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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取

得了哪些有益经验？未来我国能源产

业将如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8 月 8 日，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

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国有企业践行能源

安全新战略成果发布会暨第五届“六铺

炕能源论坛”在京召开。论坛上，与会

专家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交

流和研讨。

论坛同时还发布了《中国国有企业

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

战略案例集》（以下简称《案例集》）和国

家能源集团《中国能源展望 2060——

能源产业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以下简

称《中国能源展望 2060》）两项最新研

究成果。

能源安全关系国计民生，是须臾不

可离的“国之大者”。“四个革命、一个合

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提出十年以来，

我国能源革命不断向纵深推进，能源事

业持续在高位推动，走出了一条独具中

国特色的能源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之路。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是我

国能源供应的主力军，在践行能源安

全新战略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十年

来，国有企业深入贯彻落实能源安全

新战略，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 里 ，更 好 支 撑 和 服 务 中 国 式 现 代

化。”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衣学东说。

为展现国有企业践行能源安全新

战略方面的丰硕成果，国务院国资委研

究中心和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

院共同编写了《案例集》。

《案例集》共收录来自数十家中央

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 163 个高质量

案例，以能源供给、能源消费、能源体

制、能源技术和国际合作五大板块的方

式归纳和呈现，涵盖了煤炭、电力、石油

化工等多个重点领域，多维度、多层次、

立体全面地展现了十年来国有企业高

质量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特色亮点、

实践成果和先进经验。

“我们希望，《案例集》能够为更多

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的企业提供可持

续、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更高起点

上持续推进能源安全新战略走深走

实。”衣学东说。

随着新能源逐步走向能源舞台中

央和产业变革中心，能源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加速形成，未来能源供需如

何动态平衡？传统能源功能如何调

整？可再生能源如何实现规模化发

展？这些都是新时期我国能源发展面

临的新挑战和需要回答的新问题。

《中国能源展望 2060》结合最新宏

观经济形势和能源产业发展趋势，聚

焦 能 源 产 业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主 题 ，以

“1+4”的模式开展创新研究，形成 1 篇

能源发展大势主体研究报告，以及“煤

炭”“煤电”“新能源和水电”“氢能、储

能和 CCUS”4 篇专篇研究报告，旨在

为国家和行业研判能源发展大势提供

参考。

“编写组在系统分析 2023 年经济

社会、能源产业、能源科技发展的基础

上，根据大型能源系统模型仿真结果，

编 写 了 2024 版《 中 国 能 源 展 望

2060》。”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

院党委书记、董事长孙宝东说，“我们

研究发现，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不同

阶段的建设目标，未来 10—15 年我国

能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能源供

给安全的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能

源演化态势将由当前以煤为主时代逐

步转入多元发展，并最终进入以非化

石能源为主的时代。”

孙宝东强调，端牢能源饭碗，逐步

提高能源自给率，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前提。通过能源科技创新来驱

动能源安全、能源低碳、能源经济协调

发展，是能源产业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

显著特征。

（科技日报北京8月8日电）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案例集发布——

为国有企业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提供有益经验 机械臂灵活翻转，一束束无形的太赫兹波悄

然掠过三星堆青铜器斑驳的表面，将锈层下的秘

密一一揭示……近日，在电子科技大学太赫兹科

学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

上演了一场现代科学家与古代能工巧匠跨越时空

的“对话”，随着一幅幅包含丰富分子结构信息的

“太赫兹指纹谱”出现在电脑屏幕，这件青铜文物

表面不同层位的锈蚀产物、表面附着物等物质信

息被科学家们获取。

既要准确获取文物的制作年代、元素构成等

不同信息，又要尽最大努力避免对文物造成损伤，

一直是现代科学与文物保护研究的“矛”与“盾”。

随着 X 射线、红外线等现代常规无损检测技术的

突破，人们在“看透”文物的同时，如何原位、无损、

整体地获取它的颜料、涂层等表层信息，正成为科

研人员探索的新方向。

实验室负责人胡旻率领的科研团队正与浙江

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等机

构合作，利用自主研发的国际首套基于真空电子

器件的太赫兹近场成像系统，对来自三星堆青铜

器文物进行层析成像分析，这也是全球首次通过

太赫兹波对青铜文物进行层析成像分析。

“太赫兹波，简称太赫兹，是指频率在 0.1太赫

兹到 10 太赫兹范围的电磁波，其波长大概在 0.03

毫米至 3 毫米之间。”胡旻说。与 X 射线等具有电

离特性的技术相比，太赫兹的光子能量极低，不会

引起有害的电离反应，这使得研究人员在不损害

文物的前提下，也能深入了解其内部结构和材料

成分，并且对研究人员也不造成伤害，“它可以穿

透绝大多数非金属物质，通过时域脉冲在物体内

部的多层次反射，得到物质的分层结构信息，从而

无需对文物进行切片。”

实验室博士后张晓秋艳介绍，以三星堆青铜

器文物的锈层识别为例，研究人员首先通过结构

光技术快速构建文物的三维轮廓，绘制“数字地

图”。随后，基于该地图，研究人员通过智能算法

规划太赫兹波扫描路径，确保其能够垂直入射实

现对锈层厚度的精确识别。

“在锈层识别中，机械臂会控制检测探头将发

射出的太赫兹波穿透锈层，收集其内部结构和材料特性的‘秘密’。最后将探测

数据与青铜器的三维轮廓结合，生成锈层三维成像图，直观地展示了锈层的分

布、形态及厚度变化。”张晓秋艳说，结合“太赫兹指纹谱”，文物保护人员能够清

晰地区分出有害锈与无害锈及其分布情况，让文物修复工作更加精准和高效。

太赫兹波扫描是利用飞秒脉冲进行飞行时间成像，其最快可在文物出土之

后的 10分钟内得到文物表面层位信息的初步结果。同时，它也能实现高分辨率

成像，其厚度识别精度达到 10 微米、水平精度达到 50 纳米。“我们实验室将利用

其在太赫兹技术方面的优势，为三星堆遗址的文物提供无损检测、病害诊断等科

技支持。目前已和三星堆博物馆达成共识，将围绕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研究、文物

保护及文化传承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张晓秋艳说。

“未来，该实验室还将引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通过与太赫兹技术结

合提升数据处理和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让检测结果更加详细、可靠。”胡旻表

示，同时，他们将加强与考古学、材料科学等领域的跨学科合作，推动太赫兹技术

在文物保护中的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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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成宽

◎刘 侠 本报记者 滕继濮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汝健）近年

来，河北省文安县将技术创新作为推动

人造板产业向绿向智向高端转型发展

的重要抓手，通过支持和引导重点企业

开展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化生产线建设，

形成了企业设备互联、数据互换、过程

互动和产业互融的新型产业集群。据

悉，该县现有人造板企业 426 家，年产

各类人造板 2000 余万立方米，年产值

247亿元。

图为 8月 8日，文安县振宇木业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运输刨花板。

本报记者 陈汝健摄

人造板产业

聚链成群

8 月 5 日，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

境学院（以下简称“山师地环学院”）孔

强教授在暑假期间赶到了 250 公里之

外的南四湖，对其水体物理、化学、生物

指标进行监测。

孔强是山东师范大学校长张建教

授团队的一员。横卧于山东省西南部

的南四湖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

但污染让它变成了“酱油湖”，甚至曾

被 专 家 们 称 为 流 域 治 污“ 世 界 第 一

难”。当南水北调工程启动之后，作为

长江水北上必经之地的南四湖治理变

得迫在眉睫。

“20 年 来 ，我 们 专 心 致 志 干 一 件

事。”张建眼中的这件事便是对南水北

调工程沿线流域的水质保护。其中，南

四湖治理成为重中之重。

当一项项源于南四湖、用于南四湖

的“独家技术”发挥效力后，曾经的“酱

油湖”变清了——“水中大熊猫”桃花水

母、“鸟中大熊猫”震旦鸦雀、全球极危

物种中华秋沙鸭把南四湖当成了它们

的乐园。

治 理“ 酱 油 湖 ”，需 要 借 助 科 技

力量。

在该团队接受任务时，挑战不小。

工业废水、生活废水、农业废水……随

着 53 条支流携污染物不断汇入，当时

的南四湖变成了鱼虾绝迹的“集中纳

污区”。

随着山东省“治用保”流域治污策

略的实施，南四湖流域水质逐渐提高，

但与南水北调东线水质要求相比，仍然

要跨越三个以上的地表水环境质量类

别，难度极大。绿色高效的人工湿地技

术成为优先选择之一。

人工湿地是人为构建、模拟和控

制的类似沼泽的地面。人工湿地中的

基质又称填料，主要用来吸附、过滤污

染物，也为植物和微生物生长提供载

体并为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提供反

应界面。

张建团队成员之一、山师地环学

院师资博士后纪明德向记者展示了一

幅图：当污水进入河流后，污染物在基

质、植物与微生物的协同作用下被去

除。但他提到三大痛点，即传统人工

湿地基质水质净化效率低、冬季低温

植物“失灵”、工程结构与运行配置不

合理。

以冬季低温植物“失灵”问题为例，

纪明德进行了说明。湿地植物可吸附

污染物质并将其固定在根系上，并通过

自身代谢将有机物质降解为无毒无害

物质以实现水体净化。但问题在于，植

物到了冬天便枯萎“失灵”。该团队创

造性地将植物秸秆转化为生物炭，大幅

提升对污染物的吸附性能，并将生物炭

作为填料回填到人工湿地弥补碳源不

足问题。

针对三大痛点而生的一系列技术

不但优化了南四湖的水质，更在南水

北调东线工程沿线实现了广泛应用，

相关成果登上《自然综述：地球与环

境》杂志。

“我们用 300 亩试验工程摸索技术

参数，用 1500 亩示范工程积累工程应

用经验，最终用了近十年在国内实现了

‘遍地开花’的局面。”张建表示，上述数

据、经验及成果支撑了 3 个国家湿地公

园、山东省 26 万亩人工湿地工程的建

设和运行。

“水清不代表无污染。”如今，这

句话饱含着张建团队的新目标。近

期，他们瞄准了隐形污染物。在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它们被称为“新

污染物”。

新污染物之所以“新”，一方面是相

对于常规污染物而言，它们是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等新

型环境污染物；另一方面，新污染物种

类繁多，可被识别出的新污染物还在快

速增加。

“ 如 果 说 之 前 的 污 染 物 是‘ 厘 米

级’，那么现在到了‘纳米级’。”张建表

示，他们正在做的就是找到新污染物

的“克星”。

多环芳烃具有诱变、致癌等毒性，

传统人工湿地对多环芳烃的去除效果

极差。通过多年研究，张建团队发现微

生物降解是人工湿地降解多环芳烃的

主要机制，他们设计了一种新型自动潮

汐流人工湿地系统，通过优化系统氧化

还原环境，实现有机污染物多环芳烃和

营养元素氮的高效去除。这一研究成

果刊发在国际学术刊物《水研究》上，并

且已经落地。

治理流域污染，隐形污染物不可

忽视，这支团队已找到破解之道，并

持续推而广之，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

力量。

科技治污让“酱油湖”变身“生态湖”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 讯 员 于晓明 王 志 董广远

科技日报杭州 8月 8日电 （记者

江耘）不定期认定首席科学专家和若干

领域的 TOP10、省级动态拥有 100 名左

右科学传播专家、市级拥有 1000 名左

右科学传播达人、县级拥有 10000 名左

右科学传播员……8 日，记者从浙江省

科协 2024 年第三季度新闻通气会上了

解到，该省争取用三年时间，拟动态形

成一支“十百千万”科学传播专家队伍，

基本实现科学传播专家学科、地域、人

群全覆盖。

今年 6 月，浙江省科协、省委社工

部、省科技厅决定联合实施浙江省“十

百千万”科学传播专家队伍建设计划

（以下简称“十百千万”），并出台了《关

于实施浙江省“十百千万”科学传播专

家队伍建设计划的意见》。

根据《中国科普统计》数据，2022

年浙江省的专兼职科普人员总数 13.4

万人，总量位居全国第一；浙江省的科

普专职人员数为 12504 人，位列全国第

29位。

“浙江的兼职科普人员占据了绝大

多数。如何利用好大量的兼职科普人

员积极投身科普事业，激发他们做科普

的热情，需要我们建立好的体制机制和

平台。”浙江省科协科普部部长龙爱民

表示，实施“十百千万”是浙江科普队伍

发展的现实需求，通过该计划将有效调

动兼职科普人员积极性，提高科普工作

质量和效率，形成全员参与的良好科普

生态，共同推动科普事业发展。

记者还了解到，“十百千万”科学传

播专家未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工作：一是

开展科普活动和创作，二是应对重大公

共事件和自然灾害时的科学说明，三是

优先推荐担任中小学“科技副校长”。

浙江省科普联合会是“十百千万”

组织实施机构。浙江省科普联合会副

会长王忠民介绍，“十百千万”遵循“依

托学科、强化志愿、以用促建、联动共

享”的基本原则，突出强调学科背景和

科普情怀，用科普实践成效作为重要标

准，将遴选一批具有浓厚科普情怀、良

好科学道德和学风、学术造诣高、科普

能力强的科学传播专家。

目前，浙江省“十百千万”科学传播

专家已启动招募，首批专家名单将于 9

月发布。

浙江：打造“十百千万”科学传播专家队伍
（上接第一版）

体制顺，机制活，则人才聚、事业兴。

8月3日下午，古朴典雅的会客厅中，

专家们围坐一起，开展热烈的小组讨论。

“我们要进一步向改革要活力要

动力，持续强化体制机制保障，做到出

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

相贯通，让文艺工作者在充分施展才能

的舞台上实现自我价值，实现自由全面

发展，更好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中国歌

剧舞剧院艺术总监山翀说。

“要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以创

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坚持

‘破四唯’与‘立新标’并举，着力构建

符合科研活动特点、体现人才成长规

律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进一步提

升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公平

性。”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大学

教授康相涛说。

今年的休假队伍中，有 10 位专家

曾荣获“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他们

是工程技术领域的先进典型，是创新

路上矢志不渝的领跑者。

“要持续深化培养模式和育人机制

改革，从课程、教材等核心要素出发，推

进卓越工程师招生、课程、教材、导师、毕

业、评价等全系列标准体系建设，主动适

应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更

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山西大学副校长程芳琴说。

北京城建集团总工程师李久林认

为，卓越工程师是“具有突出技术创新

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

师，培养这类工程技术人才，必须走出

学校，扎根产业实践。要遵循工程教育

规律和科技创新规律，建立健全产教融

合机制，源源不断培养造就更多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

一泻汪洋。

改革，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汇聚起实现强国梦、复兴梦的磅礴力量。

长风破浪——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了，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

巍巍山海关，依山襟海。专家们

举目远眺，壮志萦怀。

“科学研究，就是要向极宏观拓

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

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努力开辟新领

域、勇闯无人区，不断突破人类认知

边界。”

从领衔研发中国首台深海钻机，

到研制“海牛Ⅱ号”在海底成功下钻

231 米，湖南科技大学海洋实验室主

任万步炎始终紧盯科技前沿，积极抢

占科技竞争制高点。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沿着古老城楼的石阶向上攀登，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李风森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 历 史 川 流 不 息 ，精 神 代 代 相

传。作为扎根边疆民族地区的医学

工作者，我们要将大医精诚、大爱无

疆的崇高精神发扬光大，坚持实事求

是、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不唯上、不

唯 书 、只 唯 实 ，努 力 多 出 高 水 平 成

果。”李风森说。

几日后，青海大学省部共建三江

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研究员赵新全将再一次踏上可

可西里无人区周边区域，开展野生动

物及草地变化野外考察。

“科研成果大多是靠长期专注产

生的，是在循序渐进、量变积累中获得

的。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敢于受

挫、愈挫愈勇，依靠终身探索成就一番

事业。”赵新全说。

世道必进，后胜于今。

“我们不仅要做事业的开拓者，更

要做新时代的伯乐。”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说，“功

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要吐哺

握发、唯才是举，营造尊重独立性、差

异性的学术生态，让年轻人有更多机

会挑大梁、当主角，以务实、平等、开放

的心态为党和国家培养后备人才，为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多智慧和

力量。”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以此次休假为新起点，专家们重

整行装再出发，坚定信心，不忘初心，

向着更加广阔的星辰大海，昂首阔步

前行。

（新华社北戴河8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