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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无锡景宜桥水质自动监

测站，只见监测人员轻轻滑动鼠标和摄像头

的操作杆，就能实现对附近水质的实时连续

监测和远程监控。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借助

“感知中国”中心的先发优势，无锡将物联网

技术应用于航道管理，形成完整的“感知航

道”设计应用方案，为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插上

了智慧的翅膀。

从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大运河河道——吴

王夫差开凿的邗沟算起，大运河在江苏已流

淌了 2500 多年。繁荣时期的大运河，是贯穿

我国南北的大动脉，沿途经济、文化、社会在

她的承载滋养下滚滚向前。

如今，在新的大运河复兴行动中，江苏明

确提出“三个长廊”的目标，即努力把大运河

文化带江苏段建设成为“高颜值的生态长廊、

高品位的文化长廊、高效益的经济长廊”。

今天的大运河，依然流淌着动人文脉。

常州运河五号文创街区、扬州 486非物质文化

遗产聚集区、宿迁水利遗址公园……连通 8个

设区市、长度 690公里，共有 7个遗产区、28个

遗产点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京杭大运

河江苏段以历经千年时光的厚重文化积淀，

再次吸引了世界关注的目光。

九省通衢的淮安，曾是明清两代的“漕运

之都”。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淮安的资源得天

独厚。2008年，中国古都学会授予淮安“运河

之都”称号。

运河淮安段的水工遗迹，代表中国古代

水利工程的最高水平，也凝聚古人改造自然

的勇气、智慧和伟力。码头镇的惠济祠遗址

今天只是平地，地面有建筑构件和乾隆御碑，

但在明清，这里是运河、淮河、黄河的交汇口。

淮安水上立交规模为亚洲最大，东西向

的淮河入海水道位于下方，南北向的京杭运

河位于上方，两条水路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两者水位差超过 6 米，运河上船只往来穿梭，

非常繁忙。

大运河今天仍然生机勃勃，淮安船闸年

船舶通过量近 2.9亿吨，居全国第一。淮安率

先在苏北运河开通港口集装箱运输，2016 年

集装箱年吞吐量达 15 万标箱，占全省内河的

80%。淮安港年吞吐量占江苏内河集装箱运

输 3/4，在全国内河港口中处于领先地位。

创新注入活力，运河文化在发展中得到

弘扬。用新科技、新方式呵护千年运河，无锡

依然走在大运河沿线城市的前列。

创办“中国运河网”的民营企业无锡运河

之光文化有限公司，将基于“物联网+融媒体”

技术，计划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云平台。董事

长应晓萍介绍，这个计划包括提取并整合海

量的运河人文、地理、旅游、生态数据；借助无

人机航拍、卫星图像对比和无人艇巡查运河

沿线生态与古迹；利用物联网技术对码头、仓

储、船舶进行智能化匹配，打造运河智慧物流

平台；利用 APP 导游系统对游客分布和流动

进行统计预测……

“我们致力于数字大运河、智慧大运河的

发展，努力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应晓萍说。

江苏：传承创新为千年古运河注入新活力

2018年 1月 8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上，由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

家重点实验室、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

心主任李兰娟院士领衔，联合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汕头大学、香港大学、复旦大学等

11 家单位共同完成的“以防控人感染 H7N9

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

新和技术突破”项目获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特等奖。

SARS、埃博拉、MERS……这一个个新发

突发传染病所带来的惨痛教训，至今仍让人

记忆犹新。

2013 年春，恰逢 SARS 过去的第十年，长

三角地区突发不明原因呼吸道传染病，患者

病情凶险，病死率高。

十年前的“SARS 悲剧”是否会重演？当

时引起社会极大的恐慌和国际关注。

疫情出现后，李兰娟院士汇聚我国优势

力量，在发现新病原、确认感染源、明确发病

机制、开展临床救治等方面取得重大创新和

技术突破，创立了代表“中国模式”和“中国技

术”的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和平台，成功防控

了 2013年的人感染 H7N9禽流感疫情。

“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的首要前提就是

要迅速确认病原，SARS最惨痛的教训就是长

时间无法确认病原。”李兰娟说，2013 年新突

发疫情后，团队在 5天内发现并确认了该疫情

病原是一种全新的 H7N9 禽流感病毒，并第

一时间向全球公布该病毒的全基因序列。

对此，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点评称，中

国快速发现 H7N9 新病原，为全球共同应对

该新发传染病赢得了时间，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兰娟表示，明确了病毒基因序列后，就可

以精准防控。之后，团队又证实了活禽市场是

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源头。随之而来的

多地迅速关闭活禽市场，减少了97％的人感染

风险，有效地防止了疫情向全国蔓延，使得我国

避免了一场像SARS一样的全国性大灾难。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的高致死率一度成

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李兰娟团队很快又发

现，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重症患者体内存在

的“细胞因子风暴”，是导致患者重症和死亡

的关键原因。

李兰娟针对性地创建了“四抗二平衡”救

治策略和“李氏人工肝”为代表的独特有效救

治技术。

当时，37岁的曹某是位极度危重的患者，

入院时病情凶险到随时可能死亡。通过“四

抗二平衡”救治策略和首次应用“李氏人工

肝”治疗呼吸衰竭，经过 5天 5夜的抢救，患者

奇迹般地渡过了生死难关。

值得骄傲的是，2013 年发生在浙江的人

感染 H7N9 禽流感患者通过李兰娟团队的救

治，病死率显著降低。

“中国的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疫情

防控堪称国际典范。”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

事福田敬二博士对此予以高度评价。

此次防控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技术”，

在之后还成功应用于非洲埃博拉疫情防控，

展现了“中国力量”，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在国

际新发传染病防治领域从“跟随者”成为了

“领跑者”。

中国技术与中国模式 避免了类似SARS悲剧重演
——记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以防控人感染 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

本报记者 江 耘

作为“特高压±800kV 直流输电工程”

主要完成人之一，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舒

印彪用 3个“特别重（巨）大”来概述这一国

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奖项目：“技术创新意

义特别重大”“社会经济效益特别巨大”“行

业引领作用特别重大”。

他回忆，没有特高压之前，我们国家电

力工业走的是“哪里用电就在哪里建电厂”

的路子，造成了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煤电

油运紧张”。作为一个大国，我国的资源分

布极不合理，80%的一次能源在西部，70%

以上的负荷却在东中部，两者之间相距

1000—3000 公里。这种“逆向分布”，使交

通运输不堪重负：受巨量电煤所累，铁路车

皮紧张；高速公路上超载大货车排成长龙，

呈现独特的中国式汽车运煤现象。这一不

经济，二不安全，三带来大量污染，东部地

区环境承载力几至极限。所以，能否变输

煤为输电，用西部风电、水电、太阳能光伏

等新能源，以及煤炭坑口高效集约开放，

“打捆”输送到东中部，“是摆在我们能源人

面前的重大战略课题”。

项目第一完成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

立浧表示，本世纪初，随着金沙江下游向家

坝、溪洛渡等巨型水电站的开发，“西电东

送”的输电距离由 1000公里延伸至 2000公

里及以上，交流输电技术不可行；而采用±

500kV 直流输电技术，占地大，损耗高，不

经济。相比之下，我国在世界上首次提出

的特高压±800kV 直流输电技术，每回输

送容量可达 500 万—1000 万千瓦，输电距

离超过 2000 公里。正是以远距离、大容

量、低损耗的突出技术经济优势，特高压直

流输电技术成为必然选择。

但李立浧还强调，由于属世界首创，

国内外没有经验可资借鉴，该项技术面临

特高压、大电流下的绝缘物理特性，电磁

环境，设备研制，系统控制等四大挑战和

难题。

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973”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力支持下，国家

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联合科研、高校、

设备制造等 160 多家单位、上万名科研人

员协同攻关，攻克了上述四大世界级难

题。项目完成关键技术研究 141 项，创造

了 37 项世界第一，建立了世界首个特高

压直流技术体系，一举站上了世界电网技

术的制高点。

2010 年建成±800kV 云南—广东、向

家坝—上海两个国家级示范工程，投运 7

年多来，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甚至超过

当初一切依赖进口的 500kV 输电线路”。

项目的成功实践带动巴西、印度等国家开

始应用中国特高压输电技术，完成了中国

技术、标准、装备、工程总承包和运行管理

全产业链、全价值链输出，实现了国际公认

的“中国创造”和“中国引领”。

“从头到尾”全程参与项目研发、组织的国

网公司副总经理刘泽洪介绍，目前，±800kV

特高压直流工程的最大输送容量达到了

1000 万千瓦，每天输送电量可达到 2.4 亿

千瓦时，折合标煤 12 万吨，相当于 1200 辆

百吨级载重卡车每天穿梭数千公里的运载

量，通过电网瞬时完成。“这真是人类历史

上最伟大的‘搬运’！”南网公司总工程师汪

际峰赞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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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８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王沪宁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图为获奖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本报记者 张 晔

（上接第一版）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应成为技术创

新的主体。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落实

和完善支持企业创新投入的政策措施，支持企

业建立高水平研发中心，引导各类技术创新要

素向企业集聚，鼓励大企业牵头承担重要关键

共性技术攻关任务，加强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支持，大力发展面向市场的各类新型研发机

构。千千万万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大企业

“龙头”带动、中小微企业“特尖专精”，必将极

大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必须充分调

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关键是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效的创新激励与保障机

制。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今年恰逢

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加大包

括科技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力度。

切实落实科研机构和高校科研自主权，赋予创

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技术

路线决策权。进一步完善以增加知识价值为

导向的分配政策，深化薪酬制度、科技奖励制

度等改革，落实科技成果“三权”下放、股权期

权激励等政策，完善人才评价、培养使用、合理

流动等机制，真正让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名利双

收，经济上有实惠、工作上有奔头、社会上受尊

敬。要简除繁苛，制定方便简约、行之有效的

规则，让科研人员少一些羁绊束缚和杂事干

扰，多一些时间去自由探索。基础科学研究一

般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出成果慢，对甘于寂

寞、埋头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要高

看一眼、厚爱一分，不断完善稳定支持的工作

和生活保障机制，使他们心无旁骛、专心科

研。我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技队伍，应该

也一定能够涌现更多的国际领先创新成果，产

生更多的世界级科技大师、领军人才，走在世

界科技创新前列。

创新造福人民，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

业。我国有9亿多劳动力，有1.7亿多受过高等

教育或具有专业技能，每年大中专毕业生1300

多万。这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创新资源和发展

优势。要着眼提升创新供给能力和效率，推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更为有效地集众智

汇众力。要完善政策措施，使各类创新创业主

体享有良好服务、公平机会和法律保障。鼓励

大企业、科研院所打造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平

台，推动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科学数据和

仪器设备向社会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

厉打击侵权行为，使创新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

力保护。倡导创新创业文化，弘扬创新创造精

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让尊重劳动、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蔚然成风。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科技创新不能

关起门来搞。必须广泛吸纳国际创新资源，

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助我国科技创新大

业。要深化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

大科学工程，加快建设一批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和技术转移中心，促进国内外技术、资本、

知识等创新要素有效对接，打造世界创新高

地。我们欢迎海外各类人才加入中国创新创

业“方阵”，共享发展机遇和创新成果。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

入新时代，这是科技创新地位和作用更加凸

显的时代，是科技工作者大显身手的时代。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加快推动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

国建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1月 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图为参会者在人民大会堂前与首次
加入内置识别芯片的大会邀请函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武汉读书、武汉创业、武汉安家，曾建

华如今已是武汉光谷的名人。在华中科技

大学从本科一直到博士毕业，这位医学博

士在校期间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如今旗

下已经拥有 3家企业，年营收以千万元计。

“创业并不是一帆风顺。”曾建华说，迷

茫的时候，去光谷创业咖啡与其他创业者

聊聊天，偶尔上“青桐汇”去找投资创业。

“7 年的坚守，亲身感受到武汉的创新

创业氛围越来越好。特别是近年来，出台

的一系列大学毕业生留汉政策，非常有吸

引力！”曾建华深有感触地说。

武汉光谷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急需大

量年轻人才，“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

程”为引入年轻人打开了快速通道，像曾建

华这样在武汉光谷创业和就业的博士生已

达 8000多人。据东湖高新区统计，2017年

4 月全面放开大学生落户以来，武汉光谷

共吸引近 5万余名大学毕业生创业就业。

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 2007 年这 10 多年

间，在武汉读书的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到

珠三角、长三角或京津等地区就业，本地能

留下的不到五分之一。拥有 89 所高校、95

家科研院所、近 130万在校大学生的武汉，

成了人才输出地。

2017年 2月，武汉提出打造“百万大学

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通过“走进去”“走

下去”“留下来”“干起来”四项具体举措，围

绕建设大学之城、青年之城、梦想之城、创

新之城，大力发展“菁英经济”，确保 5年留

下 100万名大学生。

为留住大学生，武汉市“大招不断”。

2017 年 10 月 11 日，武汉发布留汉大学生

毕业落户、住房、收入三大新政，在全国率

先实行大学生落户“零门槛”，让大学生能

以低于市场价 20%的价格买到安居房、以

低于市场价 20%的价格租到房，并出台大

学毕业生指导性最低年薪标准，让留汉大

学毕业生能就业、易创业、快落户、好安居，

打造“大学生最友好城市”。

去年 11 月 12 日，“百万大学生留汉创

业就业工程”启动大型巡回招聘活动。活

动实现“四个全国前列”：供岗数量全国前

列，最高年薪全国前列，参与规模全国前

列，校招影响全国前列。截至 2017 年年

底，当年在汉就业的大学生已达 20.5万人。

武汉打造“大学生最友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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