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技 日 报 社 出 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1-0315 代号 1-97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2023年12月25日 星期一

总第12607期 今日8版

新华社北京12月 24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2023 年版）》一书，近日由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

2013 年 9 月至 2023 年 11 月期间关于共

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文稿 78篇。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

和机遇属于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同志开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

路 ”倡 议 ，着 眼 于 各 国 人 民 追 求 和 平

与发展的共同梦想，为世界提供了一

项 充 满 东 方 智 慧 的 共 同 繁 荣 发 展 的

方案，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共建国家

积 极 响 应 。 共 建“一 带 一 路 ”坚 持 共

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

会 制 度 、发 展 阶 段 差 异 ，开 辟 了 各 国

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

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

约数，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

和国际合作平台，实现了共建国家的

互利共赢，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

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

新天地。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路”

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

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习近平同

志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指导原则、丰

富 内 涵 、目 标 路 径 等 进 行 深 刻 阐 述 ，

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扎实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实

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

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年
版）》主要篇目介绍见第二版）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年版）》出版发行

“当前急性呼吸道疾病呈现以流感

病毒为主、其他多种病原体共同流行的

态势。”在 12 月 24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传染

病管理处呼吸道传染病室主任彭质斌

介绍，流感病毒活动处于高位，但开始

呈下降趋势。肺炎支原体、腺病毒、呼

吸道合胞病毒等其他病原体呈现波动

变化，新冠病毒活动处于今年以来最低

水平。

近期强寒潮天气袭来，室内外温差

大易诱发感冒，叠加年底出行高峰对病

原体传播的影响，公众应如何做好防

护，避免呼吸道疾病感染？

呼吸道疾病高发，日常
加强防护
“从我国流感监测和呼吸道多病原

监测结果来看，目前南北方省份流感活

动基本同步，处于高发状态，有部分省

份已经达到峰值，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彭质斌表示，南北方差异并不明显。随

着年底人口流动增加，个人应在做好呼

吸道传染病日常防护，科学佩戴口罩。

65岁以上老年人、孕妇、儿童、严重慢性

基础性疾病患者，建议尽量减少前往人

群聚集地。

“室内外温差变化大时应注意及时

增减衣服，运动出汗时要及时擦干，避

免忽冷忽热对机体的影响。”上海市闵

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副主

任医师刘韬建议，患者出现发热、咽痛、

咳嗽、鼻塞、流涕等首发症状、病程在 1

周以内时，绝大多数是急性呼吸道感

染，属于常见病和多发病，可首选到社

区就诊。

“对没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人群，

在呼吸道疾病恢复后出现咽干、咽痒、

少痰、微咳等症状，中医认为是肺阴不

足的表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房山医院

院长孙鲁英说，可以通过一些食疗方或

者代茶饮来养阴润肺、减轻咳嗽，推荐

润肺汤、沙参玉竹麦冬汤等。

提升诊疗水平，做好
充足准备
“近期寒潮天气影响范围广，降温幅

度大。要提高医疗应急响应速度，加强

门急诊特别是夜间急诊医疗力量，适应

群众正常诊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新

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指出，针对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造成的冻伤、骨折、心

脑血管疾病等常见伤害和疾病，各级医

疗机构应不断提升诊疗水平。

据介绍，12 月 22 日数据显示，全国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门急诊呼吸道疾病

总诊疗量较上周同期下降 8.2%，较高峰

期下降 30.02%。从 11 月 26 日至今，基

层医疗机构每日呼吸道疾病诊疗量占

全 国 医 疗 机 构 呼 吸 道 疾 病 诊 疗 量 的

40%左右。基层药品、设备、物资配备情

况周监测显示，95%以上的基层机构储

备的中药、解热、止咳这三类药品可以

满足两周以上用量。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司长傅卫

介绍，各地安排区域医联体、医共体牵

头医院的中高级职称医师到基层机构

出诊，加强对基层医务人员带教培训，

提升基层诊疗特别是急诊急救、重症患

儿早期识别等方面的能力。秋冬季以

来，基层医疗机构和家庭医生持续开展

65 岁以上重点人群联系和健康管理服

务，累计对 65岁及以上重点人群指导居

家 治 疗 7.1 万 人 次 ，上 门 服 务 和 随 访

3600余万人次。

国家卫健委：

全国医疗机构呼吸道疾病总诊疗量呈下降趋势

有人急速滑行，有人翻滚而下……

坐落于天山山脉的丝绸之路国际滑雪

场白雪皑皑、人头攒动，冰天雪地里一

片火热的景象。

冬季以来，新疆的冰雪运动项目再

次走热。随“追着雪花看新疆”主题采

访活动，记者走进新疆乌鲁木齐、伊犁

等地。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

加快冰雪经济发展步伐。冰雪运动也

在各项利好因素促进下，成为新疆旅游

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助力新疆形成“四

季皆游”新格局。

冰雪运动蔚然成风

“ 蹬 冰 、收 腿 、摆 臂 ……”12 月 20

日，在乌鲁木齐县水西沟中学的冰场

上，同学们你追我赶，冰刀划过冰面“唰

唰”作响，教练不时对学生们进行技术

指导。

“明年我就可以像他们一样穿上冰

鞋自由滑行了。”冰道一旁的嬉戏区，一

年级学生马一琳正在和同学玩冰爬犁，

看着不远处正在练习速度滑冰和打冰

球的高年级学生，眼里满是羡慕。

“我们学校有 20多年冰雪运动的历

史，学生们冬天在学校的冰场训练，夏

天在操场上练习轮滑。”水西沟中学党

支部书记申光明告诉记者，冰雪运动是

当地很多孩子喜爱的运动，在学校、家

长的共同努力下，学校为国家和自治区

输送了一大批专业速滑运动员。

在新疆，冰雪运动进校园已经蔚然

成风，水西沟中学是一个典型缩影。据

了解，新疆已开设冰雪特色体育课程的

中学达 56 所，被评为“全国校园冰雪运

动特色学校”的学校达 93所。

冰雪经济乘势而上

雪地徒步、越野滑雪、速度滑冰、雪

地摩托穿越……在新疆丝绸之路滑雪

场，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项目，可以满

足游客多样化的冰雪度假需求，尽享冰

雪乐趣！

12 月 19 日，丝绸之路国际滑雪场

的 3 条被网友评为“中国最具挑战性雪

道”正式开滑。技术高超的哈萨克族滑

雪爱好者纵身而下，驰骋于坡度极高的

茫茫雪道上。

“今年滑雪场开板较晚，但冰雪运

动的热度并未消减。各个滑雪场也都

拓展多元化项目，带动冰雪游持续火

热。”丝绸之路山地度假区董事长李建

宏说。

数据显示，2023 年以来，新疆通过

冰雪运动等体育项目，带动旅游接待游

客突破 2 亿人次，同比增长约 78%。特

别是近年来丝绸之路、将军山、可可托

海等大型滑雪场通过举办冰雪赛事活

动，滑雪人次创历史新高。

冰雪生活动力十足

帐篷、泡泡屋、天幕……在新疆乌鲁

木齐县水西沟镇闸滩村野路子营地·趣野

文创园，各种露营装备应有尽有。游客可

以与家人朋友看雪景、围炉煮茶、吃火锅，

尽情亲近大自然，享受宁静和放松。

趣野文创园创始人周成介绍，该营

地占地面积近 40 亩，于今年 8 月开门营

业，是一家集露营地、特色集装箱、网红

奶茶、太空舱住宿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

文创园。不仅如此，文创园还特别设置

了 10个花车，是为促进当地村民增收免

费设立的摊位，摊主可以售卖当地当季

的农副产品。

“这些骆驼摆件、毛毡钱包、毡房首

饰盒等，都是我们合作社的姐妹们手工

做的。凭借这手艺，我们一个月可以收

入 4500 元左右。”乌鲁木齐县萨尔达坂

乡胡拉莱合作社社长、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哈萨克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

哈提玛·艾乃都说。在她的带领下，一

群哈萨克族绣娘走上了致富小康路。

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哈萨克族大

学生叶尔达那·吉恩斯艾力今年毕业后

选择返乡创业，加入了哥哥在天牧台附

近经营的马队合作社。在助力家乡旅

游业发展的同时，他也更好地实现了自

己的人生价值。目前，那拉提景区内共

有 5 个马队合作社，为游客提供骑马观

光服务的同时，也解决了当地千余名哈

萨克族群众的就业问题。

冰雪运动激活冬季旅游新动能
追着雪花看新疆追着雪花看新疆K

◎本报记者 何 亮 付丽丽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4日电（记者

陆成宽）记者 24日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通过研究青

藏高原及其周边的新近纪沉积物和化石

群，我国科研人员建立和完善了青藏高

原地区新近纪高精度综合地层框架，并

查明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新近纪的

古气候环境演化特征。相关研究成果发

表于《中国科学：地球科学》杂志。

新近纪开始于 2300万年前，一直延

续至 260 万年前，包括中新世和上新

世。“新近纪青藏高原的显著隆升，对东

亚乃至全球的气候环境产生了巨大影

响。因此，建立青藏高原新近纪地层框

架，对地球科学各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

要的意义。”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邓

涛强调。

以海相沉积为标准，新近纪国际年

代地层系统被划分为：中新统的 6 个阶

和上新统的 2 个阶。新生代以来，陆相

地层所占的比例迅速增加。到新近纪

时，陆相地层已远远超过海相地层，青

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几乎全部是陆相

地层。

在中国，中新统包括谢家阶、山旺

阶、通古尔阶、灞河阶、保德阶共 5个阶、

上新世包括高庄阶和麻则沟阶2个阶，除

了中新统的通古尔阶以距今1500万年为

底界以外，其余各阶都与对应的国际海

相阶具有相同的古地磁定义和时限。

在新生代陆相地层的划分和对比

中，哺乳动物化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在新近纪陆相生物地层的划分中，

啮齿动物、食肉动物、长鼻动物、奇蹄动

物和偶蹄动物化石尤为重要。

研究发现，青藏高原有不少地层出

露好且富含哺乳动物化石的盆地，新近

纪谢家阶和灞河阶的底界层型剖面分

别位于西宁盆地和临夏盆地，并有精细

的古地磁测年与哺乳动物化石相互配

合，其余各阶的底界在青藏高原也可以

有效确定。

进一步分析显示，青藏高原的海拔

在中新世已上升至 3000米左右，成为阻

碍大型哺乳动物交流的屏障；到上新

世，青藏高原达到 4000米以上的现代海

拔高度，由此形成冰冻圈环境。

青藏高原新近纪高精度综合地层框架建立
◎本报记者 张佳星

科技日报十堰12月24日电（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李校峰 杨林 古建敖）
24日，随着百米高空中最后一方混凝土

浇筑完成，由武九客专湖北公司建设管

理、中铁十一局承建的新建西（安）十

（堰）高铁湖北段汉江特大桥 P4 主塔顺

利封顶。这标志着国内最大跨度梁桁

组合结构斜拉桥首塔封顶。

西十高铁西起陕西西安，向东南穿

越秦岭山脉，经商洛，终到湖北十堰。

湖北段设郧西、十堰东等站，设计时速

350公里。

据介绍，西十高铁建成通车后，将

形成西安至武汉间的便捷高铁通道，对

于加强关中平原城市群与长江中部城

市群的联系具有积极意义。

图为汉江特大桥两岸主塔施工现
场。 受访单位供图

西十高铁汉江特大桥首塔封顶

一路荒芜，极尽苍凉。

12 月中旬，科技日报记者一行从新疆哈密

驱车四百多公里，前往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投罗钾”）生产基地采

访。

行至罗布泊腹地，一片波光潋滟的水面赫

然出现，岸堤上是白灿灿的盐花。不远处，矗立

着一排现代化厂房。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硫酸钾生产基

地！”国投罗钾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钾盐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战略性矿产资

源，我国有相当多的耕地处于缺钾状态。

在寸草不生的罗布泊，在极端严酷的环境

里，国投罗钾人探索出独有的硫酸钾生产技术，

改变了我国钾肥生产的格局。

从无到有，年产2万吨生产
线诞生

车队驶过，尘土飞扬。

20多年前，在凹凸不平的盐壳子路上，一辆

辆载着巨大水罐的卡车向试验基地疾驰。这些

水罐有的盛满水，有的装满生活物资，有的则坐

满了一身黄沙的工人和各类专家。

人们来罗布泊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到底

能 不 能 在 这 片 不 毛 之 地 生 产 出 粮 食 的“ 粮

食”——钾肥。而那个当时被称为“基地”的地

方，其实就是两排满墙盐花的“地窝子”，宿舍、

化验室均在其中。

20世纪 90年代末，我国地质工作者在罗布

泊发现了继青海察尔汗盐湖后的又一大型含钾

卤水矿床。

从 2000 年开始，现任国投罗钾党委书记、

董事长的李守江扎根罗布泊，带着一行人在戈

壁瀚海开启了从无到有的探索。

“罗布泊盐湖卤水成分独特，其开发没有任

何成熟技术可借鉴。”李守江说。

此前我国开发的钾盐几乎全部为氯化钾，

参考价值非常有限。

技术人员曾咨询数位外国专家。可听了罗布泊的情况介

绍，专家们却纷纷摇头，一致认为：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用

这种原料生产出硫酸钾！

质疑，归根结底与技术路线有关。罗布泊盐湖卤水成分

与其他盐湖相比有很大不同，硫钾比高；加之自然环境极度恶

劣，缺乏淡水资源，既有技术路线不可行。出路只有一条——

开发新技术。

国投罗钾技术中心副主任董广峰介绍，“经过反复论证和大

量试验，根据罗布泊盐湖卤水的特点，确定了独特的生产工艺。”

经过无数次试验，国投罗钾先后完成了小试、中试，2004

年在罗布泊建成年产 2万吨的硫酸钾生产线。

从有到多，2万吨到150万吨

旷野无声，湖床无垠。

在广袤且坚硬的盐碱地上，打有 200 余口井眼。地下卤

水被抽出后，经 6条引水渠，汇集成一片片色彩各异的盐湖。

从 2 万吨到 150 万吨，产量增加并非生产线的等比放大，

而是对各个生产环节进行优化升级。

国投罗钾硫酸钾厂加工车间主任王俊杰告诉记者：“过

去，我们使用的是旱采矿，原料都是用大量的人工作业运往生

产车间，大规模生产后，这样做显然行不通，必

须要用到水采机。”

水采机，犹如一只机械巨兽，配有履带式行

进装置，边走边“吞噬”盐湖上的原料。而当时

的国投罗钾并没有这样的“好东西”。

李守江算过一笔账：如果进口一套水采机，

花费约 4000 万元人民币，而且后续改装、维护

等环节，还要投入大量资金。

经过两年持续攻关，国投罗钾研发出了自

己的水采机，每套可节约 50%左右的成本，且采

矿量是进口水采机的 2 倍。并且，采出来的矿

浆通过管道直接输送到生产车间，大大提升了

采矿效率。

国投罗钾后来还将北斗导航技术应用在水

采机上，让水采机沿着盐湖一行行地采收，极大

地提高了生产和资源利用效率。

水采机的突破，只是国投罗钾自主创新的

一个缩影。对整条硫酸钾生产线的升级改造，

才是实现大规模高质量生产的关键。

当时，国投罗钾迫切需要解决采、输、选、结

晶等装置的大型化，以及盐田分级管理与渗漏

等问题。

面对挑战，国投罗钾前后数十次改进生产

车间设计方案，将各个设备的组成原料、分布位

置来回组合，在投入生产实践中找问题，最终形

成了一套系统科学的生产车间体系，为大规模

生产奠定了基础。

这些年来，国投罗钾在创新之路上奋勇前

行，罗布泊钾盐开发系列成果先后两次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第四届中国工业大奖。

“国投罗钾仅用了不到 5 年的时间，就走完

了相当于国外 15 年走过的生产历程，创造了世

界盐湖开发史上的奇迹！”原化工部长沙设计院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小力说。

从多到优，高品质的产品最
有价值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历经数年不懈努力，国投罗钾不仅建成了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体硫酸钾生产装置，还研

究出一批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成套技术和关键设备，使我国迈入世界硫

酸钾生产大国的行列。

“仅仅产量大是不够的。”李守江说，“只有

高品质的产品才是最有价值的。”

一直以来，国投罗钾生产的硫酸钾肥大都以粉料为主。

但在四川的一次调研中，李守江却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当打开硫酸钾肥溶液的滴灌开关时，管道却堵住了。

他立刻意识到：现有产品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现代农业

生产的需求。

为此，国投罗钾全力以赴研发新型肥料。经过不断调整

最佳配比，同步在一线开展肥效试验，终于探索出符合国家

“水肥一体化”导向的优质全水溶肥产品。

近年来，国投罗钾在成都成立了西南工作站。他们在传

统硫酸钾肥料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产品种类，完成了以中微量

元素硫酸钾、水溶性硫酸钾等为代表的新型高效“罗布泊”牌

系列产品研发。

在吉林敦化的一次调研中，一位种粮大户告诉李守江：

“以前没用硫酸钾，一辆 8吨卡车，玉米、麦子堆得冒尖都不够

称；现在用了硫酸钾，一平车就 8吨了！”这让他倍感欣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谈起下一步的打算，李守江向记者表示：“我们将继续强

化科技创新，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推动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世界一流钾肥企业，为造福‘三农’、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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