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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种，七分管”。夏管是秋粮生

长最关键的农事时节，上承夏收、下接

夏种。当前，全国各地抢抓农时，紧抓

“三夏”保丰收。

由南往北，从水稻、花生到小麦、油

菜，节气有异，田间管理的方式方法也

不尽相同。

在这个关键期，该如何科学施策，

护航丰收年？既要用心，也得用技。

贴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眼下，甘肃省清水县万亩良种冬小

麦陆续进入灌浆期。5 月底，记者走进

清水县王河镇的西堡子梁小麦良繁基

地，只见青绿麦田随风摇曳，茁壮麦苗

生机勃勃。

连日来，清水县农业技术管理部门

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来到田间地头，看苗

情、观墒情、查病害，现场指导农户做好

田间管理。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

水试验站站长、研究员鲁清林介绍，当

下小麦管理有两项重要工作：一是防病

防虫，增加粒重；二是良种田去杂，保持

种子纯度，确保良种生产取得好收成。

“无人机一个水箱可装 60 升农药，

约 10分钟喷洒 20多亩，既节省劳动力，

也提高工作效率。”清水县农业农村局

技术员李茹云说，该县正全面开展“一

喷三防”作业，及时防病虫、防倒伏、防

“干热风”，力促小麦稳产增产。

管好责任田，因地因苗施策，科技

服务尤为关键。

近日，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杂交稻

团队一直在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办事

处再生稻基地考察。“再生稻总体长势

较好，没有病虫害发生。”团队专家们

说。但他们也指出播种偏晚、密度偏高

的问题，并建议下一步要注意分蘖开始

前施分蘖肥，齐苗后采用浅水灌溉，干

湿交替管理；头季前期，在分蘖旺盛期、

封行或者幼穗分化初期，须重点防控螟

虫和纹枯病。

“前两天刚用无人机喷洒完最后一

遍农药。”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马辛

庄村村民伍建业望着泛黄的麦穗说。

为了更高效地处理农作物秸秆，天津市

宁河区农业农村部门在联合收割机上

加装了粉碎还田装置，收获时就把秸秆

切碎，均匀抛撒地面。不仅如此，当地

在收获机后面还直接配备了免耕精量

播种机，全部实现单穴单粒，形成收获、

播种连续进行作业模式。

绿色科技进入现代工厂

小麦夏收后，遗留的秸秆都去哪

了？管好、用好才能丰收接续。

5 月下旬，在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

江洲镇，4 万余亩麦田喜迎丰收。在这

里，小麦、油菜等秸秆作物带来 2 万吨

秸秆资源。

农田里，村民们欣喜地看到，收割

机、搂草机、打捆机、叉车、平板运输车

等各种农用机械不停地忙碌着。在一

块已经收割完成的小麦田里，搂草机将

散落的秸秆搂成行，打捆机紧跟着收草

打捆，全程作业一气呵成。

“以前我们都嫌弃秸秆，收起来耽

误夏种不说，运出去卖掉也不方便，柴

火灶又烧不掉多少，还没地方放。”村民

们感慨道，现在好了，机器在田里一跑，

秸秆全都打捆好了，还有人登记运输，

不仅不用花钱，还能卖到钱。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江洲镇与九江

市一家公司的紧密合作。他们共同建设

厂房、购置农机，打造了一条农作物秸秆

收储加工的一体化产业链，从而完善了秸

秆的收储体系，有效地盘活了这一资源。

秸秆还田，制作饲料，制成生物肥……

今年，北京市顺义区 13.5万余亩夏收小

麦秸秆绿色利用率将达 100%。

“我们将小麦秸秆百分之百地绿色

利用，除生产生物肥和饲料，主要是就

地将小麦粉碎还田。粉碎后的小麦秸

秆附着在土壤上，提高了农田有机质，

夏季有助于蓄水保墒，培肥土壤。”北京

市顺义区农服中心农机服务科工作人

员刘秀芹介绍，从生态角度看，粉碎秸

秆覆盖农田，还能减少对土壤的扰动，

抑制扬尘。

在北京奥格尼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内，一袋袋有机肥即将下线，其原材

料之一就是粉碎后的小麦秸秆。“用小

麦秸秆当干料，调节菜田废弃物的水

分，把粉碎的小麦秸秆、畜禽粪便和粉

碎的菜田废弃物，按一定比例混合均

匀，再加入发酵菌剂，进行高温堆肥。”

该公司副总经理廖冬辉介绍，公司预计

今年回收 1000 余吨小麦秸秆，实现绿

色利用。

管好一方田 要靠技当家
—— 科 技 三 夏 系 列 报 道 之 三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魏依晨
陈 曦 华 凌 颉满斌

经过多方寻觅，专注研发植物胶囊的东方神州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最终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

点实验室张帆团队达成了合作意向。

这一场景，出现在山东省烟台市近日举行的“中国科

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专家烟台行暨科技成果对接

会”上。类似的成功案例在这次对接会上还有不少。

这场由山东省科技厅、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主办，烟

台市科技局、烟台市科技创新促进中心、中国科学院长春

应用化学研究所等单位承办的对接会，目的很明确——

撮合科研院所与企业，为好成果找到“好婆家”。

科技成果就地交易转化应用

“科技成果再多，如果无法有效转化，也很难变成生

产力。”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应化

所”）科技处副处长、成果转化中心主任胡士奇十分看重

这场对接会。他表示，烟台为高校院所、科研平台提供了

丰富的应用场景、广阔的创新空间、无限的发展机遇。

正是看到了机遇，来自应化所 7 支科研团队的 18 名

专家，带着最新成果与现场近百名企业代表面对面畅所

欲言，精准对接。据了解，应化所在化学工程、材料科学、

新能源等领域科研实力雄厚，这恰与烟台市高端化工、新

材料等优势产业相契合。

位于山东半岛东部的烟台，先后获取了国家创新型

城市、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济青烟国家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三张“国家创新名片”，将“打造科技成

果转化新高地”作为发展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烟台一方面引入大院大所、大平

台，打造科技成果策源地；另一方面，该市出台政策，建设

平台，打造队伍，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本地就地交易、就

地转化、就地应用。

“集血压测定与缺血预适应训练为一体，它集成了仪

器本体测定与手机软件测定程序，成本低，安全可靠。”在

对接会上，应化所电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特别研究助理

张晓伟携带“血压仪与远程缺血预适应训练仪一体机”仪

器现场演示，成果一经亮相便引来了元微境电子信息（山

东）有限公司等多家烟台企业洽谈合作。

东方神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质量研发部经理刘佳丽

深有感触：“我们乐于参与这种既能一对多、多对一，又能

一对一的对接会，解决现实难题。”

四股力量“拧成了一股绳”

科技成果转化是个迫切问题，一方面是科研院所不

想将苦心研发的成果“束之高阁”；另一方面企业对新成果、新技术“求贤若渴”。

这种供给端与需求端的所思所想，科技部门早已看在眼里。

为了解决企业对成果的需求，烟台市科技创新促进中心工作人员在一年时

间里走访了全市 150余家企业，征集了 130余项有效需求；同时编制了《2023烟台

市企业技术需求》手册，面向全国高校院所推送。

为了加速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该中心工作人员一年来累计走访国

内 47家高校院所，征集 3000余项科技成果，推动优质资源落地本市。

“撮合科研院所和企业，‘红娘’很重要。”烟台市科技局局长李杰提到一组数

据：推动科技成果就地交易、就地转化，烟台打造了“技术市场—技术转移服务机

构—技术经纪人”的服务链条，已培养 232名技术经纪人；落实《烟台市科技成果

转化补助资金实施细则》，对服务机构进行重奖……

政策推力，成果给力，企业努力，中介发力。围绕着科技成果转化，四股力量

在眼前的对接会场上“拧成了一股绳”。

两三个小时的对接会，各方收获都不小。参会的科研团队在现场推介了16项

成熟度较高、可转化落地的重大科技成果，涉及新材料、绿色化工、医药等领域。在

现场，就有9项重大科技成果与13家企业开启洽谈合作，并达成多个合作意向。

“期待更多具有市场前景和产业化潜力的科技创新成果在烟台转化和落

地。”李杰向“科技合伙人”发出邀约。他表态，烟台市科技局将持续完善科技成

果转化落地服务保障机制，推动“政产学研”同向发力，畅通“企业出题、院所解

题”合作渠道，让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快应用、快落地、快转化，让科技之

花结出产业之果。

山
东
烟
台
：
向
﹃
科
技
合
伙
人
﹄
发
出
邀
请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曹艳军

科技日报青岛6月11日电 （记者

宋迎迎 通讯员修仙鹏 冯志）11 日，山

东省青岛市“三夏”生产暨小麦机收减

损现场推进会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场

镇的麦田里举行。

记者从青岛市农业农村局获悉，青

岛市冬小麦自 6 月 7 日开镰收割，眼下

已转向大面积集中收获。截至 6 月 11

日 17 时，青岛市冬小麦已收获 109.79

万亩，麦收进度超三成。

今年，青岛市首次引入凯斯联合收

割机助力夏收作业，该收割机减损率可

降低到 0.5%。“小麦‘九成熟、十成收，

十成熟、一成丢’，时节不等人，这季麦

收赶得早、收得好，打下的麦子籽粒饱

满，我们心里特别高兴。”青岛勤耕农业

机械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姜永战说。

图为联合收割机在青岛西海岸新
区大场镇的麦田里进行麦收作业。

刘明元摄

麦浪滚滚穗飘香

科技日报包头6月 11日电 （记者

张景阳）记者 11 日从内蒙古碳纤维产

业链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获悉，内蒙古

包头市将着力打造碳纤维及高分子新

材料产业链。

碳纤维是一种含碳量在 90%以上

的高强度高模量纤维，具有耐高温、抗

摩擦、导热及耐腐蚀等特性，广泛应用

于航空、航天、舰艇、氢能、风电等领域，

被称为 21世纪新材料之王。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和包头市不

断加大对包括碳纤维在内的新材料产业

的扶持力度。包头市提出了“加快碳纤维

及高分子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的目标。

据了解，包头市目前已有光威、晶

源等 8 家碳纤维生产及应用企业建成

投产。其中，光威 1 万吨大丝束碳纤维

项目已具备 4000 吨 T700、T1000 等产

品生产能力，填补了自治区碳纤维上游

产业空白；应用企业碳碳复合材料已具

备 5621 吨 生 产 能 力 ，初 步 形 成 丙 烯

腈 —碳纤维原丝—碳纤维—碳碳复

合制品—航空航天、风电、储能、光伏

等终端应用产业链。

包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海泉

说：“包头碳纤维产业发展潜能巨大，我

们将全力推进碳纤维产业延链补链强

链各项工作，也诚挚欢迎更多碳纤维产

业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参与到这项

重要工作中。”

“随着产业链的形成，下一步，包头

市不仅要考虑如何做好碳纤维，还要做

好‘如何用好碳纤维，用在何种产业、何

种装备’的功课，这也将带动我国碳纤

维复合材料的发展和应用。”中国工程

院院士杜善义表示。

内蒙古包头：全力推进碳纤维产业延链补链强链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董洪栋 记

者刘园园）记者日前获悉，中国煤炭科

工集团西安研究院研制的定向钻成套

装备和煤矿井下钻孔瞬变电磁技术与

装备，近日在陕西旬邑县旬东煤业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煤 矿 井 下 巷 道 实 现 了

1026 米的远距离水害超前探测，再次

刷新了煤矿井下最远水害超前探测世

界纪录。这标志着我国煤矿井下“长

掘长探”水害超前探测技术走向成熟。

多年来，煤矿井下巷道掘进主要

采用“短掘短探”的掘进工作模式，难

以适应巷道快速掘进的需要。为此，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创新提

出了利用定向长钻孔+孔中物探进行

“长掘长探”的新工作模式。该方法利

用已经施工完成的定向长钻孔，使用

孔中瞬变电磁技术，对钻孔径向 30

米、深度超 1000 米的范围进行探测，

最终形成全空间地质异常体的空间立

体成像，为巷道安全、长时间掘进提供

可靠的技术支撑。

陕西旬邑县旬东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煤矿井下巷道采用定向钻孔施工

后，为进一步探明拟掘进巷道影响范

围内水害情况，采用钻孔瞬变电磁技

术与装备，探测了顺槽前方 1026 米的

水文地质情况。通过超前孔中物探，

该方案预计为矿方节省钻探时间 33

天，节约钻探成本 300 余万元，节约人

工成本 166余万元。

据介绍，煤矿井下超过 1000 米的

远距离孔中瞬变电磁探测，为实现煤

矿水害远距离超前、精准探查提供了

新的工作方法，也为煤矿巷道的快速

掘进提供了可靠的地质保障。

国内煤矿井下千米水害超前探测完成

科技日报讯（实习记者李诏宇 通

讯员孙嘉隆 许婷）记者日前从江苏省扬

州市科学技术局了解到，2024 扬州（成

都）高质量发展产业推介会近日在四川

省成都市举办。60余位来自四川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成都理工

大学、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等高

校院所的专家和 70 余位来自科技型企

业的企业家参会。推介会上，中国工程

院院士陈士林被聘请为扬州市“613”产

业链顾问专家，15位专家学者被聘请为

扬州市引才大使，电子科技大学—扬州

未来产业联合研究院揭牌，12个产学研

项目、11个科技招商项目成功签约。

扬州市市长潘国强在推介会上表

示：“当前，扬州市正因地制宜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聚力建设产业科创名城，

加快构建‘613’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打

造长三角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产业科

创高地与先进制造业基地。成都是西

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与扬州建立了深

厚的合作关系。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

学等院校与扬州企业达成产学研合作

200 余项。下一步，扬州市将加快构建

宜创宜业发展生态，为来扬创新创业的

‘合伙人’提供最优惠的政策、最优质的

服务、最优良的环境。”

推介会上，扬州市副市长吴边还重

点介绍了扬州重点发展的高端装备、新

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及

零部件、生命健康产业六大主导产业，

以及相关配套政策。

“学校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积极

探索创新校地合作新机制、新模式，推

动与扬州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的交流合作，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加

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高效协同

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赋能扬州科创产

业高质量发展。”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孔令讲表示。

江 苏 扬 州 ：加 快 构 建 宜 创 宜 业 发 展 生 态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曦）记者近

日从中国民航大学获悉，“可持续航空

燃料技术研究平台”项目获得中国民

用航空局批复，项目将在中国民航大

学东丽校区进行建设，包括可持续航

空燃料安全性认证实验室和可持续性

认证实验室，总投资 5亿元。

据介绍，该项目是国内首个可持

续航空燃料认证前瞻性技术研究的开

放平台，是承担中国民航超前探索，面

向下一代国际规章的中国方案研究，

促进民航运输业和航空制造业“两业”

融合的重要平台。

中国民航大学将基于该研究平

台建设，联合国内外优势力量集智

攻关，共同推动世界与中国绿色航

空运输领域发展和民族航空工业绿

色发展。项目的建设将支撑自主可

控的安全性认证与可持续认证标准

体系的建立，增强国际民航规则标

准制定的话语权；推动可持续航空

燃料研发和推广应用；提升中国民

航在安全与绿色领域的基础研究和

人才培养能力，提升我国民航安全

基线与脱碳能力，助推民航高质量

绿色发展。

“可持续航空燃料技术研究平台”项目获批
（上接第一版）

二、京津冀具备协同
推进场景创新的良好基础

近 年 来 ，京 津 冀 协 同 创 新 生 态

持 续 优 化 ，京 津 技 术 供 给 与 河 北 场

景 资 源 互 补 优 势 不 断 凸 显 ，具 备 开

展跨区域创新应用场景共建共享的

良好基础。

北京创新资源集中、科技创新成果

丰富，是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策

源地。天津先进制造业基础雄厚，应用

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强。

河北应用场景资源丰富，在技术

承 接 和 转 化 方 面 优 势 和 潜 力 巨 大 。

一是产业转型场景资源丰富。河北

拥 有 39.4 万 家 工 业 主 体 ，1.8 万 余 家

规上工业单位，钢铁、化工、汽车、建

材、食品、医药等优势主导产业的智

能 化 改 造 、数 字 化 转 型 ，以 及 107 个

省级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端升

级，能够为京津地区新技术、新产品

带来超大规模市场空间。二是城市

治理应用场景广阔。河北 7400 万人

口规模大，可汇聚的数据总量庞大。

伴随智慧城市加快建设，这将极大激

发在新型基础设施、数字政府、智慧

治理、智慧养老、智慧医疗等领域的

新技术应用需求。

三、加快推进京津冀
场景共建共享的思考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制定京津冀场

景创新实施方案。发挥三地优势，加强

京津冀应用场景协同创新顶层设计，研

究制定《京津冀加强场景创新 培育新

质生产力实施方案》，建立京津冀场景

共建共享推进机制，引导三地有序、高

效打造和开放创新应用场景，促进新技

术快速迭代、熟化和应用，协同培育新

质生产力。

二是聚焦前沿技术应用，共发新质

生产力场景清单。落实国家未来产业

战略部署，聚焦人工智能、空天技术、低

空飞行、合成生物、绿色氢能等前沿技

术领域，共同培育筛选一批具有产业化

前景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持续

推进场景资源开放共享，为前沿技术提

供首试首用机会，促进更多创新科技成

果加速应用落地。

三是围绕“六链五群”，协同打造产

业链重大应用场景。落实“六链五群”

产业布局，引导三地科技企业围绕产业

链延伸和协同配套谋划布局重大应用

场景，打造一批京津冀产业协同场景示

范项目，促进区域内创新要素与产业资

源再配置，推动京津冀产业链和创新链

深度融合，合力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

四是强化场景落地，深入推进京

津冀场景供需对接。持续开展京津技

术—河北场景供需对接活动，联合举

办场景创新大赛、新技术场景应用直

通车，共建一批场景创新示范区，承接

场景创新成果孵化落地。探索“政府

搭台、企业出题、企业答题”模式，加强

三地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推介，构建市

场化应用场景供需对接机制，通过高

含金量应用场景赋能推动科技企业快

速成长。

（作者系河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
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