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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张健 张洎 王力生）“乡亲们，最近

几天将有大风，种植大棚蔬菜的要加固棚架，种棚栽

彩椒的，气温低时上午浇水，气温高了傍晚浇水……”

这是 3 月 20 日河北省香河县新兴产业示范区双营村

头大喇叭里播出的“天气管家”。

在村的蔬菜大棚种植地里，种植户乔海军一边侍

弄着新栽的彩椒秧，一边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小本

子，随手记下广播内容。“大喇叭”已成为当地干部群

众掌握政策法规、致富信息，以及处理应急事件的重

要平台。

一度热闹的“大喇叭”在现代逐步成了“哑巴”。

而今，大喇叭再发声，“为群众提供各类信息 100 余

条。”新兴产业示范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许胜永介

绍说。该区率先在全省实现了通过示范区播控中心

直接遥控农村专用设备，即通过天网工程的现有光纤

线路，结合各个村街村委会现有广播喇叭，利用智能

切换设备，直接控制所有村街广播喇叭。

引入气象为农服务机制，通过大喇叭对外进行广

播，切实拓宽气象为农服务渠道和防灾减灾预警信息

传播通道。突发紧急情况时，启动紧急播报功能，支

持手动发送信息紧急自动转换语音播报，一秒钟就能

覆盖全区 13个村街、1个社区。

“白天干活没时间看电视，却可以听广播，等于把

老师请到了田间地头，”大荒庄村村民程月阳说，去年

玉米粘虫时期，家里跟着广播学，产量没减少。根据

不同农时，“大喇叭”及时播报病虫害防治、麦田管理

等农民急需的农技知识，把技术送进农民“耳朵眼”，

指导农户因时、因地做好各项田间管理措施，提高了

农民田间管理的科技含量。

村民贾红说，多亏了“大喇叭”，什么时间施肥、施

多少，什么时间注意哪种病虫害，比种了多年庄稼的

老把式惦记得还周到。

科技日报讯 （姜峰 记者胡左）“这里面播的内容

很多，什么种植的、养殖的技术知识都有，马上开始备

春耕了，这一阵播的都是如何选种子，识别假化肥、农

药的知识，我学到了很多，接下来能派上用场了。”蘑

菇气镇惠凤川村村民张福贵说。

在扎兰屯市农村，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田头，农

民每天都能从广播声中了解到国内外时政动态及经

济、文化、生活资讯；能学习一些政策法规、生活服务、

农业科技知识。同时，通过广播节目，扎兰屯市各乡

镇适时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教育，促进了乡风

文明建设。这得益于 2013 年 11 月启动了农村调频广

播“村村响”试点工程，投资 30 余万元完成了首批 24

个村 176个组的农村调频广播。

“春耕开始，我们还要请农业专家、技术员到各终

端站点，讲解农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畜禽养殖等技

术。”中和镇副书记尹茂海说。“在农村，广播的作用是

其他媒体无法替代的，它更切合农民的习惯。电视、

电脑虽然图文并茂，要想在里面捕捉各种政策和信

息，就必须寸步不离地守在旁边，但大喇叭就方便多

了，农民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边听边干，什么也不

耽误。”

“以后有什么事通知大伙也方便了，不用挨家挨

户喊了，”鄂伦春民族乡猎民村党支部书记说，“尤其

在防汛、防火以及自然灾害预警或者出现突发事件

时，‘大喇叭’更加能够发挥它传播信息快、覆盖面广

等方面的优势。”

据介绍，扎兰屯市农村调频广播“村村响”工程

要求每个村定期安排一名后备干部或者大学生村

官到播音点担任为期 2 个月的广播员，一方面可以

增加大家对后备干部、大学生村官的了解，另外还

能够通过播音锻炼后备干部能写、敢说、处理实际

事务的能力。

村头“大喇叭”再发声：光纤智控传递“好声音”
河北香河：报农时赛过“老把式”内蒙扎兰屯：边听边干备春耕

“乡愁”是什么？乡愁是对历史的一份敬意，也

是对未来寄出的一枚邮票。笔者连日在乡村采访，

不时听到村民对“乡愁”的感慨。

乡愁是文化遗失。

“过去，无论做多大官、赚多少钱、漂泊多远，最

后都要回老家，为的是光宗耀祖。”闻喜县裴柏村民

裴建民说，这带回了财富，带回了信息，也带回了文

化。“现在年轻人都出去了，有了本事就变成市民，

有了钱就在城里成家立业，把父母亲戚带出去，这

样的单向流动持续不了多久。”

裴建民是业余研究家族历史文化的村民，平时

下地种粮。他说，裴柏村是裴氏家族发源地, 自秦

汉魏晋兴起，历六朝荣盛，在隋唐繁盛，五代以后，

余芳犹存，一直延续到宋代。书中记载，裴家先后

出过 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当代将军 11人。

承载着千年时光的厚重，裴建民乡愁里的苦不

是清润如茶，却是浓涩似咖。

乡愁是香火难续。

“过去回到村里，常有邻居报喜生了娃，而现在回

去多听得老人离世。”万荣县火上村村民李锡堂说。

“除了拆房、扩街、砍树、修楼、建新区外，还有

撤并学校。”襄垣县小河村村民张喜娃说，“记忆里，

我们村一直有学校，现在的学校才建起来三年。宽

敞明亮的教室，平整的体育场，说不用就不用了。”

张喜娃当过民办教师，现在还常给村民写对

联、当账房，65 岁的他时常想念朗朗书声、老树上的

上下学钟声，“村里的学校不论大小，学生不论多

少，是乡村的自然组成，是一个村里的文化气息。”

而今，全村学生都去了 30 里外的镇中心学校，留下

一片断代的寂静。

愁绪起。百年大树下的围坐夜话，村娃们的书

声和嬉闹，土砖、风火墙以及院落里的故事，犬叫鸡

鸣牛羊挂山坡，日出日落炊烟袅袅，这些会不会成

为“遥想当年”的缅怀。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上那句“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背后，是一个个历史绵长的

村落、一个个鲜活灵动的村民，这无疑是中国现代

化、城镇化进程的热情中需要冷思考的部分。

莫让“乡愁”成缅怀
□ 王海滨

一、简介
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于 2009年 10月

30日经国家科技部批准建设，依托单位南京大

学。中心重点围绕有机化学品清洁生产技术

及装备、有毒有机污染物资源化技术及装备、

有毒有机污染物生物处理技术及装备、有毒无

机污染物安全控制技术及装备、有机污染监控

预警与应急技术及装备五个方向，开展技术创

新与应用、工程技术服务、人才培养和对外合

作交流，成为聚集行业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

引领环保产业技术进步、支撑我国经济可持续

发展、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基地。

在各级领导与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中心经过四年的建设和发展，于 2013 年底以

优异成绩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组织的验收。建

设期内共申请发明专利 168项，获授权中国发

明专利 101 项、美国专利 5 项；取得 35 项成熟

的工程化技术成果；研究成果共获得国家科

技奖二等奖 3项、省部级科技一等奖 6项。

二、组织结构和人才队伍
中心采取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心主任

负责制。

中心主任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大学

张全兴教授担任。张全兴院士是我国离子交

换与吸附技术发展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国

内最早将树脂吸附技术融合到环境工程领

域，自主开创了树脂法治理有毒有机工业废

水及其资源化的新领域，为重点化工行业污

染控制和节能减排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心副主任分别由任洪强、张志炳、陈群、

李爱民、潘丙才、毕军担任。任洪强教授现为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

一层次中青年首席科学家、“十二五”国家 863

专题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废水生物处理强

化技术研究，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项。张

志炳教授现任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工系

主任，主要从事清洁生产、过程强化的研发与

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陈群教授

现任常州大学副校长、江苏省绿色催化材料与

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

培养工程”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主要从事基

于绿色催化材料设计的有机化工清洁催化反

应工艺研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李爱民教授现任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南

京大学盐城环保技术与工程研究院院长、国家

首批“万人计划”科技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

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带头人、教育部优秀创新团

队带头人、国家“十二五”水专项淮河项目负责

人、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

科技领军人才，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

潘丙才教授现任南京大学环境学院环境工程

系主任、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国际水协中国青年委员会主席、国

家首批“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主要从事基于环境功能材料的水污染控制技

术及原理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各1项。毕军教授现任南京大

学环境学院院长、“十二五”863主题项目首席

专家、“十一五”863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副组

长、水专项“水体污染控制战略与政策示范研

究”主题专家组副组长，主要从事环境风险、环

境管理等研究，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

中心最高学术机构是工程技术委员会，由

六位院士和多位行业中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

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欧阳平凯院士任主任。

中心依据“开发、流动、竞争、协作”的理

念，形成了具有很强创新能力和较高专业水

平的研发队伍。现有固定人员 81 人，高级职

称 50 人，包括工程院院士 1 人，长江/杰青 2

人、万人计划 2人、优青 3人、省 333工程一、二

层次 3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5 人，教

育部创新团队和科技部创新团队各 1个。

三、中心重点研发方向
1.新型环境功能材料及其在有机毒物污

染控制中的应用

有机废水的污染控制与资源化主要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1)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前处理；(2)中

低浓度有机废水的降解净化；(3)低浓度有机废

水的深度净化。针对这三个阶段对应的资源化

回收、毒物无害化、水质安全性控制涉及的共性

吸附分离和生化降解技术，中心开展了工程化

技术攻关，在环境功能材料的研制及其应用技

术开发和设备构建方面取得了突破。

在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前处理方面，取得

了以下技术突破：

(a) 新型特种树脂吸附剂开发。针对废水

中主要有机污染物的分子结构特征，通过树脂

骨架优化、孔结构调控等方法，自主研制出对特

征污染物具有高选择性的新型树脂吸附剂，可

有效富集、分离和回收废水中难降解有机毒物。

(b)连续吸附再生水处理设备的开发。研

制开发了成套化、集成化、自动化的新型连续

吸附再生水处理设备，可实现对水体中特征

污染因子的吸附分离及吸附剂进行脱附再

生，节约了占地面积、投资与运行成本。

在中低浓度有机废水的降解净化方面，

取得了如下技术突破：

(a)新型悬浮填料开发。通过添加助剂、

混合改性和优化加工工艺等手段，研制出新

型悬浮填料，其在膜微生物活性、COD 去除

率等方面的表现均优于普通悬浮填料。

(b)生物强化一体化反应器研制。该反应器

上部是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使用新型悬浮填

料），下部是上流式厌氧生物滤池，中间过渡区

由三相分离装置和曝气装置组成。该设备高度

集成，通过自控装置实现自动化运行，具有占地

省、处理效果好、投资运行成本低等优点。

在低浓度有机废水深度净化方面，取得

了如下技术突破：

(a)新型磁性吸附剂开发。通过在树脂合

成过程中植入磁体，自主研发了磁性树脂吸附

剂，改善了吸附剂的沉降性能，减少吸附剂流

失。与国外同类材料MIEX相比，所研制的磁

性吸附剂对不同水体中的DOM吸附容量提高

10%—60%，抗污染能力也高于MIEX，成本仅

为 MIEX的 1/3。该材料填补国内磁性树脂

生产及磁性树脂水处理工艺的空白。

(b)全混式连续分离工艺的设计开发。整合

流化床与沉淀池的处理功能，开发出集混合、反

应、沉淀于一体的树脂反应器，集成套化、集成化、

自动化于一体，提高设备运行的人性化操作。

中心构建了工业废水中有机毒物“资源

化回收（前处理）—毒物无害化（生物处理

等）—水质安全性控制（深度处理）”的工程化

技术，在全国各地建立了 30多项示范工程。

2.绿色催化与精细分离技术的研发及其

在有机毒物减排和资源化中的应用

绿色高效催化剂、反应工艺研发与应用
中心研发成功双酚 A 生产过程的绿色环

保型离子交换树脂催化剂，深入研究了离子交

换树脂催化剂的耐温性能、树脂孔结构与传质

性能、改性剂协同催化作用，开发成功双功能

高分子聚合物烷基化催化剂及双酚 A 清洁催

化技术，在南通星辰9万吨/年双酚A工业装置

上获得成功应用，突破了国外对双酚 A生产技

术的封锁。在此基础上，开发了耐高温阳离子

交换树脂催化剂，提高了壬基酚产量，减少了

二壬基酚等废焦油的排放，并应用于江苏凌飞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万吨壬基酚生产装置。

中心重点研究了乙烯法生产乙二醇工艺

中杂质的形成机制以及煤基法（一氧化碳偶联

法）煤制乙二醇的工艺，开发了降低高紫外光

吸收杂质含量的催化加氢技术及催化剂，在国

际上首次采用催化加氢—精馏耦合工艺或催

化加氢—吸附—精馏联合工艺，大幅度降低了

含烯类和羰基类不饱和杂质的含量，提高乙二

醇产品紫外光透过率。成果通过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公司鉴定，认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强化多相反应—分离集成系统研发与应用
中心研制了“多相催化塔式碰撞流反应

器”及其精细分离系统，重点对苯类衍生物的

氧化反应过程以及二氢月桂烯的水合生产过

程进行强化，并与精细分离系统集成，实现了

反应、分离全过程的能量和物料的高效利

用。该技术不仅在反应器结构上有关键性创

新，同时在氧化反应、水合反应及反应产物分

离强化方面进行了创新。

高效精细塔器分离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中心首创了以非平衡热力学熵增速率函

数作为节能型新结构塔器的全新研究方法，即

将熵增速率与塔器的具体结构参数进行直接

关联。基于该方法研制的超级浮阀塔板 SVT

及其他塔器传质新元件和新分离工艺，压降下

降33％以上，效率提高36%以上，通量提高40%

以上。中心研制了1套工程设计软件、建成了2

条工业生产线，实现了高效塔器设备的批量生

产。同时研发了用 NOx废气制取工业硝酸的

MOAPTS 工艺、对精纺过程溶剂废液 DMAc

进行高纯化回收的 ISAD 工艺，以及对甲醛废

水资源化制取工业甲醛的SPD工艺等。

上述成果得到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

平凯为组长的鉴定委员会的高度评价：“该项

目研制的技术总体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其中菱形母子浮阀等技术属于国际首创。”

成果已授权发明专利 11 项，其中美国和欧洲

专利各 1项，获 201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上述成果已在多家企业推广应用，每年

新增产值 36.8 亿元，新增利税 7.12 亿元，增收

节支 12.63亿元。

3.面向突发污染事件的监控预警和应急

处置技术及其应用

针对我国目前应对环境污染事件甄别预

警水平较低，应急处置技术储备不足，科学决

策能力不够的现状，中心研发了重大环境污

染事件预警应急的关键性技术及支撑平台，

实现了“全面监测感知—快速预警定位—智

能决策指挥—协同应急处置”的总体目标。

一、研发了新型生物毒性传感器设备，并

构建可覆盖城市、化工园等区域的环境风险

源监控网络构建技术体系；二、研发了环境污

染事件应急模型库技术，实现对事件发展态

势和危害水平的快速模拟预警；三、基于各类

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知识库、规则库，利用动态

应急预案技术和应急可视化技术开发应急决

策支持技术；四、集成开发了针对典型城市和

区域、典型行业和饮用水水源地的应急技术

体系。针对大气、水、土壤污染事件开发了 3

套现场处理处置技术工具包，涵盖 20 个典型

风险行业的有机、无机 2 类共 90 种特征风险

因子的应急处置技术；针对饮用水环境风险，

构建了包括 4 类 55 种典型污染物的应急处理

工具包。五、面向化工园研发了我国第一个

集环境风险、安全生产监管、规划建设和公用

工程监控为一体的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响应平

台构建技术。

中心依托开发的环境风险预警与应急技

术，为南京化工园区设计并建成应急响应中

心，已用于支撑江苏省“1831生态环境监控平

台”建设，并在江苏省环境应急与事件调查中

心、苏州市环保局、宿迁市环保局、张家港市安

监局、张家港保税区、扬州化工园等单位进行

应用，有力支撑了地方环境风险管理和应急能

力建设。

环境风险预警应急系统以技术承包形式获

得直接经济效益约345万元，间接经济效益约1

亿元，为推动化工园区安全体系的构建提供了

示范。同时，已销售在线生物毒性传感器13台，

完成销售收入1170万元，在南京、苏州、昆山、镇

江和张家港环境监测站等单位进行了部署应

用，提高了区域环境风险监控和预警能力。

本项技术成果完成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1

项，登记软件著作权 14 项，主持、参与编制技

术指南、规范 3份。

4.今后拟开展的工作

中心开发成功的 3 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原创新技术（均已分别申报中国发明专利

和国际发明专利），预计在今后 3—5年内将在

全国推广应用，对相关行业产业发展起到重

要的推动作用。

新一代生活垃圾热解气化新技术系统研发
以实现生活垃圾处理过程的无害化、资

源化和能源充分利用为目标，开展热解气化

燃烧处理新技术系统的研发，使垃圾处理过

程中的二噁英等高毒性有机物的分解更为彻

底，为我国城镇化过程的生活垃圾处理提供

科学有效的解决办法，成果将作为引领性技

术在国内大量推广应用。

全绿色工艺合成聚乳酸系环境友好及生
物降解材料

为改变不可降解石油基塑料滥用导致的

白色污染，加速开发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生

产的聚乳酸系环境友好材料有重大现实意

义。今后拟进一步研发和完善无毒仿生有机

胍催化剂和全绿色工艺合成聚乳酸，提高收

率，降低成本，实现无废排放，通过中试，实现

产业化，并在工农业生产、日用商品、生物医

用材料等方面获得应用。

新型纳米环境材料及其在重金属废水深
度处理中的应用

围绕有色矿冶、制革、电子电镀等行业废

水有机毒物与重金属复合污染处理技术难

题，重点开发以环境纳米复合材料强化吸附

为核心、集成高级氧化、膜分离等处理单元的

废水深度处理与资源回用技术，为控制有机

毒物与重金属复合污染、保障水质安全、促进

行业节能减排提供技术支撑。

四、基地建设
中心建设四年来，为了充分发挥对产业

发展的支撑作用，采取“总部+基地”的建设模

式，建成了以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本部（含南大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核心，包括国家工程中

心苏州基地、无锡基地、盐城基地、深圳基地、

兰州基地等在内的综合系统科技创新平台体

系，大幅度提升了中心对社会和产业的支撑

与技术辐射能力。

五、展望
中心今后将进一步加大产学研融合，大

力增加人才和研发投入，加强产业共性关键

技术的攻关和研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示范

和推广，为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环境工

程中心，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天蓝地绿水清

的美好家园而继续努力奋斗。

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季 青

中心本部大楼中心本部大楼

河南：从“望天收”到种“智慧地”
科技日报讯 （记者乔地 通讯员王静会 许光选）

智能监控种地，触屏配方施肥，地下管网机电化……眼

下，在河南邓州，农业生产从“望天收”到种“智慧地”，

“已经习惯了从屏幕看花卉的长势，”农民老丁说。

数据最有说服力，2013年，邓州粮食总产达22亿斤，

连续 11年实现增产，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逾 60%。据介

绍，2013年，邓州共建设百亩方5个，千亩方23个，万亩方

10个，总面积达 32万亩。未来 5年，邓州还将建成一批

万亩方、千亩方、百亩方，集中打造 170万亩平均亩产超

吨粮的高标准粮田，实现高产稳产。市级高产、高效示范

方实现“五化模式”标准，即工程整治和生产作业机械化、

农田地下电网化、灌溉地下管网机电化、农田墒情监测智

能化、农田基本信息数字化；市乡村三级示范方推行“六

统一”生产服务，即统一优良品种供应、机耕机播机收、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指导培训、病虫草害防治、供水供电服

务，优质良种覆盖率、测土配方使用率、病虫草害防治率、

机械化耕作率、秸秆还田率达90%以上。

“通过在大田布设传感设备，收集动态数据，由网

络传输到现场监控中心，远程数据处理中心对采集到

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处理，”在桑庄腰店等示范区，根

据作物种类、生长状况等情况，农技专家通过会商后给

出指导意见及建议，并通过数字平台进行发布，为农业

生产提供技术服务。小麦、夏玉米智能配方系统逐步

完善，建立了市乡村三级病虫草害测报网点，实现了良

田良制、良种良法、农机农艺的有机结合。

（上接第九版）
支队长苏伟：“机关指导不得力”“基层操作不得法”

“经常性基础性工作不落实”是主因，说到底，是形式主

义的东西没有得到根治，结果忙了机关，累了基层，苦了

战士。有些机关干部对基层实情了解不全，工作安排不

科学。有些基层干部法规意识淡薄，能力素质不高，管

理方法不多，认为战士们“无事”容易“生非”，要防止部

队“出事”，就得“找事拴兵”。

政委盖国钦：要根治这些问题，必须转变工作作

风。机关干部解决好“政出多门”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把

各部门的工作纳入到部队建设的全局，建立并完善工作

协调制度，与基层同频共振抓落实。

主任张晓宇：不管是机关还是基层干部，都要站在

战士的角度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和理

由侵占战士休息时间。

问题的原因找到了，支队党委果断决策，基层除召

开正常行政例会以外，无特殊情况，严格按照《内务条

令》规定，每周个人支配 2至 3次。采取“走出去学、请进

来教”的方式，着力培养基层文化骨干，充分发挥军乐

队、合唱队、篮球队的“三队”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

体育活动，使官兵业余生活真正“活”起来，“火”起来。

“只有创新，才能发展。我们要改变以往照搬照套

的守旧思想，摘掉看战士的‘老眼镜’，丢掉安排活动的

‘老传统’。”政委盖国钦深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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