水车，分布在两个

排水点。”梁晶介绍，这辆排水车上的

屏幕能实时显示排水量、排水时间和

耗电量，在出现故障时，还能及时预

警提示。

现场检测 145项指标，每小时制水 5吨

“移动水厂”确保饮用水高质高量
◎本报记者 陈汝健

“齐心奋进新时代 科技放飞梦

想——科技馆里的思政课”近日在中

国科技馆举行。当晚，400 余名北京

中小学生代表齐聚中国科技馆西大

厅，聆听杨利伟和英雄航天员叶光富

讲述他们追梦航天的故事。

这是中国科技馆作为“中国空间

站科创体验基地”，继成功举办两次“天

宫课堂”后打造的又一品牌活动，是深

入推进主题教育的一个生动缩影。

记者从中国科技馆了解到，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馆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教育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在教育“双

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把引领现代

科技馆体系高质量发展与深入推进主

题教育有机结合、统筹谋划，凝聚强大

科普合力。

中国科技馆有关负责人介绍道，

该馆将强化思想引领摆在主题教育首

位，启动面向中小学生的“科学家故事

众创空间”，充分发挥“科学家精神教

育基地”平台资源优势，精心打造“科

技馆里的思政课”“科学家故事戏剧

社”“Z 世代天团秀”“逐梦采风团”等

品牌活动。“航天员签名墙”首次在中

国科技馆对外展示，英雄航天员聂海

胜开讲首场“科技馆里的思政课”。

与此同时，在中国科技馆引领下，

现代科技馆体系掀起弘扬科学家精神

热潮。黑龙江省科技馆举办“礼赞科

学家”主题联动科普活动暨“百馆千场

万人科学家精神宣讲”展演活动,江西

省科技馆启动“科学家故事众创空间”

江西省试点工作，以省级科技馆为结

点的体系网格越织越密。“红领巾讲解

员特色团”面向全国青少年宣讲 266

场，助力科学家精神进校园，引导青少

年始终心系祖国、树立崇高理想。

“奋进科普新征程”全国科技馆联

合行动自 3 月启动以来，已开展“美丽

中国”“筑梦航天”“礼赞科学家”“新时

代科学少年”“未来科学节”5期主题联

动科普活动和2期行业交流，开展各类

活动2048次，服务公众近千万人次。

此外，聚焦满足教育“双减”需求，

中国科技馆多举措推动馆校合作实践

走向深入。该馆积极探索以科技馆场

馆资源服务“双减”工作模式，与 100

家中小学签约共建“馆校结合基地

校”，组织开展“科技馆里的科学课”等

进校园科普活动，面向全国广大青少

年、科学教师及科技志愿者等征集科

学教育资源 7000 余项，发动 493 所学

校参与科技馆体系主题联动，为中小

学校提供高质量科普服务，推动学校

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创新。

同时，该馆瞄准强国建设的现代

化人才支撑，坚持以学促行、知行合一，

聚力开展创新大赛、教师培训，把学习

成效转化为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

教育生动实践。该馆成功举办第九届

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组

织32个赛区、3.6万支队伍、近8万名学

生参赛，培养考察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

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培育选拔具备科

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为更多基层公

众提供体验科学、创新创造的机会。

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师科学素质，

中国科技馆实施“馆校合作中小学教

师科学教育实践能力提升”项目，牵头

联合山东、内蒙古、吉林 3 家省级科技

馆，以及日照、绍兴 2 家市级科技馆，

围绕项目式课程开发和科学实践活动

设计，为来自全国各省市 1000 余名中

小学科学教师及科技辅导员提供高质

量培训，为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

科技馆体系智慧和力量。

推 动 主 题 教 育 走 深 走 实

中国科技馆在“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本报记者 操秀英

K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