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村级全科农技员“赶考”
科技日报讯 （记者范建）日前，北京市 7 个区县 567 名村级全科农

技员分赴密云、通州、延庆、大兴四个考场，“赶考”职业技能鉴定。

北京市农业局组织实施的全科农技员的职业技能鉴定，是针对农

艺工、植保工、果树园艺工、蔬菜园艺工、家畜饲养工及农业技术指导员

等 6个工种。分理论和技能操作考核两部分，理论采用闭卷方式；技能

进行现场实际操作。成绩皆达 60分以上为合格。

据市农业局介绍，这是针对 2010、2011 年上岗且在区县连续两个

年度工作考核合格的村级全科农技员，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要求，结合全

科农技员从事的行业开展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合格者颁发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通过率力争达 65%以上。

通过组织技能鉴定，检验工作效果、培训效果，推动村级全科农技

员由传统农民向职业化、专业化迈进的新型农民逐步转变，以推动北京

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

家住密云县古北口镇龙洋村的张丽亚女士是 2011 年第一批通过

职业技能认定的乡土型农业人才。50 岁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取得证书

后的三个变化，个人在村民中的认可度提高了；可把学到知识运用到实

际生产中；通过学习认识了更多行业专家，第一时间得到解决方案，成

了村民的主心骨。去年 3 月村里大棚菠菜有卷叶问题，张女士联系密

云县推广站专家，专家支招，村民足不出户就把棘手问题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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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但他三十多年

来一直工作在我国地质、地球科学研究的最

前沿，他的科研成果令世界地质学界刮目相

看，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并被应用于矿产资

源实践……他就是我国著名前寒武纪地质与

变质地质学家翟明国。

献身地质 解码地球
翟明国，1966 年高中毕业于北京人大附

中后，在新疆作为知青牧马 5 年，1976 年毕业

于素有“中国地质学家摇篮”的西北大学地质

系，后以优异的学习成绩留校任教；1979年考

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先后

获得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2 年起至今在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博士导师，

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曾任中国

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矿产

资源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矿物资源探查中

心主任等职。

翟明国主要从事前寒武纪地质和变质地

质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系统的创新性成果。

他先后参加、主持过国家、中科院和国家基金

委的多项研究课题，主持并参加了与美国、英

国等多个国家的多个国际合作项目。担任 9

个国家与部门的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委员；4 所中、美大学的兼职教授

和科学顾问。他担任《岩石学报》主编，以及 2

个国际学术刊物和 10 个国内学术刊物的副

主编、编委；国际冈瓦纳研究会执行委员（中

国委员会主席）、国际榴辉岩委员会委员以及

3 个中国一级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

长。他发表论文 200 余篇，主编和参与写作专

著（论文集）29 部，科技报告 9 部；SCI 文章引

用 4000 多次。作为主要参加者获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二项、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

二等奖两项和部级奖二项。

在繁忙的研究之余，翟明国为培养年轻

科技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时刻不忘作为

一名科学家的历史使命，义务向小学生、大学

生、市民、党员干部进行科普宣传，他的“解读

46亿岁的地球”、“地球的命运”、“详解华北克

拉通”等科普报告在社会上获得关注和好评。

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科教兴国、传播正

能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自强创新 国际翘楚
十几年来，翟明国一直致力于华北克拉

通早期陆壳形成与演化问题的研究，取得了

重要的研究成果。华北克拉通是我国面积最

大、形成演化时代最长、变质最强烈的稳定陆

块，也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和特色的克拉通

（克拉通-长期稳定的古老陆块）之一。早期

大陆形成是国际研究的前沿热点，是认识地

球形成和演化的关键研究课题。

翟明国及其研究团队在 1991 年，发现了

形成于 19 亿年前的高压麻粒岩和退变榴辉

岩，并提出了华北克拉通中北部地区早前寒

武纪大陆碰撞的初步构想。这一重大构造的

起始时间提前了约 8—9 亿年，改变和修正了

对早前寒武纪地壳的传统看法。这一发现引

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多个研

究小组先后加入研究，形成了一个非常突出

的研究热点。这项研究成果不仅证实了华北

克拉通中部存在早元古代的碰撞构造过程，

为华北克拉通内部构造单元的进一步划分和

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国际学术界研究

早期板块构造的特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地质

依据。

翟明国还以此发现为契机，采用最新的

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的研究方法，针对华北克

拉通前寒武纪地质演化开展了多方面研究。

在华北克拉通早期陆壳的形成（27—25 亿年

前）、克拉通的形成（25—18亿年前）和随后的

演化（18—16 亿年前）等方面有着重要发现，

并作出了系统性成果，为准确认识华北克拉

通地质演化的规律及其在全球克拉通形成演

化中的特殊意义作出了实质贡献，成为我国

地质科学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领先研究领域

之一，受到了国际地质学界的高度评价。

基于上述成果及其在国际上的重要影

响，翟明国于 2002 年经国际地科联构造委员

会、美国地质学会和中外著名科学家的联名

推荐，作为主席主持召开了第 1 次在中国举

行地质界高层级 Penrose 学术会议，题目是

“前寒武纪高温高压麻粒岩——理解早期板

块构造的钥匙”。这次会议推动了我国前寒武

纪地质学走向了世界。国际地科联构造委员

会等的联名建议书中指出：“翟明国和他的研

究组在华北克拉通报道了高压麻粒岩地体，

这是过去 10 年来前寒武纪地质学最重要的

进展。”

锲而不舍 伫立前沿
翟明国在工作上是一个永远不知道疲

倦的人，他的另一个重要学术贡献是首次在

华北克拉通建立了目前世界上最完整的前

寒武纪下地壳剖面，进一步阐明了地壳垂向

分异对大陆稳定化（克拉通化）的贡献，系统

归纳了华北克拉通早期陆壳形成的特殊规

律，创新地提出多阶段克拉通化概念。通过

对比研究指出，华北东部大部分下地壳在中

生代被置换，并引发了大规模金矿成矿作用

的结论。他的研究组以独特的视角深入研究

了华北克拉通 18 亿年前基性岩墙群及相关

裂谷岩浆岩系，发现了该期基性岩墙群的放

射状几何学分布特征，确定了岩浆序列，建

立了古老的大火成岩省，提出了地幔柱成因

模式，明确其代表裂解事件，为恢复和确定

华北克拉通在超大陆格局中的位置提供了

关键依据，通过岩墙群提出华北曾与印度古

陆相连。大型基性岩墙群（尺度 300km 以上）

是认识大陆板块聚合离散的非常有效和重

要的途径，对于在其他方面的地质记录严重

不足的前寒武纪来说特别重要，受到国际学

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视为是古陆块对比和超

大陆重建的重要指标。

有志者事竟成。通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

翟明国的重要成果，系统构建了华北克拉通

的形成、稳定和早期裂谷和裂解过程，深刻刻

画了华北克拉通早前寒武纪地质演化的基本

规律，揭示了华北克拉通的特殊性对早期大

陆形成的重要意义，为进一步理解前寒武纪

大型、超大型矿产资源的分布规律提供了理

论依据，为早期大陆形成演化和构造体制增

添了新的科学内涵，推动了世界前寒武纪地

质研究，提升了我国前寒武纪地质学的国际

地位与影响。

研以致用 家国情怀
作为一位地质科学家，翟明国有着深厚

的家国情怀，他始终把科学研究和国家的矿

业建设紧密联系起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的固体矿产资

源保障程度出现了快速下降的趋势。对此，他

针对我国东西部地区矿产资源特点、深部矿

的勘查难题、矿产开发和利用现状、亟待解决

的问题以及跨国矿产资源开采中的问题，带

领科研团队建立起长期的科学实验基地，开

展了全面的基础研究、找矿勘查、采矿冶炼、

高新技术产品开发等一系列研究，逐渐形成

了政府搭台—科研引路—地勘先行—企业唱

戏的新型工作模式，以科技创新带动地方经

济的发展。

翟明国始终把大陆演化研究与固体矿产

资源的研究结合起来。作为建议人、专家组成

员以及首席科学家，他直接参加了 3 项国家

重点基础研究项目（973）和 3 项中国科学院

重大和方向性创新项目。

在国家“973”项目“华北克拉通前寒武纪

重大地质事件与成矿”研究中。

他以华北克拉通前寒武纪重大地质-成

矿事件序列为主线，用“比较矿床学”和“成矿

系列”理论和方法，紧抓华北克拉通前寒武纪

地质演化特点和“暴富暴贫”成矿现象，瞄准

优势矿产（Fe、REE、B、Mg等）的成矿作用，研

究成矿元素巨量迁移-聚集的机理，阐明华

北克拉通前寒武纪主要矿床类型、成矿规律，

建立成矿模型，从而实现找矿突破。同时对国

外重要而华北不发育的弱势矿产的原因进行

探讨，对其前景进行科学评价。在这项研究

中，翟明国不仅发展前寒武纪成矿理论，研发

有效的地球物理勘查技术，而且建立预测区

深部隐伏特色矿床的地质-地球物理勘查模

型，在成矿有利区带进行找矿勘查示范，圈定

找矿靶区，对华北前寒武纪矿产作出资源潜

力评价。

他还在项目中提出：“成矿作用是地球演

化的物质记录，矿产具有随大陆演化而演化

的不可重复的演化规律，形成了随地质时代

而异的成矿系统”的学术观点，被国际 Elsevi-

er科学刊物出版系统要求撰写焦点特邀综述

文章，由作者选择有影响的国际刊物刊登，引

起了很大反响。

每当谈起以往的成绩，翟明国院士总是

客观地评价自己，他说，“现在已经进入大科

学时代，更需要合作研究和团队精神，任何科

学研究的成果都是协作奋斗的结果。科学技

术的创新需要领军人物，更需要团队其他成

员的工作和贡献。”他在不同场合高声疾呼和

建言建策，呼吁发扬勇于奉献的科学精神，呼

吁高尚的科研道德和社会责任，反对科技人

才商品化，期盼中国迅速成为科学强国，为中

国梦实现贡献力量。

物含妙理总堪寻，正是这种合作的团

队精神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使得翟明国院

士 和 他 的 科 研 团 队 不 断 攀 登 新 的 科 研 高

峰。 （李芳）

志 在 地 学 万 里 程
——记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翟明国

北京平原造林获长足进展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2013 年北京平原

造林工作成效显著，完成造林 36.4 万亩。这

是 2013 年 12 月 27 日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

悉的。

据了解，2013年平原造林工作，重点是在

平原造林中坚持以城市发展新区为主体、以

生态涵养发展区为补充的建设原则，按照把

树种在最显眼、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效果最显

著的地方的要求，优先利用拆迁腾退地、废弃

砂石坑、荒滩荒地、废弃鱼池坑塘藕地和沙荒

地，严格落实“两环、三带、九楔、多廊”的平原

造林总体空间布局规划，力争构建大尺度、大

规模、有特色的城市森林景观。通过科学规

划、科学建设、科学管理，植树1705万株，平均

成活率达到95%以上，超额完成了北京市确定

的 35万亩目标任务。到 2014年，北京平原造

林将达百万亩。

■一片绿叶

金山电缆获十项专利授权
科技日报讯（宋义）近日，天津金山电线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又取得新进展。2013 年初申报的“一种

机车车辆 3kV 以下电压用绝缘电缆”等 10 项

实用新型专利，现已获得国家授权。

截至目前，金山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已拥有各类专利 73 项，适用于铁路机车、地

铁隧道、建筑、电气装备、矿山、石油钻探，以

及开采、船舶、光伏、核能、环保、新能源等多

个高新技术领域，其拥有的一批自主知识产

权和核心技术，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技术保证。

中国航天集团育种中心工作人员近日来到中国娄

底航天育种示范基地，向湖南娄底响莲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雪斌送交了一批太空种子。这批搭载

“神州九号”在太空育成的种子，包括太空红皮南瓜、太

空特大南瓜、万寿菊、孔雀草、金鱼草、长春花、醉蝶花、

麦杆菊等。

中国娄底航天育种示范基地的航天蔬菜除了能提

高单位亩产外，品种的抗病菌能力和口感都强于普通

蔬菜。到目前为止，中国航天集团育种中心共向该基

地免费提供了包括“响莲葛 1 号葛参”（俗称“葛根”），

“响莲 1 号”、“新汴椒一号”、“春研九号”、“火星 13”等

四个辣椒品种，“宇航二号”、“红粉知己”、“查尔斯”等

三个西红柿品种，“国茄 1 号”、“深丰 1 号”等两个茄子

品种，“天佳一号”、“烟航三号”、“优质白黄瓜”等三个

黄瓜品种，及“圆球紫甘蓝一号”，“西兰花”，“香莴笋”，

“圆球紫甘蓝一号”，“西芹”，“耐热大白菜”等 21 个蔬

菜品类的 42个蔬菜品种和 7个花卉品类。

响莲实业是一家集农业“葛参”种植、航天育种、

农产品深加工为一体的湖南省省级民营农业产业化

企业。7 年前，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在当地因资助

了三百多名贫困学子而被孩子们称为“响妈妈”的致

富带头人——响莲实业董事长陈响莲带领村民开始

种植葛参，成立了响莲实业公司。陈响莲采用“公

司+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请来农业种植技术人员

手把手教村民进行葛参及航天蔬菜品种的育种管理

和栽培技术。地处山区的娄底市岩口镇金星村的

560 户村民靠种植葛参逐渐富裕起来。以葛参种植

面积为例，为了提高当地葛农的种植积极性和保护

葛农的利益，响莲实业采取高于葛参市场价 60%的价

格实行回购，仅此一项，葛农的亩产收入相比种植其

它经济作物而言，便增收 2000—3000 元；短短两年多

的时间里，便带动周边村镇 2000 多农户种植葛参，葛

参种植面积也由最初的 300 多亩发展到如今的 5000

亩，在此基础上，响莲实业率先引进全国先进的“超

微破壁”技术，建起了 16000 平方米的葛参产品深加

工车间，其中主打的“航天生态养生葛参养生面”因

其细滑爽口、健康生态、极具养生功效。

特 色 农 业 显 活 力
□ 吴晓智

“保护母亲河行动”植树450万亩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保护母亲河行

动”自 1999 年启动至今，已组织青少年累计

植树 450 万亩，在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及

其支流沿线种植了大量水土保持林、水源涵

养林，还有为数众多、遍及各地的青少年纪

念林等。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说，“保护母亲

河行动”不仅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

具体行动，还是引导亿万青少年全方位参与

国土绿化的重要载体，今后，国家林业局将一

如既往地支持和参与其中，并从人、财、物等

各个方面，积极探索与行动的结合点，把这项

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推向新高潮。

据悉，“保护母亲河行动”是一项大型生

态环保公益活动，由共青团中央、全国绿化委

员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国家

林业局等 8家单位共同发起实施。

▲响莲实业出品的“优质白黄瓜”
◀基地试种的西红柿品种“早丰”硕果累累

雾霾是由大气中的颗粒物和污染气体造成

的区域性污染现象，与气象条件和污染物排放

紧密相关。雾霾的频发对城市大气环境、群众

健康、交通安全和农业生产等带来的影响日益

显著。部分严重的雾霾天气一旦形成往往很难

消散，持续性雾霾天气还会带来较强的社会负

面影响。

2013 年 12 月，全国 20 省市遭雾霾，京津冀

长三角尤其严重，重污染区几近连成片，全国有

104 城市空气被重度污染，中央气象台发布了

自有霾预警以来的首个橙色预警。

多项研究表明，SO2、NOx在大气中的氧化

物，是城市大气灰霾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大

气灰霾污染来自大气中颗粒物细粒子的消光作

用，气象因素是外因，大气污染是内因。不同国

家和城市每种污染源产生的污染物不尽相同，

但是，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及技术进步改变了一

些类型污染源的比重。城区的机动车正在快速

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污染源。交通源在大

气二次颗粒物的来源中占绝对优势，而城市交

通对污染贡献值达到 1/8。交通源引起的大气

污染，对公共健康负面影响的严重度堪比交通

事故，并随着空气中 NOx和 VOCS浓度的增加，

SO2粒子氧化、成核速率显著提高，加速雾霾天

气的形成。

清 华 大 学 — 剑 桥 大 学 —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低碳能源大学联盟未来交通研究中心，是由

国 际 性 的 多 学 科 专 家 教 授 组 成 的 核 心 研 究

团队。

该团队利用移动监测车的分布式综合交通

环境数据分析监测平台，深入探索空气污染尤

其是大范围雾霾的成因、演变过程,影响因素和

治理途径，并从城市特征、交通状况、气象条件

等多个角度探索空气严重污染(雾霾现象)的形

成机理，为制定雾霾天气和极端气象灾害的综

合应对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建设大

中城市交通拥堵、空气环境和极端气象灾害(雾

霾)的监测、预报预警的物联网体系，利用先进

的交通仿真技术，调控交通拥堵和缓解汽车尾

气排放带来的空气污染，改善城市空气环境质

量，提高城市居民健康水平。

目前，初步研究成果已为有效监测、准确

评估、合理预测道路微环境污染水平提供有效

途径，为正常日与霾污染日公众出行行为、人

体健康预警提供科学建议，对于研究城市交

通、典型道路环境、人居环境的动态模拟、交

通污染物扩散过程推演的研究具有理论指导

意义。

专家联手探索雾霾治理
□ 本报记者 束洪福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一粒牡丹籽

油可能优化国民膳食结构,并减少对进口食

用 油 的 依 赖 。 2013 年 12 月 26 日 ，在 山 东 菏

泽 召 开 的 全 国 油 用 牡 丹 产 业 发 展 专 家 座 谈

会上，中国油用牡丹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育材

提出,要从战略高度把油用牡丹产业发展纳

入国家植物油料产业规划，要从政府角度加

大对油用牡丹产业的扶持力度，科学规划，

使 该 产 业 规 范 有 序 地 发 展 ，要 加 强 科 技 创

新，加大良种推广力度，要着手制订各项标

准化指标，特别是牡丹籽油及其衍生品的标

准化制订。

李育材介绍,油用牡丹耐干旱、耐瘠薄、耐

高寒,具有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等功能，是兼备

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植物。

据了解，卫生部已正式批准牡丹籽油作为

新资源食品，国家林业局将菏泽列为全国油用

牡丹生产基地试点区，该市正在打造全国最大

的油用牡丹种植基地和具有鲜明特色的牡丹

产业集群。目前,菏泽拥有牡丹品种 1237 个,

栽 培 面 积 达 46 万 余 亩, 各 类 生 产 销 售 企 业

1000 余家,已开发出牡丹籽油、牡丹花茶、化妆

品、工艺品、牡丹酒等系列深加工产品,产值突

破 10 亿元。

菏泽市市长孙爱军说，菏泽牡丹栽培历史

悠久，明清时期已久负盛名。近年来，菏泽市不

断扩大牡丹产业基地面积，拉长产业链条，牡丹

产业正由单一的观赏、药用逐步走向深层次、多

领域、全方位开发的综合利用之路，下一步将进

一步加大扶持推动力度，扩大基地规模，培育龙

头企业，推进深加工产品研发和广告策划、市场

营销，加快打造全产业链条。

据悉，菏泽尧舜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

年可为社会提供高端食用油 40 万斤。尧舜牡

丹产业园将形成年产牡丹籽油 2000多吨、牡丹

胶囊 2.4亿粒、牡丹茶 50余吨的能力。

油用牡丹产业大有可为

18起违法占林项目被督改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2013 年 12 月 25 日，国家林业局通报了浙江

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在甘肃省永昌县非法占用国家级公益林地

62.9534 公顷；中铁十八局兰新铁路甘新段 LXS-5 标段项目部在青海

省大通县非法占用国家级公益林地 9.8257 公顷；中石油陆南公司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非法占用地方公益林地 3.3994 公顷等 18 起严

重违法占用林地项目。

“对于此次公布的 18起严重违法占用林地项目，将重点督办，督促

整改。”国家林业局表示，对林地管理问题严重且整改不到位的县，取消

所在省使用国家备用定额的资格，暂停该县所属市（地、州）占用征收林

地项目审核审批。同时，对于涉嫌犯罪的要坚决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并

跟踪最终处理结果；对于负有行政责任的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要依

法依纪严肃处理；对问题严重的地区，要协调有关部门追究县级人民政

府有关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据了解，2013年，根据国家抽查和地方自查合计，共查出违法违规

占用林地面积 124692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