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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凌晨在黑龙江省讷
河市拍摄的极光景象。

新华社发（刘成山摄）

黑龙江讷河

出现绚丽极光

◎本报记者 张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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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3月26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

罗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一周年。

习近平指出，去年 3 月，中国同洪

都拉斯建立外交关系，开启双边关系新

篇章。去年 6 月，总统女士成功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举行会谈并达成重

要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建

交一年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共同发展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实现

高水平起步。洪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原则，我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习近平强调，事实证明，中洪建交

是顺应历史潮流作出的正确政治决断，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我高

度重视中洪关系发展，愿同卡斯特罗总

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一周年为契

机，巩固相互支持，拓展全方位合作，共

同谱写中洪关系更加美好未来。

卡斯特罗表示，中国拥有千年文明，

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是世界的

榜样，也是洪都拉斯的重要伙伴。建交一

年来，我们见证了中国致力于创新发展，

共商全球性问题解决方案，极大助力全球

减贫事业。洪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同中方发展独立自主、相互尊重的双边

关系。祝愿两国人民友谊长存。

习近平同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
就中洪建交一周年互致贺电

甘肃省民勤县东坝镇东一村的温室大

棚里，人参果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山东省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大村镇食用菌产业园楼

宇工厂化基地中，雪莲菇从基质内探出“脑

袋”，铆足了劲儿向上冒……在设施农业的

“智慧”加持下，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发展现代设

施农业”。眼下，从南国到北疆，在一座座

春意盎然的塑料大棚、日光温室、植物工厂

里，技术人员和种植户正抢抓农时，培育

“致富苗”，呵护“致富果”。

大棚加装“科技芯”，
呈现满园春色
“嘀嘀……”3月19日中午，青岛莱西市

凯盛浩丰智慧农业产业园智慧温室部负责人

李聚海的手机收到一条警示信息：103区的空

气温度高于计算值1℃。他随即点开手机里

的“凯盛浩丰智能环控系统”查看情况。

这个系统可不简单。它连着产业园 16

个环控区，具有光照和空气温湿度监测、灌

溉量自动计算等功能，可基于光照变化自

动计算温室内的温度。李聚海在手机上轻

点几下，悬挂在温室顶部的高压迷雾系统

就开启了雾化喷头。

“从前种地看天、凭经验，现在种地看

手机、凭数据，基质含水量、空气温湿度、病

虫害、苗情一目了然。”半小时后，李聚海带

着记者来到手机上指示的智慧玻璃温室，

此时雾化喷头已“收工”，降温增湿后，一株

株樱桃番茄幼苗生机勃勃。“番茄植株‘娇贵’得很，智能环控

系统更懂它们的‘小心思’，可依据云计算精准施肥、灌溉，不

需要人工过度干预。”他向记者介绍。

春分至，春管忙。3 月 20 日，记者在黑龙江北大荒农业

股份七星分公司科技园区看到，技术人员正忙着给水培、气

雾培蔬菜配比营养液。该园区智能温室无土栽培果蔬区是

黑龙江东部地区首家植物工厂。

“水培、气雾培蔬菜属于纯天然绿色有机蔬菜，色泽透

亮、口感脆爽，生长周期 25—30 天。目前，植物工厂培育着

36个蔬菜品种，有 4万余株，亩产超过 2万斤。”科技园区主任

张少波介绍。

农场叠加新技术，结出累累硕果

依托设施农业，原产于热带的燕窝果已在浙江衢州“安

家”，结出丰硕果实，让种植户尝到了“甜头”。

夜幕降临，衢州市衢江区云溪乡的嗡嗡响燕窝果基地

里，数万盏补光灯自动亮起。大棚智能温控精准守护，滴灌

装置无感滋养，金灿灿的燕窝果挂在藤蔓上，让人垂涎欲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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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迎迎 江 耘 张景阳
李丽云 朱 虹

春分时节农事忙，家庭农场好春光。

金黄的杨桃、火红的樱桃、雪白的草

莓……在福建、河北等地的家庭农场里，

生鲜的果蔬长势格外喜人。

“家庭农场是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新型

经营主体。”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

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 2023 年底，

我国家庭农场已近 400 万个。其中，种植

业家庭农场占比居多，已成为促进小农户

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力量。

种植品种多样化

“看，这批春季上市的杨桃品质多好。”

3 月 21 日，福建省厦门市芳都杨桃农场主

谢硕章，站在缀满金黄色果实的杨桃树下

向记者介绍，这是他父亲从台湾带来的品

种，经过几代改良，不仅适应了当地环境，

还结出又大又甜的杨桃。

台农谢硕章出身杨桃世家，他的父辈

一直从事杨桃种植，钻研多年培育出黄金

杨桃。“多年前，我父亲看准了这里的市

场，才决定将这一品种落地厦门。”谢硕章

介绍，经过两代人的经营，在 100余亩的果

园里，他种植了几千株台湾杨桃、台湾芭

乐和咖啡豆。

在河北省昌黎县军航家庭农场草莓

大棚里，记者见到，种植架上五层硕果累

累的草莓秧，与地面上一颗颗娇翠欲滴的

草莓相映成趣。

“为给游客带来更好的采摘体验，我

们把更新草莓品种和提高草莓品质放在首位。”农场主石小

军坦言，他每年都试种草莓新品种，为农场注入“新鲜血液”。

在距昌黎县不远的秦皇岛市抚宁区，家庭农场主刘涛从

外省引进了白草莓品种——桃熏。“这种草莓的颜色白里透

红，口味儿也更浓郁香甜。”他告诉记者，随着市场需求的多

样化，高端草莓产品也越来越受欢迎。

管护方式现代化

“唰，唰……”

3 月 22 日上午 9 点，河北省顺平县李骏家庭农场樱桃棚

里的气温逼近 30℃，农场主李永军在控制室里轻点了下遥控

器，大棚膜根据指令自动掀起降温。

“自从‘黑科技’傍身，樱桃棚室温调控轻松又省力。”看

着丰收在望的满树樱桃，李永军自豪地对记者说，自从去年

8 个樱桃棚改造后，棚内空气、土壤湿度都实现了实时监测，

满足了樱桃生长的最佳条件。

在各地家庭农场里，像这样的高科技设备还有很多。

在北京市房山区弘科农场蔬菜大棚里，一个个白色托盘

培养基上的苗株茁壮生长。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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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汝健 符晓波
华 凌

科技日报北京3月 26日电 （记者

操秀英）记者 26 日从中国海油获悉，由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第一深水导

管架“海基二号”在珠江口盆地海域成

功滑移下水并精准就位，刷新了作业水

深、高度、重量等多项亚洲纪录，标志着

我国深水超大型导管架成套关键技术

和安装能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对推动

海上油气增储上产、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导管架相当于“地基”，用于支撑

海 上 油 气 平 台 的 庞 大 身 躯 与 巨 大 吨

位。“海基二号”导管架总高 338.5 米，

超过北京国贸三期主楼高度，总重近

37000 吨 ，用 钢 量 接 近“ 鸟 巢 ”国 家 体

育场，是亚洲高度最高、重量最大的

导管架。

由于“海基二号”的巨大吨位超过

世界最大起重船的吊装能力，此次海上

安装采用滑移下水方式进行。中国海

油深圳分公司流花油田开发项目组总

经理刘华祥介绍，这种方式是利用导管

架自身重力并配合液压千斤顶助推，使

导管架从驳船平稳地滑入海中，再通过

导管架注水和起重船辅助相结合的方

式，实现扶正坐底和精准就位。

深水超大型导管架海上安装面临

复杂设计计算、装备技术能力、恶劣海

况施工等世界级工程挑战。“海基二号”

安装地点位于距深圳东南约 240公里的

流花油田海域，应用水深约 324米，是国

内首次在超过 300米水深的海域安装固

定式导管架，所处海域台风频发，风浪

及内波流强烈，安装技术难度和作业风

险极高。

据中国海油海油工程流花油田总

包项目经理舒伟介绍，项目团队调配亚

洲最大下水驳船“海洋石油 229”、国内

最大海洋油气工程起重船“蓝鲸 7500”

等优势资源，全面提升船舶运输及安装

能力，在施工过程中通过先进定位系统

和精确就位系统不断调整导管架的位

置姿态，使“海基二号”穿越 324 米深的

海水实现精确就位，安装精度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按照作业计划，“海基二号”接下

来将继续进行水下打桩、上部组块安

装等后续施工作业，完成海上安装后

将应用于我国第一个深水油田——流

花 11-1/4-1 油田，推动亿吨级老油田

焕发新生机。

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海基二号”海上安装就位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为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

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广泛

汇集各方力量，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科技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共青

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

日前印发通知，部署了 2024年文化科技

卫生“三下乡”活动。

通知明确，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

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

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着

眼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着力提升乡

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

治理水平，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丰富农

村文化生活，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培育

绿色健康生活方式，为有力有效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

强思想保障。

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文化思想，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宣

讲活动，持续增进人们对党的创新理论

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

认同。加强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围

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深化

“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

广泛组织开展系列庆祝活动，引导人们

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新

时代追梦征程。培育农村新风新貌，发

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基层阵地作

用，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持续整治

高额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着眼

满足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深入挖

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开展积极健康

的民俗文化活动，鼓励支持基层群众自

办文体活动，加强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推动农村科技进步，开展新技

术创新、示范、推广工作，搭建数字化公

益助农平台，推动科普示范活动、科普

项目向农村延伸，传播科学知识、科学

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促进健康

乡村建设，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深化乡村环境整治，大力普及健

康知识，倡导文明健康生活理念。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务

求实效，充分发挥“三下乡”活动在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组织

领导，加大投入力度，继续向民族地区、

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脱贫地区和中西

部地区倾斜，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

及的实事。坚持守正创新，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持续推

动“三下乡”工作提质增效。加大宣传

力度，大力宣传集中示范活动的好经验

好做法和重点项目的新进展新成效，讲

好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中央宣传部等部门部署开展2024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正在建设中的国际大科学工程——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将是

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近 日 ，平 方 公 里 阵 列 天 文 台

（SKAO）在南京举行第十一次理事会。

SKAO 总干事菲利普·戴蒙德、中国科

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等天

文学家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指

出，SKA 面临诸多挑战，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国际合作，中国在国际上一直扮演

着重要角色，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参与

到 SKAO中。

多国联手建造最大
射电望远镜

SKA 是由全球多国合资建造和运

行的世界最大规模综合孔径射电望远

镜。2019 年，中国作为 SKAO 创始成员

国，在罗马签署《成立平方公里阵列天

文台公约》。

吴雪峰介绍，正在建设的 SKA 第

一期工程预计 2028 年完成，其中中频

波段包括 197 面分散摆放的 15 米的反

射面天线，低频阵列是 13 万只小的偶

极天线。

考虑到电磁环境的影响，SKA 中

频天线选址在南非，低频天线选址位

于澳大利亚，两边同时工作就组成一

个 基 线 长 度 达 数 千 公 里 的 射 电 望 远

镜，接收面积之大、分辨成像能力之强

前所未有。

这种方式国际早有先例。2017年，

国际合作“事件视界望远镜”（EHT），将

分布在全球的 8 个亚毫米波望远镜组

成一个等效于地球口径大小的“虚拟望

远镜”，首次捕获黑洞“真容”。

SKA 不仅是一个射电望远镜阵列，

同时也是一个先进的数据密集型科学

计算平台。

吴雪峰说，SKA 集成了相平面相控

阵天线等创新技术，相控阵天线无须转

动即可灵活控制波束方向，大大提高观

测灵活性。

SKA 还 将 产 生 前 所 未 有 的 海 量

观 测 数 据 ，二 期 工 程 建 成 后 每 秒 数

据 量 将 超 过 目 前 全 球 互 联 网 每 秒 数

据量。

“SKA 第一阶段耗资就达 20 亿欧

元，还集成了多项尖端技术，对任何单

个国家来说都是巨大挑战，所以采用国

际合作模式建设。”吴雪峰说。

探索宇宙离不开国际合作

“像所有大项目一样，我们有挑战，

包括财务挑战和技术挑战等。”菲利普·
戴蒙德表示，“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如何

处理所有数据，我们将产生比任何其他

科学项目更多的数据。因此，我们必须

开发技术、算法和软件来处理所有这些

数据并产生科学。”

菲利普·戴蒙德说，要解决这些问

题，就需要国际合作。“人类已经进入大

科学时代，大科学从根本上说是需要国

际范围内的团结合作，尤其是天文学。

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参与国际合作

很重要。”

记者了解到，中国对 SKA 的贡献有

两方面，一是提供相应的建设资金，二

是制造中低频天线。目前，相关设备已

经在南非进行安装。

吴雪峰介绍，SKA 将在 50MHz—

15.4GHz 的超宽频带上进行观测，覆盖

范围比现有射电望远镜要宽得多，有助

于发现新奇天体和现象，也有望解决一

些根本性科学问题：如回答宇宙是如何

从“黑暗时代”进化为现在的样子，最早

的恒星和星系是如何形成的，揭示暗物

质的本质和分布，研究行星形成和系统

演化，为宇宙学和生命研究等开辟新视

野等。

目前我国科研人员已完成了 SKA

区 域 中 心 中 国 站 点 的 原 型 系 统 ，为

SKAO 的顺利推进作出重大贡献，并利

用 FAST 等作为 SKA 探路者望远镜，开

展了快速射电暴、脉冲星、引力波等预

研项目，为未来 SKAO 关键科学项目积

累经验。

科技部也选定了与 SKA 优先科学

目标高度契合的 10个科学方向，逐步确

立了中国 SKA“2+1”科学目标，其中“2”

为两个重点科学方向，“1”为八个特色

科学方向。

SKA 中国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武向平在早先接受媒体专访曾表

示：“项目实施后，我们要确保能和外国

科学家站到同等的水平线上。”

平方公里阵列天文台第十一次理事会在南京举行

国际合作擦亮最大射电望远镜SKA

3月 26日，建邦聊（城）泰（安）黄河公铁大桥正式通车。建邦聊泰黄河公铁大桥通车后，将进一步织密跨黄通道，促进黄河
两岸互联互通、协同发展，加强省会经济圈各市的交通沟通联系，完善山东路网布局。图为车辆行驶在建邦聊（城）泰（安）黄河
公铁大桥上（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