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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农村科技司特约

■科技特派员群英谱

海南“安康”水，汩汩清泉润心甜。

海南省政府从 2012年开始启动“膜法”

农村饮水安康工程，并将其列为“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十件实事”之一，计划在 2015年之

前，借助超滤膜净水技术在全省 204个乡镇

建造或改造超滤水厂，让海南全省农民喝

上安全健康的饮用水。

眼下，海南省农村饮水工程建设正在

有条不紊的推进之中。

农村饮水“安康”难

海南不缺水，但四面环海，长期以来，

海水淡化受成本、技术等因素的制约，大部

分沿海乡镇的饮用水是较大难题。

在澄迈县永发镇龙楼村，2005 年该县

水务局帮助龙楼村打了一口井，又安装管

网将井水送到村民家中，由于是浅层地下

水，不能满足村民用水需求；2008 年，又钻

了一口 310 米深的井，由于村民分散居住，

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随意排放，浅层地

下水容易受到污染。卫生防疫部门取样检

验发现，村民饮用水水质不达标。饮水难

题，一直困扰着龙楼村 1600多名村民。

在海南省文昌市会文镇宝峙村，“从水

井打出的水，放一会儿，就变红了，必须要烧

开了喝。而且不管是烧开水的锅，还是保温

瓶，里面都有厚厚的水垢”，村民梁爱凤说，

“村民一直盼望能饮上卫生甘甜的洁净水。”

不缺水、不缺投入，有水喝但是喝不好，“温

饱”容易，“安康”难，成了当地的一块“心病”。

“膜法”工程得民心

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灵山镇的咏塘村，

村民仅 40 余户，但这个不起眼的村庄却接

待过来自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国家多个

部委的官员，“秘密”就藏在村口一座不足

10平方米的净水站里。

截至 2012年 3月，这座净水站已安全运

行8年，累计为村民提供87600吨安全健康的

饮用水。这种饮用水采用超滤膜技术过滤，

品质相当于未被污染的山泉水。在供水站建

立之前，咏塘村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水库水

源，家家户户都用手压井取水，卫生防疫部门

取样检验发现，村民饮用水水质不达标。

海口市水利局和科技局在2004年3月选

用一种无塔超滤膜技术，不用机械动力，不添

加化学药剂，不需要专人管理，只需一个小水

泵，一个装有超滤膜的过滤器，就让村民饮用

上安全的自来水。这种“超滤水”去除了水中

的铁锈、胶体、泥沙、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

保留人体所需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村长李荣忠介绍说：“平时把水站的门锁

住就可以了，全自动的，一点不费事。这么好

的水质，每个家庭才花几块钱，农民用得起。”

根据《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

规划》，海南省提出 2012 年至 2015 年实施

“膜法”农村饮水安康工程，力争将海南建成

我国农村安全饮用水示范区，把澄迈县列为

“海南省‘膜法’农村饮水安康工程示范县”。

“ 安 康 =安 全 +小 康 ”。 截 至 2013 年

底，海南省共完成了 268宗饮水改造工程，

惠及 40万人；52所学校直饮水工程，受益师

生约 5万人。据测算，项目实施区喝上洁净

水可使与肠道有关传染病等发病率降低

47%，户均节省医药费 207 元。预计到 2014

年初，“膜法”农村饮水安康工程将解决

60.218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占海南

省不安全饮水总人口的 42.9%。

让农民喝上“安康”水

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我国首次大规

模使用了直饮水技术，其关键技术就应用

的是海南的立昇合金超滤膜。世博直饮水

设施为上海世博会 7300多万中外游客提供

了大约 15万吨直饮水。

在全球最大的超滤膜生产基地——海

南立昇，这种神奇的“膜”是一根根细细长长

的中空塑料管，脏水从管子一端流进去，管

壁上就“魔法”般渗出干净的水，据了解这种

膜丝的管壁上布满肉眼无法看见的微孔，直

径仅有十万分之一毫米大小，水分子可以透

过膜孔，而水中污物则被截留下来，达到对

水净化的目的。据了解，这种技术是国家

“十五”科技攻关成果，先后荣获国家“重点

新产品证书”、海南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和“中国膜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等。该技术已成为我国自来水新一代水处

理工艺的核心技术，以它为核心的第三代自

来水处理工艺能使出水质量达到国家新的

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的全部106项指标。

“膜法”农村饮水安康工程就采用了这种

核心技术。该工程将“超滤”与“低压自动调节

供水系统”两项关键技术结合应用。超滤膜能

去除细菌、病毒、贾第虫、隐孢子虫、红虫等，使

农民告别脏水，喝上优质水；而低压自动调节

供水系统能大幅度降低改水、用水成本，使农

民建得了、用得起，解决自来水入户难的问题。

针对海南各地不同的水质情况，工程

中，采用了不同的预处理技术，针对铁锰超

标、含氟水、苦咸水等特殊水质都有专门的

预处理措施，处理之后再进入超滤膜过滤。

“这种超滤膜，膜的过滤孔径是 0.01 微

米，是头发丝的万分之一。如果说细菌像篮

球，而超滤膜上的孔洞就像乒乓球，在洁净水

渗出的同时，超滤膜把原水所携带的所有细

菌和杂质都挡住了。”在施工现场，国家“十二

五”重大科技专项水专项专家陈良刚拿着一

根纤细带孔的乳白色空心塑料管介绍说。

自来水厂的传统工艺是“混凝—沉淀—

砂滤—氯消毒”，这套工艺的过滤精度较低，

消毒剂和混凝剂的使用量较高。农村地区

原水比较复杂，处理后经常达不到新国标

106项的要求。“超滤膜能通过纯物理的过滤

方式，和其他工艺结合处理，使原水的有害

物质被去除，达到直饮水标准。新工艺使自

来水厂的面积可减小 50%以上，水厂产能提

高 3%—5%。由于自动化程度高，适用于技

术力量缺乏的农村地区；使用药剂少，安全

绿色，日常运行成本还低于传统水厂，是农

村饮用水处理工艺的较佳选择。”陈良刚说。

陈良刚说，根据不同集中居住地人口规

模，超滤设备可“积木”搭建，小到每天几立方，

大到每天几十万立方，小到户，大到村镇城市，

都可用超滤技术兴建不同规模的水厂。这些

全自动运行的净水设备，借助物联网技术，主

要运行参数都会实时通过无线通讯模块将数

据发送到数据中心，技术人员坐在办公室就能

直接了解到所有净水站的运行情况。当出现

异常时，可以及时发现并做出反应，解决了农

村水厂技术维护力量不足的问题。

汩汩清泉润心甜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在农技推广工作的二十年里，高级农艺师周爱

兰常年奋斗在农业科技第一线。周爱兰是定西市领

军人才，1992年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分配后

一直从事农业技术的引进、开发和推广工作。

1999年，单位筹建植物组培室，她作为组培室主

任，从资金筹措到设备引进和技术研究开发，她都身体

力行，放弃所有的节假日。由于长时间的疲劳和实验室

工作，得了视神经疲劳症，遇长时工作，眼睛酸疼肿胀。

她说：“现在还年轻，是奋斗创业的时候，趁年轻

应该有所作为，不然就会一事无成的”。由于她的出

色工作，组培室工作开展顺利，当年收回投资成本。

马铃薯产业是定西市的主导产业，近几年发展很

快，种植面积猛增，种植水平明显提高，但由于传统品种

市场不对路，种植效益低下，专用型加工品种市场随着

国外食品公司的进入和国内休闲食品的开发供不应求。

周爱兰先后多次到中科院、甘农大、省农科院请

教专家，学习技术，掌握了先进的组织培养快繁技

术、无土栽培技术和植物脱毒技术等生物工程技术。

她说，新时期农业技术推广已不再是原先的“教

给农民干”而是变为“干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科技人员要帮助农民致富，首先自己的技术要使自

己富起来，以真实的、鲜活的、典型的事例，示范、带

动技术的全面推广普及。

周爱兰创办了“甘肃爱兰马铃薯种业有限责任

公司”成为全市第一家由农业科技人员创办的民营

科技企业，年产值 8000万元。公司创立十年来，引进

选育 8个专用型马铃薯新品种，生产原种 4.0亿粒，据

估算累计推广马铃薯一级种面积 1500 万亩，增产马

铃薯 750 万吨，新增纯收入 75 亿元。基地每年安置

下岗职工和农民工 450 人以上，支付工资 600 万元以

上，年培训农民 3600人次以上。

公司现为甘肃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

甘肃省内安定、通渭、渭源、临洮、陇西、靖远不同气

候类型区拥有标准化生产基地及示范基地。

由于周爱兰良好的信誉和可靠、成熟的技术，已

成为全国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供应的重要来源,种薯

销往全国各马铃薯主产区和甘肃省内马铃薯产区，

订单数量逐年增加。目前公司发展进入快车道，各

级种薯和商品薯已以“订单农业”模式，与农户建立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

周爱兰也先后被授予“国家西部大开发突出贡献

个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特派

员”、“市巾帼创业明星”、“市巾帼创业带头人”等，她

先后主持和参与完成农业科研及推广项目七项，一项

获省丰收二等奖，一项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定西的巾帼创业明星
——记甘肃科技特派员周爱兰

去年底，华东地区便遭遇有史以来严重的持续性

雾霾天气。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机动车尾

气排放。随着国家新一轮新能源汽车试点城市政策

的公布，推广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辆将成为后

期调整能源结构、低碳减排的好途径。新一轮的试点

城市推广时间非常紧张，推广新能源车辆离不开基础

设施，这就决定了车辆和基础设施投资成本低、适合

大批量推广、节能效果优异的新能源公交系统解决方

案将成为后期市场竞争中的胜出者。

日前，记者参加了苏州吴江城市彩虹公交与新

能源企业宇通联手举办的“睿控体验周”活动。随着

1 辆搭载宇通最新发布核心电控技术平台——“睿

控”的插电式混合公交 ZK6120CHEVNPG4 开始试

运营，苏州 91路公交线终于找到了一个投资成本低，

节能效果优异的产品方案。

为了让检测的数据更精准，这辆宇通插电式混

合公交试运营车，严格按照吴江城市公交 91 路线路

实际线路模拟运营：负载 5.5吨、插电试运营（首末站

单边充电）3天，每天运营 280km，由吴江城市彩虹公

交六位驾驶员轮流试驾，并严格按照吴江城市彩虹

公交 91路线路发班时间和停靠站运营。

记者看到，此次试运营的宇通插电式混合动力

采用 380v 交流充电，30—40 分钟可充满电，充电桩

设置在公交首末站，无需集中建充电站，场站的 380v

工业用电即可充电，充电方便快捷。驾驶员利用到

站时间充电即充即用，不影响车辆运营。充电桩还

具有刷卡计费、对接监控平台等功能。

基于宇通提供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运营方案，

充电场站建设只需对公交首末站进行改造、增设充电机

和防雨棚便可。按交流充电桩1—2万元计，91路线路

18台车辆按照3:1设置充电桩，仅需在首末站两端各设

置3台充电桩，可满足需求，基础设施平均到每台车辆

仅5000元，具可行性大，基础设施投资成本低等优点。

经过3天的试运营，首末站单边充电数据显示为百

公里气耗18.29kg，实现节能43%，若采取首末站双边充

电，节能率将超过50%，综合运营成本低至1元/公里，而

PM值则可以降低90%；以此计算，如果将目前91路18

台常规混合动力车辆换成宇通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辆，那

么91路每年成本可节约51.19万元左右。

记 者 了 解 到 ，该 台 宇 通 插 电 式 混 合 公 交

ZK6120CHEVNPG4试运营车，采用复合电源：max-

well超级电容和13kwh锂电池，搭载了宇通最新发布的

睿控技术系统。电控系统是一台混合动力车辆的核心，

宇通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基于前期销售的6000多台成

熟稳定的混合动力系统基础开发，通过不断优化升级，

是目前市场销量最多，节油效果最明显的混合动力系

统，具备发动机低速电驱动、怠速停机、一键开启纯电动

等功能，优化发动机工作区间让发动机时刻处于高效

区，怠速停机适合频繁启停和拥堵的城市公交工况，可

低速静音且节能效果明显。这就是宇通插电式混合动

力车辆之所以能够实现如此高的节能效果的原因所在。

经过此次试运营，吴江城市公交负责人表示，对

睿控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车的优异表现，以及如此

低的运营成本和基础设施投资让他们很心动，也对

后期推广新能源车辆的效果充满了信心。据悉，今

年雾霾所带来的防治大气污染压力，也在倒逼着吴

江城市公交车加快升级公共交通系统，大力发展新

能源公交。吴江城市彩虹目前约有 70%车辆为混合

动力公交车，下一步还计划逐步取消能耗较高的柴

油车，大力推广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车。

为了公交车节能抗霾
——宇通睿控体验周小记

□ 方 芳 本报记者 宋 莉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三项林业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科技日报讯（王建兰 胡利娟）在前不久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上，由国家林业局推荐的 3 项成果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至此，全国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林业项目

已达 312个。

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三项成果分别是：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蒋剑春主持

完成的“农林剩余物多途径热解气化联产炭材料关键技术

开发”、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研究员鞠洪波

主持完成的“森林资源综合监测技术体系”、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研究员陈晓鸣主持完成的“紫胶资

源高效培育与精加工技术体系创新集成”。

大会还授予 8名外籍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

术合作奖。其中，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申报、国家林业局

推荐的许忠允，与我国林业有30多年的合作经历，是继2009

年由国家林业局推荐并最终获奖的澳大利亚生态学专家维

克多·罗伊·斯夸尔之后，第二位获得此奖的外国专家。

拒烹野生保护动物在行动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

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副司长严旬在 2014 年“全国拒烹野生

保护动物，我们在行动”大型公益活动启动会上说，野生

动物保护是社会公益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我国

餐饮业厨师们不仅是中华美食的创造者，也是饮食文明、

生态文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拒烹野生保护动物，就是他

们的一大善举。

长期以来，在我国滥食野生动物现象一直屡禁不止，很

多非法猎取的野生动物流入了市场、宾馆、餐馆，餐饮业成

为消费野生保护动物的重要场所，甚至成为挥霍浪费、奢侈

腐败的温床。

为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倡导科学健康的饮食观念，国家

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和中国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共同主办了此次公益活动，现场的 100 余位厨

师郑重宣誓：拒烹野生保护动物，从我做起，净化灶台，减少

对野生动物的伤害。

据悉，该公益活动将陆续在河北、福建、湖南、江西、河

南、广东、广西等省（区、市）巡回开展，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厨

师和社会各界人士加入行动中。

农科教推社会化服务新体系再上台阶
109名优秀人物受表彰

科技日报讯（范建 葛玉梅）农科教推社会化服务新体

系再上新台阶。它使一大批科技人员到农村去、到企业去

解决实际问题，又把农村和企业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带回来，

从而促进科学研究与推广。1 月 11 日,“爱我中华·奉献农

业”第五届全国农科教推优秀单位与优秀人物征评活动表

彰颁奖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全国 90 家优秀单位、109 位

优秀人物受到表彰。北京市土肥工作站站长赵永志、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所长刘宝存、研究员

吴玉光等 3人荣获优秀土肥专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

营养与资源研究所等 10家单位荣获“首都农化服务体系建

设优秀单位”，北京精耕天下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11

家单位荣获“首都助推食物安全优秀单位”。

此次活动以“农业经营主体转型与创新发展”为主题。

中国农技协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

泽田在致辞说，中国农大师生积极参与“农科教推”各方面

活动，一直把服务“三农”，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作

为历史使命。通过表彰活动对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促进

农业合作组织发展，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向农村延伸起到更

好作用。颁奖典礼后，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

副巡视员赵鲲作了题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构建现代农业

经济体系”的报告，以及肥料企业与用肥大户对接会。

本次活动由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中华全国供销总

社国际合作交流中心、中农国优（北京）科技推广中心主办。

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工作启动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第五次全国

荒漠化和沙化监测工作于 1 月 3 日启

动。这既是按照防沙治沙法规定，开展

的一次重大林情沙情调查，也是一项重

要的国土生态状况调查。

国家林业局要求，各地要在认真总

结前 4 次监测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强化

组织管理和队伍建设，把握进度要求，严

格执行技术标准，大力应用现代信息技

术，以确保监测成果质量。

另外，入冬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气温

偏高，降水偏少，按照气候规律，元旦过

后沙尘暴会逐渐增多。对此，国家林业

局又部署了今年春季沙尘暴灾害应急处

置工作并强调，沙尘暴多发的省（区、市）

要引起重视，早谋划、早准备、早部署，以

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确保不出现大

的灾情。

中国林学会新一届理事会产生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1月 17日，中

国林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

北京闭幕。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林学会

第十一届理事会，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

丛当选为理事长。

会上，审议并通过了第十届理事会

工作报告和《中国林学会章程》(修正

案)。同时，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决定，授予第十届中国林学会理事

会理事长江泽慧为中国林学会名誉理事

长，并对江泽慧为学会事业发展作出的

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外，还选举 170 位同志为第十一

届理事会理事、54位同志为常务理事。

江泽慧说，中国林学会要自觉把

学会工作放到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的

全局中来谋划、来思考，找准位置，集

中发力，选择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建

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凝聚学术资源

和力量开展调研、立题、研讨、组织活

动，只有服务大局，学会工作才能取得

突出成效。

北京基层林业站“比武练兵”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为激发北京

市 基 层 林 业 站 技 术 人 员“ 学 知 识 、练

内 功 、当 能 手 、比 技 能 、立 足 岗 位 成

才 ”的 积 极 性 ，去 年 底 ，以“ 岗 位 大 比

武 、技 能 大 练 兵 ”为 主 题 的 第 二 届 北

京 市 基 层 林 业 站 技 术 人 员 比 武 练 兵

活动拉开序幕。

此次“比武练兵”以实用技能现场比

试的形式，使 13 支代表队的参赛队员充

分展示了包括地形图勾图和面积计算、

病虫害识别与农药配制、林木采伐（移

植）申请填写等多项专业技能。北京市

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说，活动的目的

是要全面提高基层林业站人员的业务素

质，最终打造出一支基本技能扎实、综合

素质过硬、“专家型”的基层林业技术人

才队伍，以更好地服务于首都园林绿化

事业。目前，北京市有 13 个区县级林业

站，186 个乡镇级林业站，1079 名基层林

业工作站人员。

矿用万向自动转盘道获国家专利
科技日报讯（庞英德）日前，开滦林

南仓矿业公司职工王继学发明的“矿用

本安型万向自动转盘道”，获得了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

据公司工会副主席焦国珍介绍，王

继学是开滦林南仓矿物管组长，看到采

煤工作面上运输支架设备遇到拐角时，

要安装 4部绞车、5名员工配合作业半小

时。他研制这一万向自动转盘道运输装

置，既安全又快速高效。同时王继学还

发明了另一项“煤矿井下运输设备集中

远控系统”的专利。焦国珍表示，林南仓

矿近年来加大了对职工科技创新工作奖

励力度，极大地激发了职工科技创新的

积极性，许多创新项目已在实际生产中

应用。

位于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境内的羊卓雍湖是西藏的三大
“圣湖”之一。冬日里的羊卓雍湖碧如翡翠，秀丽如画，是游
客冬游西藏的首选景点之一。

上图：1月19日，游人在羊卓雍湖岸边留影。
左图：1月19日，游人在观赏冬日里的羊卓雍湖。

新华社记者 文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