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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武汉7月11日电 （记

者吴纯新 通讯员金伟）11 日，由长

江沿岸铁路集团建设管理、铁四院设

计、中铁十一局承建的沪渝蓉高铁武

宜段钟祥汉江特大桥主桥实现中跨

合龙。至此，这座世界最大主跨的高

速铁路无砟轨道混凝土梁斜拉桥主

体工程顺利完工，为沪渝蓉高铁武宜

段全线如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

础。新建沪渝蓉高铁途经六省市，线

路总长约 2100 公里，全线设计时速

350 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

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为大桥合龙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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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渝蓉高铁武宜段

钟祥汉江特大桥合龙

江西，这片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

“高”在何处？受惠于绿色生态转型的

村民们用田间地头的真切变化和实打

实鼓起来的腰包告诉了我们答案。

绿水青山，真的可以“当饭吃”。生

态产业，真的比粗放经济“更靠谱”。近

日，科技日报记者跟随“高质量发展调

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来到江西，从村民

分享的经历当中，听到了生态助力江西

乡村振兴的响亮回声。

“空心村”华丽转身

宜春市靖安县与赣州市大余县分

别位于赣北和赣南，相距约 500 公里的

两县大地，却有着相似的经历。

20 世 纪 80 年 代 ，靖 安 县 璪 都 镇

港背村开始依靠丰富的山林资源发

展粗放经济。村民们把林场承包出

去，大发竹木财，一时间风光无两，家

家都买入摩托车，成了令乡邻羡慕的

“万元村”。

可是“坐吃山空”。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粗放林业已经难以为继，港背村

村民只好另谋生计，村里的青壮年纷纷

外出打工。昔日繁华的小山村变成了

只有留守老人的“空心村”，还沦落为省

定贫困村。

港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

竹林告诉记者，近年来，港背村引导村

民发展生态富民产业，取得了很好的成

果。目前，该村基本形成了以白茶、蜂

蜜、棘胸蛙、油茶为主的系列特色产业，

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

记者注意到，港背村建起度假村，

修建了配套基础设施，当地村民经营起

民宿和农家乐。吴竹林告诉记者，仅河

道水域经营权的流转，村集体每年可固

定进账 10 万元。漂流、民宿、农家乐等

产业已带动 200 余村民增收致富，人均

年增收约 4万元。

与港背村村民们相似，大余县黄龙

镇大龙村村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粗

放的矿业经济中受益颇多，却因为矿产

资源开采殆尽陷入贫困。村庄环境恶

劣、居民流失、医疗教育资源落后，港背

村成了“半空心村”。

1964 年出生在大龙村的大余县章

源生态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向阳回

忆，他年轻时做过矿工，亲眼见证了村

庄的衰落。他那时就铆着一股劲，希望

有朝一日可以改变自己的家乡。

2007 年，唐向阳创办了生态旅游

公司，开始和团队成员一起在丫山建

设生态旅游景区。大龙村村民坚持

“不填塘、不推房、不移山、不砍伐”的

四不原则，发挥生态优势，修建基础设

施，发展生态产业，把丫山打造成全新

的旅游胜地。

据统计，丫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直

接带动 2000 余农户增收，间接带动周

边 7 个乡镇近万农户致富。2023 年，大

龙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02.5 万元，村

民人均收入达 3万元。

“美且富”已成现实

“环境好了，路修好了，有年轻人回

来了，村民们的腰包鼓了。”新余市仙女

湖风景名胜区凤凰湾办事处党委委员、

组织委员李萍站在路边，一边用手指着

村庄各个方位，一边如数家珍般讲述着

凤凰湾地区这几年的新变化。

凤 凰 湾 是 国 家 级 生 态 乡 镇 、江

西 省 旅 游 风 情 小 镇 ，也 是 新 余 市 环

境生态好、开发强度小、人口密度小

的乡镇。

近年来，当地着力整治农村人居环

境，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全覆盖，并

投入资金进行小微湿地提升改造，把烂

泥湾变为适合游览观光的公园，建成了

凤凰湾度假村、凤凰湾影视城、亲子乐

园和森林乐园。

李萍介绍，这些生态改造“中看又

中用”。目前，凤凰湾共有辖区民宿 11

家，2023年接待游客 1.2万人次，旅游收

入 240 万元，帮助 150 余位村民实现在

家门口就业增收。

江 西 赣 江 江 景 壮 阔 ，美 不 胜 收 。

但这份美好，也曾是江边许多村民的

烦恼。

“赣江年年涨水，容易冲毁稻田，原

本是造成本地村民贫困的原因。如今

靠着发展小龙虾养殖，我们把这个劣势

变成了优势。”吉安市吉水县盘谷镇同

江万亩稻渔产业园负责人王银指着水

田里的虾沟说。

吉水县把赣江西岸和同江两岸 1.2

万亩水患频繁、低洼易涝、十种九不收

的撂荒地，建成了同江万亩稻渔产业

园。截至目前，全县共培育清水虾蟹产

业经营主体 96 家，涉及全县 18 个乡镇

98 个行政村，累计发展清水虾蟹产业

面积 4.8万亩，总产值达 6亿元。

“美与富”不仅可以兼容，还可以相

辅相成，彼此圆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江西的乡村已为这句话描摹出一

幅又一幅生动画卷。

以绿为墨 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 江 西 绿 色 转 型 发 展 一 线 观 察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本报记者 孙明源 刘园园
滕继濮 魏依晨

“我们把香云纱染晒过程游戏化，把它变成了一个游

戏任务。用户完成整个染晒工序，就能获得属于自己的

香云纱纪念品。”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计算媒体与艺术学

域硕士研究生蔡嘉雯 7月 9日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香云

纱的“新生”需要更多表达方式。

记者佩戴上 VR 设备，通过蔡嘉雯团队设计的香云

纱艺术装置，在虚拟的太阳光线下，亲身体验了一番香云

纱染晒的五大工序，感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

云纱染整技艺的魅力。

香云纱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

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

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匹香云纱的诞生，需要经历“三洗九煮十八晒”，用

时至少一年。仅是香云纱染整工艺流程，就包括浸莨水、

晾晒、洒莨水、封茛水、煮练、卷绸、过泥、洗涤、晒干、摊

雾、拉幅、整装等十多道工序，前后历时 15天。

“受天气和时间所限，即使游客来到香云纱博物馆或

工场，也不一定能看到香云纱的染晒过程，没法切身了解

香云纱繁复的染制工序。”蔡嘉雯认为，香云纱文化“养在

深闺人未识”，现有的香云纱博物馆缺乏交互设计，难以

吸引年轻人了解和传播。

为了唤起人们对香云纱染整技艺的关注，她和同学

向导师、香云纱专家征求意见后，决定研发香云纱交互装

置，借力科技让香云纱天然染晒工艺“动”起来。

记者这次所体验的染晒过程，仅是香云纱交互装置

中的一个环节。蔡嘉雯介绍，体验者可构想原型空间、进

行 建 模 、搭 建 交 互 装 置 实 物 ，并 用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AIGC）技术获取数据、生成纹样，最后通过激光将纹样

雕刻在香云纱上。体验者在完成所有工序体验后，可获

得一份独一无二的香云纱纪念品。

“这个‘移动博物馆’，利用虚拟与可触及的体验来解决天气与地域演示的限

制。”蔡嘉雯说，团队希望通过多模态人机交互，比如增加真实光线、触感变化等，

提升体验者对香云纱复杂染整工艺的记忆能力。

为吸引年轻人和游客关注香云纱文化，蔡嘉雯和团队仍在对香云纱交互装

置的功能进行创新。“非遗的延续不能只靠博物馆，未来，我们想将这种交互模式

应用于其他非遗文化传承，带动更多年轻人了解非遗文化、弘扬传统文化。”蔡嘉

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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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安徽蚌埠 7月 11日电
（赵方 高书磊 记者杨雪）11日 3时 18

分，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成功入模，合

肥至新沂高速铁路（以下简称“合新高

铁”）淮河特大桥主跨顺利合龙，全长

13.4 公里的淮河特大桥全桥贯通，项

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

合新高铁途经安徽定远县、凤阳

县、明光市、五河县、泗县，以及江苏

泗洪县、宿迁市市区，线路全长约 324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记者从施

工单位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

到，淮河特大桥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

程，上跨我国七大江河之一的淮河主

河道，两座主塔梁面以上塔高均为

45.5 米，主梁采用悬臂施工，最大悬

臂梁达到 113 米，面积比 3 个篮球场

还大。

矮塔斜拉桥是介于连续梁与斜拉

桥之间的一种斜拉组合体系桥，与连

续梁相比具有结构新颖、跨越能力大

等优点。但由于淮河特大桥主跨桥基

被深厚淤泥层覆盖，软硬泥层交替，围

堰下沉精度控制难，施工安全风险较

大。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宋桢介绍，

项目部持续创新改进工装工艺工法，

开发双壁钢围堰平衡下沉控制系统，

动态分析钢围堰下沉数据，实时调整

下沉姿态，实现复杂地质条件下的精

准下沉控制。此外，应用分丝管锁鞍

无级定位调节工装，定位精度提高

20%，实现穿索定位一次成型。

据悉，项目部坚持绿色施工，采用

专用制浆船，将泥浆从入孔到回流实

行全链路封闭管理，产出的泥渣统一

集中处置。混凝土拌和站使用全覆盖

自动冲洗和扬尘降噪系统，结合自主

研发的废水废渣分离设备，实现上有

喷淋降尘、下有智能冲洗、雨水按需收

集、污水全部处理。

合新高铁淮河特大桥全桥贯通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11日电 （记

者付丽丽）记者 11 日从水利部获悉，

受长江上游来水及库区降雨影响，三

峡水库 11 日 18 时入库流量达 50000

立方米每秒，水位涨至 161.10米，依据

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

定》，达到洪水编号标准。水利部长江

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正式发布：“长江

2024年第 2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成。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

李国英要求，加强水工程科学调度，充

分发挥水库群拦洪削峰错峰作用，确

保防洪安全。

11日，水利部组织防汛会商，分析

研判雨情水情和防御形势，安排部署长

江洪水防御工作，及时启动应急响应。

水利部和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前

启动并维持针对四川、重庆、湖北洪水

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和安徽、江西、湖南

洪水防御Ⅲ级应急响应，细化部署长江

上游洪水应对，以及中下游高洪水位期

堤防巡查、应急抢护和人员转移避险等

工作，提醒地方紧盯险工险段、薄弱堤

段、历史曾出险段等风险点。

同时，加强滚动预测预报预警。

密切监视长江流域汛情发展，滚动分

析预报洪水过程和峰量变化，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为水工程调度和防洪抢

险提供有力支撑。每日“一省一单”

靶向预警，指导地方做好水库安全度

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

工作。

长江发生2024年第2号洪水
科技日报北京7月 11日电 （记者

操秀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1 日发布

《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并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内容。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

长孙书贤在会上介绍，我国率先提出并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目前，全国共划定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大约 15 万平方公

里，绝大多数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都已经纳入红线，在

海上形成重要的蓝色生态屏障。

从2019年开始，自然资源部会同生

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结合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开展了生态保护红线的

划定工作。“在划定过程中，我们坚持‘应

划尽划’和‘实事求是’相结合的原则，基

于海洋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将生物多

样性维护、海岸防护等生态功能极重要

区，海岸侵蚀等生态极脆弱区优先划入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孙书贤说，红线还

涵盖了大多数没有开发利用的无居民海

岛以及海洋珍稀濒危物种分布区、候鸟

迁徙路径栖息地和重要渔业资源产卵场

等，对于海洋生物的栖息、洄游以及鸟类

迁徙等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保护作用。

为了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

自然资源部还与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

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规范了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具体类型和

管理要求，以及国家重大项目占用的具

体情形和审批程序，明确了生态保护红

线的部门监管职责。在这个基础上，各

省市结合各自实际，综合考虑原则性和

灵活性，细化出台了更具地方特色、更具

操作性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孙书贤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地方

的协同联动，定期开展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成效评估，加大宣传力度，强化社会

各界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意识，凝聚社

会力量共同守护好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据悉，《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白皮书正文包含 7 个部分，分别是构建

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统筹推进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治理海洋生态环

境、科学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加

强海洋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提升海洋绿

色低碳发展水平、全方位开展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国际合作。

全国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约15万平方公里

科技日报深圳7月 11日电 （记者

罗云鹏 通讯员谢梁晖）记者 11 日从哈

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获悉，该校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张倩教授、毛俊教授团队

在塑性热电材料领域取得新突破：他们

发现铋化镁单晶在室温下兼具出色的

塑性变形能力与优异热电性能。相关

成果 10日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上。

热电材料能够利用泽贝克效应和珀

耳帖效应，直接实现热能与电能的相互转

换。毛俊介绍，传统高性能热电材料多为

无机半导体，在弯曲和拉伸状态下易发生

断裂。而有机半导体材料通常具有良好的

变形能力，但热电性能普遍低于无机材料。

为解决这一难题，研究团队制备出

厘米级高品质铋化镁单晶。团队研究发

现，铋化镁单晶在面内方向压缩应变超

过 75%，拉伸应变高达 100%，这一数值

相较传统热电材料高出一个数量级，且

超过部分具有类似晶体结构金属材料。

“铋化镁单晶可以在室温下轻松实

现弯折、扭曲等多种类型的塑性形变。”

张倩介绍，优化后的铋化镁单晶在室温

下还表现出优异的热电性能，优于目前

的塑性半导体材料。

据介绍，该种塑性热电材料可用于

开发柔性热电器件，主要面向人体体温

发电与体温控制等应用场景。

新材料兼具出色塑性变形能力与优异热电性能

科技日报重庆7月 11日电（记者

雍黎）记者 11 日从重庆大学获悉，该校

附属三峡医院印明柱教授团队首次构建

了最大规模的泛癌种脉管系统全息细胞

图谱，为充分理解肿瘤血管生成的复杂

过程提供了全景视角，同时为临床肿瘤

精准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相关成果在

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

“肿瘤的发生与进展和血管的生

成息息相关。”印明柱解释道，血管像

人体内的交通系统。肿瘤作为侵略性

疾病，就是靠着血管运输营养得以增

殖及转移。不过肿瘤到底是如何作用

于脉管系统，脉管系统在各个癌症中

的特点如何，这是业界一直关注的焦

点和研究方向。

得益于近年来单细胞测序技术的

发展，研究人员能够以前所未见的分辨

率研究生命的基本单位——细胞。相

比影像学技术，单细胞测序技术能够更

为清晰直接地“告知”疾病机理。印明

柱介绍，团队收集解析了人类 31 种恶

性肿瘤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数据，对泛肿

瘤微环境中血管内皮细胞、淋巴管内皮

细胞和血管周围细胞的共性与特性功

能分群进行了深入剖析，清晰阐释了肿

瘤诱导血管生成各个阶段主要组成的

细胞类型及功能特征。

“单细胞测序平台主要依托于我们

建立的医学数据中心。此平台主要负

责将单细胞测序技术和大数据进行结

合，从而绘制出泛癌种脉管系统全息细

胞图谱。”印明柱告诉记者，这相当于为

研究肿瘤提供了“数字档案”，各个肿瘤

的发病机制、诊疗靶点以及肿瘤演进特

征都能一一查到。

通过单细胞测序技术，他们还发现

肿瘤诱导的血管在出芽起始阶段出现

尖端细胞，研究这类细胞的占比可以知

道抗血管生成治疗效果。“这些研究成

果可以为肿瘤精准化治疗提供科学依

据。”印明柱说。

印明柱表示，团队正在根据以上研

究结果，全力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工作，

为进一步推进抗血管生成治疗疗效的

评估与临床应用奠定基础。同时，团队

正在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欧洲科

学院院士费伦茨·克劳斯开展合作，双

方将共同推进阿秒脉冲技术在肿瘤微

环境异质性研究中的应用，为肿瘤早期

诊治提供新方法。

最大规模泛癌种脉管系统全息细胞图谱构建
可为人类 31 种癌症提供“数字档案”

科技日报讯 （徐光达 杨湛 记者张强）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洞庭湖一线堤

防决口完成封堵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继续坚守一线，动用“龙吸水”水泵

车等大型机械担负团洲垸排水任务。截至 7月 10日 16时，官兵已累计抽水近 20

万立方米。

图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正在进行排水作业。 崔健摄

排涝进行时排涝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