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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大地，沃野千里。秦巴山区，

峻岭逶迤。

9月 8日，科技日报记者随“高质量

发展调研行”陕西主题采访活动来到商

洛市山阳县和丰阳光食用菌产业园。

走进海鲜菇出菇车间，便看到一簇簇海

鲜菇排列得整整齐齐，从菌袋里“冒出

来”，洁白如玉、鲜嫩肥厚，甚是喜人。

在另一车间，工人们正在娴熟地采摘、

分拣、包装食用菌。

行走在三秦大地的村村落落，乡间

小路平坦干净，生态果园苍翠葱郁，高

标准农田整齐有序……阡陌沃野，处处

彰显生机。

当前，陕西上下正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奋力谱写陕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种下兴产富农的“金蛋蛋”

冬 枣 ，是 渭 南 大 荔 果 农 的“ 幸 福

果 ”。

9 月 7 日，记者来到位于大荔县安

仁镇小坡村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这里正

是远近闻名的万亩冬枣示范园。咬一

口素有“小苹果”之称的大荔冬枣，嘎嘣

脆、清爽甜。

“我们的冬枣使用日光温室栽培技

术及枣园精准施肥系统，能让冬枣上市

时间从 10 月中旬提早到 5 月中下旬。

冬枣变‘夏枣’，涨了身价，富了一方百

姓。”大荔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雷孟

师告诉记者。

小冬枣登上大舞台！如今，陕西正

在念好“土”字诀，打好“特”字牌，做好

“土特产”这篇大文章。

秦 蜜 、秦 脆 、北 海 道 、瑞 阳 ……9

月 10 日 ，记 者 走 进“ 苹 果 之 乡 ”延 安

洛川，在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区种植

基地，香甜可口的苹果挂满枝头，触

手可及，丰富多样的苹果品种让人眼

花缭乱。

如今，在陕西南北，形成了一批在

全国有分量的产业。渭北陕北苹果产

业带，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秦岭南

北猕猴桃产业带，面积、产量占全国的

三分之一；还有陕南食用菌、陕北小杂

粮、秦巴富硒农产品、富平柿饼等优势

特色产业 50余个……

“我们坚持特色定位，做大‘土特产’

文章，整合资源打造苹果、蔬菜、茶叶、畜

禽肉类、中药材5个千亿级和乳制品、食

用菌、猕猴桃 3个 300亿—500亿级产业

链，实现了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

造和标准化生产。”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副

厅长陈文介绍。

有机稻田与“国宝”朱鹮共生

重峦叠嶂，苍翠欲滴。稻田与朱鹮

共生，“诗与远方”触手可及。这里，正

是 47只“国宝”朱鹮的栖息地。

9月 10日，记者来到位于安康市石

泉县城关镇丝银坝村六组的草池湾田

园综合体，看到孩子们徜徉在田间学堂

研学。稻田里一株株稻穗弯着腰，一派

丰收景象。

“欢迎大家！我们这里生态好、环

境美，吸引了 47 只朱鹮安家落户。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安康农科院的技

术指导下，我们种的有机大米也卖出了

好价钱。”丝银坝村村民吴传琴面对记

者的镜头，略显羞涩。

乡村振兴，三秦大地应声而动，农

村改革在“活”字上下功夫，激荡起澎湃

动能。

“这是我们袁家村的明星店——粉

汤羊血，收益最好的一年营业额达 800

万元。”咸阳市礼泉县袁家村村委会主

任王创战介绍。

9 月 10 日，走进袁家村，记者看到

街道两旁摆满了各色风味小吃，细腻滑

嫩的豆腐脑、刚出锅的辣子夹馍、爽口

酸辣的“一口香”……全国各地的游客

在这里大快朵颐。

袁家村，曾是一个只有 62 户人家

的“空心村”、贫困村。十几年来，袁家

村以“村两委会”班子为核心，带领大家

发展乡村旅游。如今，昔日的“空心村”

变成了遐迩闻名的“网红地”。

“近年来，陕西省以‘三变’改革为

抓手，即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全面实施集体经济‘清零

消薄’行动。2022 年全省‘空壳村’全

面清零，‘薄弱村’占比下降至 25.5%，

31.2%的 村 实 现 分 红 ，分 红 总 额 达 到

12.01亿元。”陈文说。

金 秋 九 月 ，陕 北 苹 果 熟 了 ，红 彤

彤 的 苹 果 挂 满 枝 头 ；眉 县 猕 猴 桃 丰

收 了 ，圆 墩 墩 的 果 实 缀 满 枝 头 ……

一组组生机无限的新图景在乡间田

野 生 动 绘 就 ，一 幅 幅 三 秦 大 地 农 民

富 裕 富 足 、乡 村 富 强 振 兴 的 最 美 画

卷尽展眼前。

“农”墨重彩绘就三秦好“丰”景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郑 莉
付丽丽 何沛苁

K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对中国能不能完成南水北

调这样的大工程是心存顾虑的。”9 月 12 日，国际水

资源学会和世界水理事会联合创始人阿西特·比斯

瓦斯在第 18 届世界水资源大会期间举办的国家水

网及南水北调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坦言，“如今，作为

工程师的我为南水北调取得的成绩鼓掌。事实证

明，中国在水利工程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上和两

千年前一样站在世界前列。”

“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攻克了低扬程大流量泵

站、超大型渡槽、大口径输水隧洞、新老混凝土结合、

膨胀土施工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关，创造了多个

世界之最。”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蒋旭光介绍，

截至目前，东中线一期工程已累计调水超 650 亿立

方米，补给多个重要城市的用水，如“南水”已占北京

城区供水的 75%，占天津城区供水的 99%。

那么，650亿立方米的调水量够不够用？南水北

调工程能在其他区域“复制”吗？西部缺水地区的用

水问题能不能通过调水解决呢？

我国仍需进一步优化水资源

有观点认为，近几年中国用水总量缓慢下降，表

明中国已经出现了用水“拐点”，意味着在当前供水

能力下，中国北方地区已达到水供需相对平衡。

针对上述观点，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应对气

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建云表示，这一判断忽略了

用水总量缓慢下降的多种因素，比如水利普查统计

修正带来的数据偏差。

“当前我国用水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但用水需求

还并未得到真正满足。”张建云表示，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规模的增长，比如城镇化率提高、生活消费需求

增加、生产规模扩大等，用水需求也会随之增长。

主要发达国家的用水达峰节点佐证了这一点。

数据显示，在第一产业比重小于 5%、第二产业比重

为 30%—40%、第三产业达到 60%以上时，才会出现

用水总量的“拐点”。

“中国当前的第一、二产业占比仍然相对较大，

第三产业占比仅达到 52.8%，并未达到峰值阶段。”张

建云说，在城镇化率和人均 GDP 方面，中国仍存在

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些都需要水资源的进一步优化，

进而为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南水北调工程将为西部经济发
展注入“活水”

当前，南水北调工程解决了40多座大中城市、280

多个县市区的水源问题，已成为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

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生命线。这条生机勃勃的生命线又将延伸向何方？

蒋旭光介绍，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将准确把握东线、中线、西线三条线路的各

自特点，各自分阶段开展建设。东线实施“一干多支扩面”，积极推进二期工程立

项建设；中线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引江补汉”，要规划建设好沿线调蓄工程；西线

目前处于规划论证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阶段。

“西部调水海拔高、水量大、范围广，具有极其明显的布局优势。”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浩表示，西线调水工程应实施主动的水资源布局，支持包括成都平原、河

西走廊、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西部经济有所发展，但仍与东部地区经济存在较大差距。要发展西

部经济，前提是构建起‘水网经济格局’。”王浩建议，通过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赋

能黄河沿线经济带，打造西南、西北水网联通经济带，为西部经济发展注入“活水”。

南水北调工程攻克了大量世界难题，后续工程中将有更多难题等待攻克，尤

其在挑战高海拔地区的西线工程将有更多世界首创。蒋旭光表示，中国南水北

调集团将以重大水利工程为牵引，加快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

展，通过科研创新、模式创新等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的建设。

（科技日报北京9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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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佳星

9 月 10 日，由中国石油大庆油田

采油工程研究院主办的 2023 采油气

工程发展学术交流会举行。恰逢该院

成立 60 周年，当天，中国工程院王德

民院士和刘合院士共同为采油工程研

究院“三敢三严”文化长廊揭幕。

作为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采油工

艺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的综合性科

研院所，60 年来，大庆油田采油工程

研究院以丰硕的科技成果为国献油、

为油铸剑，在中国石油采油工艺技术

发展的历程中留下重要印记。

六十载勇攀高峰 为
油田开发注入科技动力

60 年前，大庆油田老一辈采研人

从一台手压泵、两把管钳“白手起家”，

把 国 家 所 需 、油 田 所 急 作 为 攻 关 方

向。他们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严

肃、严格、严密”的“三敢三严”精神，经

过 1018 次 地 面 试 验 和 133 次 井 下 试

验，终于研制成功“ 糖 葫 芦 ”封 隔 器 ，

并独立自主攻克形成了分层注水工

艺 技 术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了 同 类 型 油

田持续有效开发的难题。该技术历

经 60 年 的 迭 代 升 级 已 发 展 到 第 四

代，截至 9 月 10 日，该技术已累计应用

20 余万井次，在大庆油田各个阶段开

发过程中，为油层均衡开采发挥了重

要支撑作用。

60 年来，采油工程研究院聚焦大

庆油田石油会战、快速上产、高产稳

产、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 5 个发展

阶段，一代代采研人始终胸怀“国之大

者”，坚持科技自强、创新驱动。

截至今年 6 月，采油工程研究院

累计取得科技成果 1040 项、授权专利

441 件、制修订标准 219 项，源源不断

地打造了“糖葫芦”封隔器、精细分层

注水、三次采油工程配套、限流法压

裂、水平井体积压裂等系列工程利器，

有力支撑了大庆油田各个开发阶段的

原油稳产。

其中，“475-8 水力压差式封隔器”

获国家技术发明奖，“油井多用途偏心

配产堵水控制系统”获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限流法压裂在薄油层开发中

的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桥

式偏心分层开采配套技术”获国家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螺杆泵采油配套技术”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为油田开发

注入强大的科技动力。

“三敢三严”接力传
承 开启科技攻关新征程

岁月流转，初心不变，一代代采研

人接力传承“三敢三严”的精神火种，

开启了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

新征程。

该 院 院 长 蔡 萌 表 示 ：“ 站 在 新 起

点，采油工程研究院将全力打造原创

技术策源地，成果转化孵化地、高端人

才聚集地、开放平台根据地，奋力谱写

高质量发展新一页。”

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以来，采

油人矢志自主创新，从非常规开采、后

油藏开发、绿色低碳、数智化建设四个

方面发起了新一轮科技冲锋。推动了

致密油和页岩油高效开发，大力拓展

川渝新区域；在后油藏开发领域勇闯

“无人区”，创新研发了以“井下油水分

离注采、低初粘凝胶深部调堵”为代表

的颠覆性技术，持续抢占科技竞争制

高点；第四代智能分层注水技术被评

为中国石油十大科技创新成果之一；

《永磁直线电机及其控制方法》获中石

油专利金奖。

从白手起家到硕果累累，从木制

板房到花园院区，60 年来，采研人一

直为国家端牢能源饭碗持续发力、接

续奋斗。“我们将锚定建设一流强院目

标，加快重大理论和关键技术突破，力

争走进采油工程技术世界第一方阵。”

蔡萌说。

大庆油田采油工程研究院：六轶铸剑 为国献油
◎通 讯 员 林立叶 赵 威

本报记者 李丽云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怡 通讯员孙
嘉隆 章溟潇）日前，2023 年中国国际

智能传播论坛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

本届论坛以“新征程‘智’无界”为主题，

重点围绕智能传播时代的前沿议题展

开深入的交流探讨。

论坛上，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张爱军表示，江苏作为经济大省、文

化大省、互联网大省，始终把人工智能

作为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核心动

能”，着力加强制度机制创新，推动要素

有机融合，以数字化赋能新型主流媒体

建设，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江苏将

以本次论坛为契机，以理念创新、技术

创新、机制创新更好地推动媒体深度融

合发展，持续提升智能传播效能，以实

际行动推动“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

建设。

针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新华社

副社长刘健认为，从全球范围看，人工

智能正在显著提升社会生产力，深入变

革生活方式，推动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媒体必须抓住契机，以融合

发展新成效，促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

新突破，助力国际话语权的新提升，积

极重塑全球舆论格局，向全世界发出最

响亮的“中国声音”。

开幕式上，央视网与无锡市滨湖区

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无锡市滨

湖区人民政府与六家企业签署智能传

播产业相关合作项目协议。论坛期间，

还举办了“智文化”“智消费”“智技术”

三场分论坛、“锡引力 GO 世界”全球直

播活动、“遇见锡引力”城市文化交流节

暨大使行等一系列主题活动。

中国国际智能传播论坛在无锡举行

（上接第一版）
总书记回忆起了30多年前大兴安

岭地区发生的那起特大森林火灾，仍是

十分痛心。“咱们国家原来森林覆盖率

低、底子薄，这些年拼命种树，人工造林

世界第一，但禁不住火灾。一定要吸取

教训，未‘火’绸缪，把防的工作做在前

面。否则，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之功

都将毁于一旦。”

对于东北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总书记有过精辟论述：有矛盾有风险本

身并不可怕，关键要有化解矛盾和排除

风险的决心和办法，不能在困难和挑战

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

此次座谈会上，总书记提到两个

关键词。

其一，大局观。总书记列举了几个

数据：东北粮食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商

品粮占全国三分之一，调出量占全国

40%。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

石”，无疑是东北的首要担当。

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国家

历史上南粮北调，现在是北粮南调。我

经常对东部地区领导干部讲，你们现在

可以一心一意搞建设，别忘了吃的粮食是

靠兄弟省市保障的。另一方面，不是说经

济中心、科技中心之类的定位更重要，对

于整个国家全局来说，粮食安全‘压舱石’

的定位同样是光荣的、重要的。”

其二，辩证看。东北地区发展有优

势也有短板，关键是立足自身优势，锻长

板、补短板相结合。

“哪些问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哪些是可以攻坚克难解决的？不能像

李逵挥斧乱砍那样，全是问题，而是要

冷静分析是怎么造成的，然后问题导向

解决问题。”

总书记举了几个例子：东北虽处边

疆，但也是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人口数

量虽然减少，但要看到人口素质比单讲

数量更重要；进入老龄化，也可以发展银

发事业、银发经济。

的确，辩证看，就能更加客观准确

把握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从而找到破

题之道。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纪

念馆，习近平总书记重温了“哈军工”的光

荣历史、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第一”：共和

国历史上第一个风洞群、第一架高性能歼

击机的试制、第一艘水翼快艇……

面对由“哈军工”开枝散叶而来的

哈尔滨工程大学广大师生，总书记寄予

厚望：“当年老一辈革命家建设新中国，

就明确要抓教育、抓科技、抓人才。东北

人才荟萃，要稳定人才队伍，培养青年人

才，祖国的未来就靠你们去建设！”

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产业基础

比较雄厚，科研机构众多。在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背景下，东

北的科教和产业优势，将有更多机会

转化为发展优势。

走进漠河北极村村民史瑞娟家的民

宿小院，总书记指着门口的对联朗声读

道：“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

“横批是：福气临门！”史瑞娟兴奋地

接过话茬。

这是老百姓的念想期盼，亦是人民

领袖的深情牵挂。东北振兴的落脚点，

正是人民生活、民生福祉的改善。

“这里虽然是我国最北、最边远的地

方，但生活并不落后。目前建设情况、人

民群众生活情况都比较好，我心里感到很

踏实。”能听出总书记话里的欣慰之情。

“你们这里的优势是旅游，要把生

态优势和地理优势结合起来。”总书记叮

嘱当地干部群众，把乡村建设得更好、把

生态保护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共

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

三天的黑龙江之行，东北人民坚韧

不拔的意志与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强大

信心，给总书记留下深刻印象。

“缺什么，都不能缺信心。”总书记勉

励大家，“信心就是黄金。当年开发东北

多么困难，闯关东这些前辈怎么过来

的？北大荒怎么开垦出来？就是靠信

心、靠信念。”

哈尔滨的一句口号，透露出东北人

民的雄心壮志：冰城再领时代潮，春风消

雪润沃土，重振雄风。

（新华社哈尔滨9月12日电）

科技日报上海9月12日电（何宝
新 唐安妮 记者王春）劈波斩浪，“明珠”

在望。12日，备受世人瞩目的“爱达·魔

都号”在多艘拖轮的牵引下，稳稳地靠泊

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上海外

高桥造船有限公司4号码头。中国船舶

集团宣告，经过六天五夜1630海里的海

上航行，中国首制大型邮轮完工试航的

所有验证项目全部达标，胜利凯旋。

9 月 7 日 11 时 30 分，“爱达·魔都

号”解缆驶离外高桥造船码头，执行海

上完工试航任务。9 月 8 日凌晨两点，

关键测试项目之一的主发动机“轻油—

重油转换”试验通过验收，成功开启此

次海试序幕。

在短短的六天五夜时间里，试航团

队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各项试验验

证工作，共完成试验项目 88 个，涉及调

试程序 31 份，全面验证了船舶操纵性

能、自动化水平、航行安全舒适性及相

关排放指标。

试验结果表明，中国首制大型邮轮

“爱达·魔都号”各项性能指标符合相关

法规和规范的规定，满足合同和技术规

格书要求，全部通过船东和船级社的确

认，完工试航取得圆满成功。这意味着

“爱达·魔都号”已具备航行条件，为年

底命名交付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试航还创

下了 1339 人参加同一艘商船试航的新

纪录，其中包括了来自 12 个国家的 102

名外籍工程师。

长期以来，大型邮轮研发、设计、建造

技术及供应链体系被少数国家所垄断。

如今，中国船舶集团坚持走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之路，着力构建高质量、高水平的

本土邮轮产业生态，实现了零的突破。

图为完工试航归来的“爱达·魔都
号”。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供图

中国首制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工试航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