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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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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倩莹

K沿着河湖看新疆沿着河湖看新疆

近年来，河北省乐亭县依托当
地丰富的农业资源，以劳动教育为
突破口，号召学校因地制宜，以“校
园农场”“校园果园”的形式，让学生
们投入到劳动中，在丰富校园生活
的同时培养孩子们的创新实践能力
和对劳动的认知。目前，乐亭县已
有近百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开辟了

“校园农场”。
图为 9月 13日，河北省乐亭县

汀流河小学的学生在“校园农场”内
采摘辣椒。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校园农场”助力

劳动教育提质增效

◎洪恒飞 夏洁人
本报记者 江 耘

“没想到速度这么快！”在提出设立

创新平台的需求之后，广西梧州市金海

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公司）

很快拿到了广西科技厅同意组建不锈

钢产业研究院的批复。

前 不 久 ，在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实

体 经 济 调 研 服 务 小 组 到 企 业 走 访

时 ，金 海 公 司 负 责 人 提 出 请 求 自 治

区 支 持 金 海 公 司 联 合 梧 州 市 有 关

不 锈 钢 龙 头 企 业 组 建 不 锈 钢 产 业

研 究 院 。

“批复组建不锈钢产业研究院有利

于我们补齐发展短板，锻造企业发展新

优势。”9月 10日，金海公司母公司广东

金海辉煌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刚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今年 6 月伊始，广西在全区开展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

服务，以此作为落实主题教育“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

的主要载体，广西科技厅围绕梧州市

不锈钢重点企业，聚焦科技赋能，强

化走访服务，着力解决企业创新发展

升级难题、羁绊，助推不锈钢产业高

质量发展。

问需于企 精准把脉

企业生产成本主要有哪些？技术

创新有什么难题？问难于企、问需于

企、问计于企，在调研服务中，广西科技

厅奔着问题去，跟着问题走。

再生不锈钢产业是梧州市优势特

色产业之一，2022年全市不锈钢产业实

现工业总产值超 300 亿元，高端不锈钢

产业有望成为梧州市未来三年工业振

兴的重要支撑。

作为梧州市不锈钢制品产业园区

的核心企业之一，金海公司主要从事高

品质不锈钢冶炼及后续加工。“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相对滞后，我们需要进一步

提升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李志刚说。

而同样作为梧州市不锈钢制品产

业园区的核心企业，梧州市永达钢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达公司）也面临产

业转型升级的问题。

永达公司副总经理林芳引表示，公司

通过短流程炼钢技术实现废旧钢铁资源

再生利用，但不锈钢的产品结构繁杂，导

致对应的轧制工艺不一致，会极大影响轧

钢的产能、生产的能耗及产品的品质。

一线实地走访、参加调研座谈会、

与企业联系人深入交流……广西科技

厅充分了解企业创新情况，梳理出企业

需协调解决问题清单，精准把脉，摸清

情况，找准问题。

广西科技厅高新技术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调研服务梧州市不锈钢产业

过程中，广西科技厅采取提前摸底调研

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助力不锈钢重

点企业攻关核心关键技术，助推梧州市

不锈钢产业向“高精尖特”延伸发展。

形成清单 逐一解决

问题是起点，解决是关键。

对于梧州市不锈钢重点企业提出的

问题，广西科技厅形成清单并实行“五百

分百”的机制。“‘五百分百’指需要广西

科技厅层面协调解决的不锈钢产业问题

务必实现 100%答复、100%反馈、100%上

门、100%办结、力争 100%办成。”广西科

技厅高新技术处相关负责人解释说。

政策上门，助力企业攻关核心关键

技术——

“广西科技厅、梧州市科技局多次

送政策上门、送服务上门，引导我们申

报科技项目，为我们提供专业的咨询培

训，让企业更好地享受到科技惠企政

策。”梧州市鑫峰特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鑫峰公司）副总经理乔晓东说。

急企业所急、解企业所需。针对调

研服务企业过程中永达公司、金海公

司、鑫峰公司等不锈钢企业提出申报的

科技项目，广西科技厅以自治区本级自

筹经费科技项目形式下达，项目验收后

给予补助。

加快审批，驱动不锈钢产业创新升

级——

对于梧州市提交的组建新型研发

机构的申请，广西科技厅批复同意组建

不锈钢产业研究院，并在培育期内将其

纳入自治区级新型研发机构管理，享受

自治区级新型研发机构有关支持政策，

培育期满验收合格后予以认定。

“不锈钢产业研究院将引进一位中

国工程院院士领衔，以建设高标准不锈

钢研发机构为基础，通过高端不锈钢产

业深化发展支撑梧州兴市强市。这是梧

州市培育高端不锈钢千亿产业的发展思

路。”梧州市科技局有关业务负责人说。

降本增效，解决企业长远发展之忧——

针对走访座谈中发现的梧州市不

锈钢产业发展存在交通运输水电燃气

生产成本高等问题，广西科技厅提出了

有关部门协调联动合力破解的建议。

多向发力，汇聚活力。通过实体经

济调研服务活动，广西科技厅为梧州不

锈钢龙头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供科技动

力，为梧州市不锈钢全产业链发展注入创

新活水，实体经济更加“枝繁叶茂”。

“我们将把科技赋能推动产业链创

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作为壮大

实体经济的重点，强化担当作为和调研

服务，实打实地把问题解决掉，真正推

动产业创新发展见实效。”广西科技厅

有关负责人表示。

实行问题清单“五百分百”机制——

广西巧解不锈钢产业创新升级难题 和田，南枕巍巍喀喇昆仑山脉，北入茫茫塔克拉玛

干沙漠，是我国极度缺水的地区之一。曾经，这里风沙

肆虐、大漠苍凉；现在，这里却草木欣荣、阡陌纵横。

日前，科技日报记者随“四季看新疆”之“沿着河湖

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

探寻这里治水、节水、用水的“密码”。

昆仑出平湖

列车驶入和田地区和田县郎如乡，喀喇昆仑山脚

下，素有“墨玉河”之称的喀拉喀什河映入眼帘，宛如一

条碧绿的玉带。乌鲁瓦提水利枢纽工程就建在喀拉喀

什河中游河段，静静地坐落于莽莽昆仑群山之间，好似

一座鬼斧神工的天宫之城。

这是目前喀拉喀什河流域唯一一座大型水利工

程，具有灌溉、防洪、发电、改善生态等综合效益。该工

程于 1995 年开工建设，2009 年通过竣工验收，对维持

和改善和田河及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脆弱的生态

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喀拉喀什河的年径流量在 22 亿立方米左右，在

工程建成前，流域春季干旱缺水，夏季洪水泛滥，下游

群众苦不堪言。”新疆乌鲁瓦提水利枢纽管理局党委委

员、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郑跃军告诉记者，“工程建成投

运以来，下游基本上没有遭受过严重干旱及洪涝灾

害。”提起水利工程的优势，郑跃军黝黑的脸上透着满

满的自豪感。

当下，数字水利、智慧水利建设加快推进，给水库

运行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郑跃军说：“2021 年，我们

对雨水情及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进行了升级改

造。目前，管理局正在积极推进数字孪生工程建设，不

断提高工程信息化管理水平。”

“碱坑”泛清波

九月的拉里昆国家湿地公园水草丰茂、群鸟嬉戏，

不少附近游人前来赏玩。亭台中，衣着鲜艳的维族妇

女们正坐成一排唠家常，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

好景象。

“从前这里到处都是‘碱坑子’。”墨玉县水利局党组书记、副局长严林告诉记

者，“防止‘碱坑子’恶化，要做好水源补给，从源头上进行保护。我们有两个水

源，一是通过亚瓦格干渠，二是通过上游的东风水库和新建水库进行水源补给。

为了保护水域水质，我们把上游两个平原水库都加入到拉里昆湿地的保护范围，

不允许开展养殖业、重工业。”

当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围绕“节水蓄水调水”总

方针保护湿地，通过洪水期的资源化利用进行水资源的弹性配置。

“弹性配置水量就是根据每年的水情来科学调度用水。”严林介绍，在贫水

年，首先保证农业灌溉和生活用水，再根据喀拉喀什河河道的来水量进行弹性配

置。在丰水年，在完成指标的基础上，多余水量可用于生态湿地保护以及生态林

田的补给。2022年全年，通过弹性配置水量，拉里昆湿地实现了 700万平方总流

的补给。

“沙包”养金稻

“稻香秫熟暮秋天，阡陌纵横万亩连。”步入和田县罕艾日克镇稻香村，只见

良田万顷、碧水环绕、屋舍俨然，家家户户门口都有清渠活水潺潺流过。

稻香村原名叫阿亚格墩村，维语意为“最后一个沙包”。这里曾荒凉凋敝，村

里种植分布零散，管理水平低，产量不高。

而现在，水稻已经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这里出产一种金丝稻米，粒小饱满

带红丝，口感香糯富有嚼劲。“这是老人传下来的水稻，以前村民当作口粮，现在

已经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田县罕艾日克镇稻香村党支部书记赵小锋

介绍。

这一切的变化源自村里兴建了水渠。在北京援疆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和田

县投入 7000 多万元对稻香村进行改造，村里通过土地流转，将所有的土地集中

利用，按照“统一运营、分类经营、品牌为主、农户参与、收益共享”的合作运营模

式，打造了 1800 多亩集中连片水稻田。同时，建造了专门用于水稻灌溉的活水

渠和统一配置的下水管网，建立了科学的种植标准，采用了最新的农业科技手

段，目前已经实现了大米亩产 800斤。“现在我们的金丝米声名远播，已经供不应

求。下一步，稻香村要研究扩大金丝水稻的种植产量，大力发展农业和旅游业。”

赵小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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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纯新 通讯

员陈龙 夏涛）9 月 12 日一大早，湖北

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生产

的 11.2 万斤富硒茶叶搭乘 79374 次海

铁联运班列，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

有限公司宜昌东站始发，直达宁波北

仑港后转乘海轮出口至非洲卡萨布兰

卡。这是恩施硒茶首次搭乘海铁联运

班列出口。此趟海铁联运班列全程用

时 2 天，较以往“渝甬”水运通道节省

近 13天时间。

恩施有“世界硒都”之称，当地所

产茶叶富含硒元素，鹤峰县更是恩施

硒茶的发源地。“绿色、有机、富硒”的

恩施硒茶产业，深受众多中亚、非洲国

家的青睐，已成为当地发展对外经济

的重要支柱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

2022 年，恩施硒茶综合产值突破 220

亿元，再次实现“量价齐增”。

武铁浙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业务

部经理火江峰介绍，今年 7 月份，宜昌

首开至宁波铁海联运直达班列。目

前，宜昌东站已累计开出三趟班列，共

运输各类物资 188 标箱、计 2444 吨。

这些出口货物主要为三峡区域自产的

茶叶、食品罐头、汽车配件、草甘膦以

及化工品，出口国包括东南亚、中东、

非洲、美洲等 20多个国家。

“恩施硒茶”搭乘海铁联运班列出口非洲

科技日报深圳 9月 13日电 （实

习记者罗云鹏）13 日，记者从深圳市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首届深圳国

际智慧养老产业博览会将于 9月 15日

至 17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

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吴远翔介

绍，此次博览会设立智慧养老招商引

资专区、产品展区、服务展区、科普展

区四大展区。截至目前，共有约 200

家跨国公司、龙头企业、服务机构、高

等院校参展参会。

近年来，深圳市立足自身科技创

新优势，先行先试探索“老有颐养”民

生幸福标杆城市建设。2021 年 3 月，

《深圳经济特区养老服务条例》实施，

提出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的推

进路径。2022 年 6 月，深圳出台“20+

8”产业政策，在 20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细分领域中，对大健康产业集群

提出要扩大健康产品高质量供给。

据悉，首届深圳国际智慧养老产

业博览会以“智慧科技聚鹏城 老有颐

养圳幸福”为主题，由深圳市人民政府

指导，深圳市民政局组织，市委市政府

有关部门支持，深业集团有限公司主

办，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承办，以社会化办展模式运行。

首届深圳国际智慧养老产业博览会将举办

科技日报讯（记者叶青 实习记者

罗云鹏）9 月 11 日，全国首个建筑领域

碳排放监测与管理系统在深圳上线，实

现对该市各类建筑碳排放标准制定及

碳排量精确测控管理。该系统由南方

电网深圳供电局和深圳市住房和建设

局联合发布。

据 了 解 ，该 系 统 基 于 2021 年 上

线 运 行 的 南 方 电 网“ 双 碳 大 脑 ”平

台, 通 过 和 政 企 数 据 共 享 平 台 实 现

与 市 住 建 局 建 筑 数 据 互 通 互 联 ，打

造针对建筑领域碳排放监测及管理

的“参谋”。

在深圳，用电占建筑用能 80%以

上，用电数据与碳排放数据紧密相关。

“我们系统通过采集建筑的用电、面积

等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实现能耗及

碳排放测算模型，可以精准计算出每栋

建筑物碳排放量及用能强度等关键指

标。”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信息中心副

总经理庞宁介绍。

依 托“ 双 碳 大 脑 ”大 数 据 分 析 功

能，该系统还能分析各类建筑节能降

碳潜力及其节能减碳贡献率，助力政

府更有针对性地降低能耗。“该系统

为深圳市进行建筑物能耗测算及标

准制定、同类型建筑物间的对标等工

作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深圳市

住房和建设局勘察设计与建设科技

处 处 长 龚 爱 云 表 示 ，目 前 ，全 市 2 万

多栋建筑物已先行试点实现碳排放、

能耗相关指标的自动采集计算，实现

数据动态监测。

据透露，下一阶段，南方电网深圳

供电局将继续携手深圳市住房和建设

局，不断丰富完善建筑领域碳排放监测

与管理系统功能，研究建筑能效分级影

响因素，为后续联合制定《深圳市公共

建筑能效分级标准》提供依据，共同为

低碳城市提供服务支撑。

全国首个建筑领域碳排放监测与管理系统上线

近日，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浙江

德清）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揭牌。活

动当天，《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浙江德

清）创建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和《德清县加快

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若干意

见》）发布。

“湖州德清具有良好的车联网产业

发展基础。”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

司长、一级巡视员范书建对此表示，要

强化应用牵引，牢牢把握历史机遇，聚

焦高精度地图、融合定位、传感器等领

域，促进先导应用环境的构建和场景测

试能力建设；要用好协调机制，坚持系

统谋划，推动相关部门各司其职，促进

车联网+地理信息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地理信息产业集群
“从无到有”

早在 2019 年，德清就获批成为浙

江省唯一的省级自动驾驶与智慧出行

示范区。今年 4 月，随着工业和信息化

部正式批准并支持浙江（德清）创建国

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德清成为首个以县

域为主体创建的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

德清的底气从何而来？从湖州莫干

山国家高新区地理信息产业园区块——

德清地理信息小镇“从无到有”的创业故

事可见一斑。

2009 年，德清县委、县政府加快推

进新型城市化，设立科技新城；2010年，

国家布局地理信息产业“一主十副”园

区，浙江获得一席之地，德清抢抓机遇，

将该园区在德清落户。10多年来，围绕

地理信息小镇建设，德清引进千寻位

置、浙江国遥、航天宏图等地理信息相

关企业数百家以及中国科学院微波特

性测量实验室、武汉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等科技创新载体。2022 年 5 月，联合国

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落户德

清地理信息小镇。此后，德清大力推动

地理信息创新融合发展。当年，德清地

理信息小镇营业收入达到 300亿元。

德清县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近

年来，德清先后开展了十余项创新和试

点工作，获批全省首个车联网直连通信

频率使用许可，建设了全国首个基于车

路协同云服务的大规模自动驾驶场景

库等，这为我们探索车联网运营和产业

发展争取了核心要素和关键资源。

组建30亿元产业投资基金

在 9月 9日召开的国家级车联网先

导区（浙江德清）建设工作推进会上，浙

江金控投资有限公司与德清县人民政

府签署“地理信息+”产业基金合作协

议书；涉及车联网、地理信息、智能交

通、智能驾驶等行业领域的多位专家，

组建了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浙江德

清）建设工作专家委员会。

按照《若干意见》，德清计划组建规

模达 30 亿元的“地理信息+车联网”产

投基金，通过加大产业基金支持力度和

政策扶持力度来推动县域车联网产业

链、创新链、人才链、价值链的深度融

合，形成车联网产、学、研、用有机结合。

值得关注的是，《行动计划》提出，

到 2025 年形成标杆类产品线不少于 15

条；新建不少于 137 公里道路车联网

C—V2X 通信网络；推出 10个以上常态

化运营的应用场景，车联网用户渗透率

达 20%以上，力争达到 30%……

其中，围绕“地理信息+车联网”技

术创新，德清将鼓励企业、科研院所等

积极参与技术创新，重点围绕动态高精

度地图、地信安全保密、多模融合定位、

智能网联汽车核心零部件、路侧融合感

知、车规级传感器等具有本地优势的领

域开展技术协同攻关，促进关键共性技

术创新发展。

下一步，德清将围绕建设国家级

车联网先导区，形成“政策—技术—基

础—应用—运营—产业”六位一体新

格局，打造“创新融合、强基善用、便民

兴产”的德清新方案。

建设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

浙江德清拓宽地理信息产业融合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