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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全国钢结构住宅发展高峰论坛”在内

蒙古包头市召开。会议期间，记者随专家们前往国

内在建最大钢结构住宅——杭萧钢构万郡·大都城

项目调研。

虽然三期工程正在进行中，但却没有人们印象

中的尘土飞扬和机器的轰鸣声。

“三期工程丝毫不影响我家的生活。每天看着

在建建筑一层层地像搭积木一样长高，很养眼。”家

住在二期的方先生对记者说。

正是拥有了集房屋设计、部品制造、工程管理以

及房产开发于一体的钢结构住宅完整产业链，杭萧

钢构深耕细作，深入推进钢结构住宅产品的研发和

应用，并将“钢结构住宅产业化体系”应用在万郡·都

城项目，住房质量得到业主认可。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欢成对记者说，钢结构建筑

具有抗震、环保、节能、减排、降耗、缓解生态压力等

优势、符合国家战略；响应国家号召、消化过剩钢铁

产能、藏钢于民、藏钢于建筑；减少劳动力资源占用、

促进农业人口向产业工人转变、提升城镇化水平；协

助政府完成工业化绿色建筑指标。

记者现场了解到，钢结构建筑不仅考虑了工程

承载能力，而且兼顾了生态承载能力；在建筑全寿命

周期内，它不仅满足建筑功能的各种需求，还能有效

处理“四节一环保”，即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与环境

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将“大力发展钢结构和装配

式建筑”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足见其在党和国家产业

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位置。

住建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副总工程师孙克

放在参观万郡·大都城时说，采用最新的钢管混凝

土束剪力墙结构住宅体系的三期项目，解决了凸

梁凸柱等问题，用钢量下降了，让住宅更舒适、更

美观、更环保。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工苗启松、同济大学教

授陈以一、专家柴昶等一边参观一边评价。他们认

为，从施工工艺看，钢结构和装配式建筑是“创新”、

是“协调”；从环境保护看，钢结构和装配式建筑是

“绿色”、是“节约”；从运行与管理看，钢结构和装配

式建筑是“开放”、是“共享”。因此，钢结构和装配式

建筑对我国建筑行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与发展的开

创性贡献，翘首可待；钢结构和装配式建筑的绿色环

保、舒适安全，必然带给人们“诗意的栖居”。

“钢结构的构件基本在工厂生产，现场通常只需

进行紧固件和螺栓的安装，施工期较短。一般轻钢

项目工期 3—6 个月；重钢大项目，工期约 1 年；只有

亿元以上的超大型项目，工期才会超过一年。与钢

筋混凝土结构相比，30—50 层的钢结构工程可以缩

短施工工期 8—12个月左右。”

正如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副总裁杨强

跃所说，钢结构建筑可以降低施工现场的尘土、减

少建筑垃圾，实现高效预制和装配技术组装。其

绿色环保性能不仅体现在其建筑的过程中污染和

噪音较少，还体现在其很高的回收再利用率上和

运行过程中较低的碳排放上面。钢结构的建筑在

寿命终点几乎可以被全部的回收再利用，而且钢

材的强度和性能不会有下降，这是其他类型的建

筑所无法比拟的。

杭萧钢构：打造绿色装配式建筑
□ 本报记者 宋 莉

编者按 在近日举办的“十

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科技

部精心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

的科技扶贫典型案例，从规划

引领、园区带动、技术突破、一

村一品、一县一业、信息扶贫、

创业扶贫、远程医疗、生态治理

等不同角度，讲述了科技创新

助推脱贫攻坚的精彩故事，展

现了科技扶贫 30 年来，特别是

“十二五”期间取得的显著成

效。现撷取 8 个经典案例与读

者分享。

农业科技园区
的带动作用

井冈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八

角 楼 园 区 规 划 面 积 8000 亩 ，

“一心两区十园”聚集了 20 家

科技型农业企业，涉及石斛灵

芝、蔬菜瓜果、花卉苗木、菌草

产业、农村电商等特色产业，共

带动周边 2600 户农民，实现户

均增收上万元，让广大农民朋

友拿得到良种、受得到培训、学

得到良法、分得到红利、看得到

希望，成为创业扶贫的孵化器、

示范区、旗舰店。

科技特派员种
花扶贫两不误

陕西省柞水县科技特派员

陈盛林借秦巴山区的适宜气候

和小环境创办了花卉公司，建

立标准化种植园 800 亩，按照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互

联网”模式，实施订单农业，带

领 130 户 农 户 发 展 基 地 1000

亩，吸引 670 户贫困户参与花

卉产业，辐射带动 1500 户贫困

户，年产各种花卉 640 万枝，年

接待游客 110 万人次，花农年

增收 3000多元。

红枣树成为致富林

黄河岸边的“中国枣乡”陕

西佳县有枣林 82 万亩，加工企

业 58 家，合作社 86 个，烘烤炉

3000 多座，20 多个红枣系列产

品卖到了南国北疆，11.4 万枣

农人均从红枣上收入 4500 元，

1.55 万人实现了产业脱贫，一

棵棵红枣树汇聚成了佳县一片

片致富林。泥河沟村千年古枣

园 是“ 全 球 重 要 农 业 文 化 遗

产”，为佳县红枣贴上了世界文

化商标。

一张蓝图画到底

湖北省英山县东冲河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98 年

以来，按照“三园一库一社”的科技发展规划，引进新品

种，示范新技术，发展了优质猕猴桃 150 亩、优质茶园

1000亩、生态板栗 2000亩，建起果品保鲜库，成立了生

态农业合作社。2015 年，村集体年收入达到 60 多万

元，农户人均纯收入 8536 元，是当地闻名的依靠科技

实现脱贫的示范村。

新品种促进脱贫增收

通江银耳主产于秦巴山片区的四川省通江县，是

当地农民脱贫增收的重要产业。通江银耳科学技术研

究所主研的新品种“川银耳 2号”所产银耳朵大、色白、

肉厚，商品价值高，在当地普及率达到 60%以上，累计

推广栽培 130 多万亩，产干耳 34.7 万公斤，带动全县

12000 多户耳农年均增收 3000 多元，在通江县脱贫攻

坚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种茶富了乡亲

位于大别山区北麓的河南省光山县胡楼村，在“十

二五”期间挖山种茶，请专家、学技术、引品种、精加工，

全村茶园面积由不足 300 亩发展到如今的 3300 亩，家

家有茶园，人人做茶业。2015 年全村的茶叶收入达

600多万元，全村 2015年人均纯收入 9632元，茶叶收入

27%，全村 80%的农户因科学种茶而实现了脱贫致富。

种草养羊致富快

贵州省晴隆县位于喀斯特地区，14 个乡镇 1.98 万

农户参与种草养羊，人工种草 48 万亩，改良草地 38 万

亩，建成 11 个种羊场，2 个育种场，4 个胚胎移植中心，

88个肉羊基地，全县羊存栏 52.8万只，户均年收入 3万

元。这个种草保水土、养羊促增收的“晴隆模式”已在

喀斯特地区示范推广了 43个县，实现了生态保护和贫

困群众增收致富双丰收。

远程医疗解决就医难

江西省永新县远程医疗系统于 2014年建成，形成

了县、乡、村三级远程医疗服务平台，覆盖了全县 23个

乡镇、52 万人口；实现了与全国各大在网医院的远程

会诊互联互通。两年来，已经完成远程会诊 650例次，

远程培训 7700 多人次，实施远程监护 101 人次。该系

统正在为广大基层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公共服务。

（科技部农村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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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行业实施“五步走”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强）近日，中国煤炭加

工利用协会与内蒙古乌海市政府联合举办会

议，探讨全国煤炭深加工及焦化产业发展大

计。多位专家建议，“十三五”期间，全国焦化行

业绿色发展必须实施“五步走”战略。

据了解，“五步走”战略即转变焦化产业的

发展理念，加强集约化发展，强化联合和共享，

完善和提升焦化园区内集约化和公共服务功

能，避免同业恶性竞争和产品同质化低水平重

复积聚，提升竞争力和把控市场的能力；大胆探

索实践焦化产品多元化、分质化发展，冶金焦、

铸造焦、气化焦、民用清洁焦、滤料等多元产品；

推进全流程成本优化，充分利用“两化融合”、互

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物联网等新一代技术；

切实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必须把环保设施配备

齐全，保证正常运转并达到预期效果；加强精细

化管理和优化人才队伍建设，努力开展“三个创

新”，即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

创新中谋求发展。

台达绿色建筑展闭幕
科技日报讯（记者宋莉）为期两周的“绿筑

迹——台达绿色建筑展”6 月 26 日在清华大学

美院闭幕。

本次展览将人文、环保与建筑相结合，展示

亮点包含：以吴冠中绘画中“粉墙黛瓦”元素为

设计灵感的“垂直村落”吴江低碳住宅、以传统

“夯土墙”为特色的青海农牧民低能耗住房项

目、以及体现台达创办人兴建绿色建筑嘉惠学

子初衷的“安得广厦千万间”书法作品等。

台达创办人暨荣誉董事长郑崇华说，实施

建筑能效提升和绿色建筑全产业链发展，推广

好的理念及具体可行的节能做法，企业应责无

旁贷。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仲继寿表示，台达找到了一种推广绿色建

筑的好思路，那就是从教育开始，从学生价值

观的引导开始。原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

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在参观展览时说，绿筑

迹——台达绿色建筑展体现了台达在绿色建筑

推广领域的努力与实绩，也从理念上、技术创新

上以及各种商业模式上，都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茅台集团捐资1亿扶贫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近日，“国酒茅

台·国之栋梁——2016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暨

“参与贵州大扶贫，助推实现小康梦”发布会在

贵阳召开。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青团贵州省

委捐资 1亿元人民币，帮助 20000名贫困家庭的

大学新生圆梦大学。

“今年的圆梦行动，将大力度向贵州本地的

贫寒子弟倾斜。受助人群中，将有10000个名额

留给来自贵州贫困家庭的大学生。”茅台集团董

事长袁仁国说，“十三五”期间，拥有 600万贫困

人口的贵州，已进入扶贫攻坚的深水期，让公益

行动与贵州扶贫战略深度结合，这是贵州茅台积

极参与贵州大扶贫、助推实现小康梦的重要举

措。据悉，2012年至今，茅台集团已累计捐资 5

亿元资助 10万名学子圆梦大学，范围覆盖全国

33个省市的1200多个县。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由国侨办组织的第

六期中央媒体“走基层·侨乡行”采访团，近日来到位

于南京市麒麟科技创新园中的侨梦苑参观，了解

“侨梦苑”在吸引、服务侨胞创新创业方面的努力与

成果。

作为全国第八个侨梦苑,江苏南京侨梦苑 2016

年 1月 16日在南京揭牌。麒麟科技创新园是江苏南

京侨梦苑的核心区，于 2010年 7月启动建设，园区大

力发展智能、低碳两大主导产业，已形成布局合理、

特色鲜明的智能低碳产业集群。“侨梦苑”是近年来

国务院侨办推出的华侨华人创新创业聚集区品牌。

自 2014 年 11 月以来，国侨办与地方政府联手合作，

已在北京首钢、天津武清、河北秦皇岛、福建福州、江

西南昌、江苏南京、广东增城、广东江门、湖南长沙等

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精华地带和重要侨乡挂牌成立

了 9家“侨梦苑”。南京“侨梦苑”是全国第 8家，占地

约 20平方公里，重点发展信息与大数据、智能装备、

集成电路、节能环保、文创与服务等产业。

麒麟园力推智能低碳产业

“对美国大豆农民而言，不断改进可持续的耕

作方式不仅仅是一个持续 80 年努力的成果，也是

既要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又要最大限度

地减少环境影响的长期的奋斗目标。”在 6 月 24

日，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和美国大豆出口

协会联合举办的“中美可持续大豆贸易研讨会”

上, 来 自 美 国 大 豆 基 金 会 的 董 事 艾 美 诗（April

Hemmes）说。

在中美农业经济贸易往来中，大豆贸易承担着

重要的角色。然而，中美两国都面临着不断增长的

市场需求与环境资源对种植业和养殖业制约之间的

矛盾。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边振瑚说：中国

作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和消费国，同时也是重要的

生产国，在行业中倡导可持续发展责无旁贷。中国

作为大豆的进口国和消费国，需要了解这个题目，了

解这个题目所包含的内涵和实践，也应该尽力而为

参与其中。

中国的企业非常关注大豆贸易可持续发展，正

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安全环保/可持续发展资深

副总裁游国说：“正大集团秉承‘利国、利民、利企业’

可持续发展核心价值观，愿意与供应链各环节共同

打造绿色供应链。我们正与全球大豆最大加工商开

展合作，共同促进大豆种植生产与供应链对环境和

生态的保护。”

在美国，大豆可持续保障计划（SSAP）已经卓有

成效。前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保护局局长戴夫·怀

特（Dave White）回顾了美国上世纪 30 年代由于长

期过度毁草开荒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历史上著名的

“黑风暴”，以及因为这些教训让美国政府和农民走

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所建立起的一整套法律法规体

系，其中包括美国大豆可持续保障计划（SSAP），其

由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与美国大豆产业各组织机构一

道于 2013年制定。

“这项保障计划有助于确保美国大豆的生产都

能严格遵守一整套保护性耕作法规，以及与之相结

合的、大多数美国农民广泛采用的最佳管理实践的

要求。涵盖了健全的环境目标、社会责任，以保护性

耕作为重点的管理措施和持续性改进等四个关键部

分。”戴夫·怀特说。

“美国大豆可持续保障计划是建立在美国水土

保持各项法规和超过 27.5万个美国大豆农场的最佳

实践的基础上，是由第三方进行的可持续认证的体

系。”艾美诗也说。

据了解，美国大豆出口协会是从事国际市场推

广活动的非营利性的、会员制的民间组织。自 1982

年在北京成立办事处以来，美国大豆产业组织同中

国农业界建立起长期的密切合作关系。

大豆贸易如何“可持续”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世界上三分之一的耕地正在遭受退化和荒漠

化的影响，先正达有关拯救耕地的项目目前已影响

的农田面积达到 240 万公顷。在过去 35 年，世界生

物多样性的下降幅度超过四分之一，先正达促进生

物多样性的举措已使 160 万公顷的耕地受益。”日

前，先正达环境政策总监 Romano De Vivo 在北京

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专访。

不良耕作方式和极端天气导致了土壤流失和贫

瘠。“在俄罗斯东部地区，先正达与当地大学合作，向

农民传授少耕法，以避免翻耕土壤。这样既有助于

保持土壤水分和孔隙度，又能使植物根系塑造的通

道以及土壤中的蠕虫和昆虫免受侵扰。2015 年，此

项目已覆盖 7 个农场的 46.4 万公顷土地。”Romano

De Vivo说。

“我们将先进的土壤知识和工具，即诊断、管理

实践和科学技术，纳入商务解决方案。同时，打造了

包括农机、财务解决方案和教育机会等众多利益相

关方可以齐心协力为农民提供完善的土壤保护方

案。已针对墨西哥的小农户、匈牙利的中等规模种

植户和俄罗斯的大规模农场主试点了此方法。”

Romano De Vivo 说。2015 年，先正达关于拯救耕

地的项目覆盖了 160 万公顷，在近两年内累计面积

达到了 240万公顷。

先正达在提高生物多样性方面拥有长期积累的

丰富经验。R.D.Offutt 是美国最大的马铃薯种植

商，其预留了一些非生产性空地，撒上野花种子，以

增加授粉昆虫的数量。“先正达对如何准备场地和种

植哪些植物提供了建议。我们的 Ecoaguas项目恢复

了哥伦比亚的河岸林并对其进行了长达 20 年的管

理。”Romano De Vivo说。

同时，在中国，先正达也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探

索。 先正达可持续生产力总监孙津安说，比如，与

浙江省植保部门合作，在水稻区域实施的“智巧治

理”项目，应用了先正达“稻之道”解决方案，显著地

减少了施药次数，降低了农药有效成分的使用量。

同时，在水稻田的边缘和低产能地带种植多样化的

经济作物和蜜源植物为授粉昆虫提供栖息地。根据

最新发布的技术报告，示范田块当中的蜘蛛、鱼虾的

存活率远高于对照田块。在 2013到 2014年度，这个

项目在浙江累计推广了 10万亩。

此前，为帮助农民可持续应对挑战，先正达于

2013年推出了“绿色增长计划”，该计划关注“拯救更

多的耕地”、“促进生物多样性”、“让作物更有效率地

生长”、“帮助小农户”、“确保农业从业人员安全”、“关

爱每一位工人”六大承诺。“‘绿色增长计划’实施两年

来，已有3600多位农民和众多组织与先正达合作，覆

盖21种作物，在42个国家展示并衡量为作物、环境及

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Romano De Vivo说。

让土地成为生物的乐土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进入6月以来，山东台儿庄国家级运河湿地公园两万亩荷花渐入赏荷佳期，320多种荷花争奇斗艳，竞相绽放，在碧水中散发出阵阵沁人的清香，吸引了大批慕名
而来的游客。图为6月27日，游客在山东台儿庄国家级运河湿地公园内赏荷。 新华社发（高启民摄）

西山泉养生旅游项目进展喜人
科技日报讯（记者侯静）日前，落户在广西

桂平市的西山泉国际养生旅游文化综合区前期

项目竣工。这一大型国际养生旅游文化区规划

面积超过 30 平方公里，总投资逾 50 亿元，是广

西壮族自治区重大旅游建设项目，该项目全部

建成后将带动当地上万人就业，接待游客量将

突破 400万。

西山泉国际养生旅游文化综合区依托桂平

特有的山、水、林、泉、江自然资源，挖掘文、史、

佛、儒、道文化内涵，形成以旅游为主导，以文化

为内核，以养生为特色，以生活为方向，以宜居

为互补的高端养生旅游度假目的地，打造中国

极具特点的养生福地和生态休闲园。

据 介 绍 ，该 项 目 2015 年 动 工 ，分 两 期 建

设。一期总投资约 36 亿元，建设周期约 8 年。

二期项目规划，占地约 20 平方公里，计划投资

18 亿元，建设期限与一期同步。目前，前期工

程建设已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