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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背少年”到动车司机，斯朗旺

扎的每一步成长都伴随着高原铁路的

快速发展。

作为“最美铁路人”，斯朗旺扎是中

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机务

段运用一车间指导司机。

在 2 月 27 日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举行的“最美铁路人”代表中外记者

见面会上，斯朗旺扎讲述了自己的成

长故事。

斯朗旺扎出生于西藏自治区昌都

市洛隆县一个普通的农牧民家庭，年少

时就立志当一名火车司机。在父亲的

教导下，斯朗旺扎努力学习，中学毕业

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铁路学校。那

时候他梦想着有朝一日开着火车带爸

爸去拉萨。2019年父亲因病去世了，他

很遗憾没能实现当初的愿望，但“父亲

的教诲一直陪伴着我成长”。

斯朗旺扎说，当年远赴兰州求学

时，他要先从村子骑马到镇上，然后换

乘三次汽车、两趟火车，用整整 6 天时

间才能到学校。而 2006 年青藏铁路

开通后，兰州到拉萨只要一天多的时

间，他亲身体会了铁路发展带来的便

利和快捷。

进入铁路系统工作后，为了提升操

作水平，他琢磨了很多土办法，让自己

尽快熟练掌握机车平稳操纵技能。另

外，在他所在的路段，要干好工作，还需

要克服环境关——青藏铁路格拉段地

处高寒缺氧的世界屋脊，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穿越区段温差达 40 多摄氏度，

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司机都是“吸

着氧气开火车”，这是他们独有的体验。

“虽然那里环境艰苦，但能够参与

铁路工作、服务家乡，对我这么一个农

牧民出身的孩子来说，是一件很骄傲、

很幸福的事。”斯朗旺扎说。

斯朗旺扎参加工作的时候，青藏铁

路刚刚开通运营一年，如今，兰新客专、

拉日铁路、敦煌铁路、格库铁路、拉林铁

路等陆续开通，高原铁路网越织越密。

2021年 6月 25日，拉林铁路正式开通运

营，复兴号实现了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

的全覆盖，斯朗旺扎作为首发司机，见

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建设一条具有高原特色的生态环

保型铁路是青藏铁路的一大特色。让

斯朗旺扎印象深刻的是，修建青藏铁路

时专门为沿线的藏羚羊等野生动物自

由迁徙提供了专属通道。经过观察，他

发现，最初火车经过这些路段时，野生

动物看到火车后会被吓着跑开，现在火

车来了，它们完全不受影响。看到这个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让斯朗

旺扎很受触动。

工作 16 年来，斯朗旺扎先后驾驶

过东风型、和谐型、复兴号内电双源双

动车组等 12 种车型，安全行车近 3000

趟、70 多万公里，相当于绕行地球 18

圈。无论是平均海拔 4000 多米的青

藏铁路格拉段，还是平均海拔 3000 多

米的拉林、拉日段，都留下了他奋斗的

足迹。

从“马背少年”到动车司机
——“ 最 美 铁 路 人 ”斯 朗 旺 扎 的 故 事

◎本报记者 矫 阳

2月 24日，在南京海关所属昆山海关监管下，世硕电

子（昆山）有限公司从马来西亚进口的一批集成电路通过

“一区多片、片区直通”模式顺利入区。

“‘一区多片、片区直通’模式启用后，我们的通关时间

大幅缩短。不需要查验的货物，放行时间由原来的 1小时

缩短到现在的2分钟，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有助于我们提

高竞争力。”世硕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物流部副理李苏说。

此外，昆山海关还依托昆山综保区智慧管理平台，实

现 20余项业务远程办理，做到司机不下车、验核不见面、

货物不滞留，构建起协同高效的综保区全业务领域一体

化监管闭环，实现“智慧”守护。

南京海关自贸处副处长叶芸说，为更好地帮助综保

区内企业享受政策便利，2023 年，南京海关着力推进“智

关强国”行动提质增效，依托“制度+科技”双轮驱动，不

断优化业务流程，开启“一区多片、片区直通”的验放新模

式，提高货物通关效率，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预计全年直

接为企业节省费用 1000多万元。

就在同一天，距离昆山 200 多公里的南京视客跨境

电商有限公司内，在南京海关所属金陵海关监管下，通过

“同包同车”集拼方式，一批通过保税进口的隐形眼镜以

及作为赠品的国产眼镜盒被放行出区。

金陵海关驻江北办事处副主任康政说，面对国内消

费者通过电商平台下达订单中既包含跨境电商网购保税

进口商品又包含国内货物作为赠品的情况，该举措允许

综保区内电商企业将用作赠品的国内货物运进综保区，

与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商品打包后，通过同一包裹、同

一车辆发货出区，为区内电商企业节约时间、包装和物流

成本，有效提升消费者跨境电商购物体验。2023年底，该

创新举措获得海关总署备案，供全国海关学习借鉴。

2023 年，南京海关紧贴江苏发展需求，大胆创新、解

题破局，全面提升海关服务强国强省建设的实效。

“智慧取样系统是我们打开的第一个‘小切口’，就是

将取样作业顺势嵌入液化天然气接卸流程，通过远程操

作、连续取样与实时监测等智慧手段的集成应用，实现取

样、制样、分析的一体化，确保船舶‘即靠即卸’‘卸检同步’。”

南京海关所属如东海关关长秦岭说，这一方面大大降低了

现场作业频次，保证了样品的代表性，另一方面提高了通

关效率，降低了危险货物在口岸滞留风险。2023年，如东海关运用液化天然气智慧

监管手段监管进口液化天然气655万吨，节约现场作业 300余人次，进口整体通关

时间 6.5小时，压缩比达 86.7%，帮助企业节省船舶靠泊等成本 600余万元。

此外，南京海关创新政策及产业研究专家工作机制，为宏观经济运行、地方

经济发展及海关改革创新量身打造强大的研究后备库；联合创新打造跨境电商

“海外仓离境融”公共服务平台，海外仓企业贸易融资金额到账期缩短至 3 个工

作日以内，获评江苏省唯一的商务部“全国外贸新业态优秀实践案例”。

南京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南京海关将继续以智关之“智”服务强国

之“强”，推动“智关强国”行动走在前、作示范，更好服务江苏外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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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信心强信心 开新局开新局
◎陈 文 陈 鑫 王京严 本报记者 陈 瑜

杭温铁路（杭州至温州高速铁
路）是一条串联起浙江省内杭州、
金义、温州三大都市圈，对打造浙
江省“一小时交通圈”具有重要意
义的高速铁路。目前，杭温铁路全
线铺轨已经接近完工，来自铁路宁
波工务段的30余名铁路“精调师”
也随着铺轨工程同步开展测量、精
调轨道几何误差的工作，确保杭温
铁路安全顺畅开通运营。

图为2月27日，铁路宁波工务
段职工使用轨道检查仪对杭温铁
路轨道进行几何误差的测量作业。

新华社记者 江汉摄

铁路“精调师”保障

杭温铁路顺畅开通

科技日报北京2月27日电（记者

孙瑜）记者 27 日从中国航空运输协会

获悉，历经 7个月评选，2022年度中国

航空运输协会民航科学技术奖（以下简

称“民航科技奖”）2月 26日正式公布，

44个参报项目分获一二三等奖。

据了解，由中国民用航空局第二

研究所、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

局等单位完成的“民航机场远程塔台系

统”，由中国民航大学、中国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沈阳基地

等单位完成的“民用飞机复合材料结构

修理的分析理论与优化设计方法及应

用”等6个项目获得2022年度民航科技

奖一等奖。“空铁联运模式下机场空管

设备电磁安全关键技术与应用”“基于

深度学习的机场场面飞机检测跟踪关

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等 21 个项目获

得二等奖，“机场运行指挥模拟系统研

制及应用”“新疆机场集团集中预报与

服务平台”等17个项目获得三等奖。

中国航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民航

科技奖是由科技部和民航局批准设

立、面向全国民航领域的科技奖，前身

是“中国民用航空局科学技术进步

奖”。由于国家科技奖励政策的调整，

此项工作 2016 年由中国航空运输协

会承接，截至目前共评出 258 个获奖

项目。获奖单位不仅有民航行业的科

研院所、高校，航空公司、机场、空管与

民航保障单位等行业运行主体，也有

社会上对民航领域投入较多、持续关

注的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

中国航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获奖的 44 个项目大多为民航领域的

应用研究成果和管理科学研究成果，

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民航行业加快推进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企业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

引领支撑作用的集中体现。期待相关

单位未来继续以科技创新助力民航产

业创新，深入推进智慧民航建设，推动

民航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向价值链

高端迈进。

2022年度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民航科学技术奖公布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春）2 月 27

日，中国商飞 ARJ21和 C919飞机东南

亚演示飞行启动仪式在越南广宁省云

屯国际机场举行，由此拉开了国产商

用飞机东南亚演示飞行的序幕。

根据安排，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

里，中国商飞的 ARJ21和 C919飞机将

在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五国开展演示飞行，主要验证

国产商用飞机对东南亚五国机场和航

线的适应性、机场地面服务设备的适

配性、特殊飞行程序的适用性和航线

业载的经济性，展现飞机良好性能，为

后续开拓东南亚市场奠定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此次演示飞

行的 ARJ21和 C919飞机，正是刚刚完

成新加坡航展飞行表演的两架飞机。

在演示飞行活动期间，这两架飞机还

将进行静态展示。中国商飞将面向潜

在客户开展产品推介活动。

ARJ21 支线客机自 2016 年 6 月投

入商业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 127 架，

安全运送旅客超 1100 万人次。其中，

由印尼翎亚航空运营的 2 架 ARJ21 飞

机，以雅加达为基地开通了 4 条航线，

通航 5座城市，安全载客超 10万人次。

2023 年 5 月，C919 大型客机圆满

完成首次商业飞行，至今已向首家客

户中国东方航空交付 4 架，开通了上

海到北京、上海到成都的往返航班，

截至目前，已安全运送旅客超 13 万

人次。

ARJ21 和 C919 飞 机 开 启 东 南 亚 演 示 飞 行

科技日报北京2月 27日电 （记者

付丽丽）27 日，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获

悉，自 2023年 5月开始的厄尔尼诺事件

已过峰值，预计 2024年 4月前后结束。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家

周兵表示，厄尔尼诺指发生在赤道太平

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

偏暖现象。当厄尔尼诺监测关键区

（Niño3.4 区）海温连续 3 个月比常年偏

高 0.5℃，表明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

海温偏高的情况持续 5 个月及以上，则

确认是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据介绍，2024 年 1 月，赤道太平洋

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

洋暖水中心偏高 2.5℃以上。Niño3.4

区海温指数为 1.80℃，较 2023 年 12 月

下降 0.22℃，表明本次厄尔尼诺事件自

2024 年 1 月以来开始衰减，峰值出现在

2023 年 12 月，是一次中等强度的厄尔

尼诺事件。

监测显示，2024 年 1 月，北太平洋

中纬度大部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明显

偏高，其中北太平洋暖中心距平值在

3℃以上。北印度洋呈一致偏暖的分布

特征；北大西洋大部海表温度偏高，暖

中心距平值高于 2.0℃。

赤道中东太平洋次表层 150 米以

上的海水异常偏暖，暖中心主要位于东

太平洋海面下 50—100 米，中心强度高

于 4℃；赤道西太平洋 50 米以下温跃层

主要为异常冷水，冷中心位于东经 160

度附近 150—200 米之间，中心强度低

于-3℃；赤道西印度洋次表层为暖水

控制，暖中心强度高于 4℃，赤道东印

度洋次表层为异常冷水，冷中心强度低

于-3℃。

与上月相比，赤道西太平洋海面以

下 100—250 米冷海水减弱，赤道中东

太平洋西经 80 度至西经 160 度之间约

50—200 米深度附近的海温明显下降；

赤道印度洋中部和西部次表层海水温

度较上月下降，赤道东印度洋次表层海

温则较上月明显上升。

结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

方法预测，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 3 个

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将继续下降，

2024年 4月前后厄尔尼诺事件结束。

国 家 气 候 中 心 ：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预计 4月前后结束

图为参与
演 示 飞 行 的
ARJ21和 C919
飞机。
王脊梁摄

“2023 年，全省科技工作者聚焦 16

个方面 65 项工作任务挂图作战，奋进

有为，快马扬鞭，持续推进科技与产业

深度融合。”近日，在回顾过去一年云南

省科技工作时，云南省科技厅副厅长何

革伟表示。

一年来，云南省科技厅综合运用揭

榜制等项目组织方式，联动地方和省内

外优势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发挥创新

联合体等作用，开展重点产业关键核心

技术大协同攻关，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

术不断突破。

云南在全国率先实现利用固态储

氢技术储存离网光伏电量后稳定发电

并网，该技术在绿氢的规模化应用领域

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发出 5G 通讯结构

功能一体化铝合金，相关产品进入国内

主流通讯企业的供应链体系；开发出长

时服役的铂-铱基多组元超高温合金

粘结层，并实现批量喷涂，相关技术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成功解决了直拉法生

产光伏级锗单晶的技术难题；创新突破

滇中引水、渝昆高铁等重大工程瓶颈，

创造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面向人

民生命健康，mRNA 疫苗获批纳入紧

急使用；中药创新药“傣肾宁颗粒”获国

家中药 1类新药临床试验默示许可；F-

基因型腮腺炎减毒活疫苗、9价 HPV 疫

苗等临床研究推进顺利。

“此外，我们也在持续打牢科技创

新基础，提升科技供给能力。”云南省科

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学勤介绍，2023

年，云南省全社会研发经费达 313.53亿

元，居全国第 19 位；省级财政科技经费

基础研究投入增长率居全国首位。一

年间，葡萄生物资源研究、灵长类基因

组计划蜜蜂舞蹈的社会信号学习等多

项基础研究成果屡屡问鼎全球顶尖期

刊封面。

此前，云南省还有一批高水平创新平

台，在相关领域以高质量的科研水平实现

全国领先优势，如石油化工催化剂清洁高

效回收等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云南特

色植物提取实验室研发 125个功效性化

妆品新产品和两个功能性食品，在巴黎建

立贝泰妮集团法国研究中心；云南大观实

验室自主研发的“蚜茧蜂防治蚜虫关键技

术”获云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被联合国

粮农组织作为生物防治的主推技术和典

型成功案例向全球推介。

值得一提的是，云南省还成功举办

了 2023 腾冲科学家论坛，先后策划组

织 15 场季度和月度活动，实现签约人

才引进项目 166 个，柔性引进高层次人

才 205名；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105个，协

议投资总额超 620亿元。

据悉，2024 年，云南省科技系统将

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的主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打造云南

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在科技创新赋能经

济转型升级方面实现新突破，持续办好

2024腾冲科学家论坛；在创新主体培育

方面，将继续迈上新台阶，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力争突破 3500户；培育未来产业新

赛道，在新能源、贵金属、特色植物提取、

疫苗等优势领域继续布局其产业领域的

未来制高点；积极引进人工智能、脑科

学、生命科学、生物制造等新兴技术产

业，为未来新赛道竞争打下基础。

同时，云南省将依托云南种子种业

联合实验室创建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云

南基地，全力推进稀贵金属领域国家重

点实验室重组，新建生物领域全国重点

实验室，争取在花卉、磷资源开发利用

等领域创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此外，

云南省将系统推进省级创新平台建设，

在锡铟、光电、生物多样性领域推动建

设云南实验室，围绕优势特色布局建设

30个省技术创新中心、省重点实验室和

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科创引领、挂图作战、协同攻关……

云南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上接第一版）
服务部队、保障战斗力是人民军医

的“主战场”。近日，京郊某训练场上，王

秋菊带领团队和刚刚结束射击训练的官

兵展开交流，为大家普及爱耳知识，进行

噪声防护宣传。她说：“军事噪声性耳聋

难题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官兵们现在的

训练备战强度越来越大，会接触到各种

各样的高噪声，听力防护就显得尤为重

要。特别是，听力障碍相关疾病预防的

重要性是远远大于治疗的。”

“我觉得，要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瞄

准小切口问题，解决民之所盼的一些关

键问题。”她说。

正因为这些积累，去年参加全国两会

时，王秋菊提交了《关于实施全人群全生

命周期听力保健的提案》。她建议在全国

实施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听力保健，以降

低我国听力障碍的发生率，保障国民健康

幸福的生活质量。2023年7月，她收到了

国家卫健委关于该提案的回复。回复肯

定了她的提案，同时鼓励她继续为推动聋

病防治的政府工作开展贡献力量。

王秋菊高兴地说：“这不仅是对我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鼓励，也是对我们

科室科研团队实力的肯定。”

过去一年，王秋菊参加政协及军队

考察、调研工作 18 次，“我深切感受到，

只有调查才有发言权。”

“随着调研范围越来越广，我们发

现的各种类型病例也越来越多，推进相

关疾病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也

显得越来越迫切。”王秋菊说，“我们很

希望在听力防护能力建设方面有一个

大的提升。这是我在提案中特别关注

和特别需要提出来的。”

目前，王秋菊正在收集梳理各个专

家学者的意见建议，抓紧时间对提案作

最后的修改。她希望通过这份提案，建

立起高效的预防体系，为听力障碍人群

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很希望把看到

的、感受到的，有内在需求的和需要解

决的问题带到两会上，也希望前沿的医

疗技术能够快速应用到一线。”

“未来，我们将继续瞄准临床难题，

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强化专科能力建

设，同时密切与群众联系，助力优势资

源下沉。”王秋菊说。

◎本报记者 赵汉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