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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佳星

随 着 蛇 年 春 节 的 临 近 ，春 联 、窗

花、红包等年货供不应求。喜迎申遗

成功后首个春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的蔚县剪纸第四

代传承人周利伟在年前几个月就忙碌

起来。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喜爱这

项艺术，剪纸本身的立意和画样要不断

跟上时代。”1 月 22 日，周利伟在采访中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围绕今年春节的生

肖蛇，蔚县剪纸团队推出了“蛇盘兔 必

定富”“蛇盘兔 辈辈富”等多个立意的

纸样设计，今年与众不同的是在创作过

程中首次与人工智能进行了融合。

借 力 AI，传 统 文 化
走俏年货市场

蔚 县 剪 纸 是 河 北 省 传 统 民 间 艺

术。“新技术是行业提升的‘加速剂’，应

用新技术是行业进步发展的趋势和方

向。”周利伟说，蔚县剪纸传承几百年以

来在不断演进，其最早的载体是窗花，

但随着纸窗户变成玻璃窗户，窗花功能

弱化。

传承人在传承中求变求新，将剪纸

扩展到对联、门神、门钱等多种形式，而

且色彩在红色基础上更加丰富、更加喜

庆，以装点节日气氛。

往年春节，剪纸艺术家都会围绕生

肖和吉祥的祝愿语境进行创作，翻阅大

量传统资料寻找灵感，并避免与往年重

复，以求推陈出新。“今年我们把剪纸艺

术 跟 AI 融 合 ，进 一 步 提 高 了 创 作 效

率。”周利伟说，把蔚县剪纸的制作工

艺、技法、历史“喂”给 AI，它就能快速响

应出很多图样，剪纸设计师可以从这些

图里找到灵感，再去深化、提炼，实现更

好的创作。

“通过使用言犀大模型生成参考图

样，团队设计出的纸样更可爱，更符合

现代人喜好。AI 渲染的纸样能够拓展

我们的思路，快速实现图形化、图像化，

便 于 设 计 师 高 效 手 绘 出 精 美 的 剪 纸

稿。”周利伟说。

（下转第三版）

蔚 县 剪 纸 俘 获 年 轻 人“ 芳 心 ”
——“ 年 货 经 济 新 看 点 ”系 列 报 道 之 六

2024 年 4 月 25 日，神舟十八号载

人 飞 船 成 功 发 射 ，航 天 员 叶 光 富 、

李 聪、李广苏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和

核心舱，在轨驻留 6 个月，先后进行 2

次出舱活动，实施 6 次载荷货物气闸舱

进出舱任务，完成 80 余项空间站建设

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近百项空间

科学实验与应用载荷在轨实（试）验，

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安全返回。神舟十

八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

三次载人飞行任务，刷新中国航天员

单次任务连续在轨飞行时长、单次出

舱活动时间纪录，首次圆满完成我国

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实施国际上

首次植物茎尖干细胞功能在轨研究，

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

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

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

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

砥砺前行，具有重要意义。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

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

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

血。叶光富、李聪、李广苏同志是其中

的杰出代表，他们铁心向党、矢志报国，

锐意进取、团结协作，向世界展示了强

大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叶光富同

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

成为我国首位累计飞行时长超过一年

的航天员。李聪同志扎实训练、艰苦

磨砺，光荣入选神舟十八号乘组，出色

完 成 担 负 任 务 。 李 广 苏 同 志 沉 着 果

敢、勇挑重担，首次出舱即圆满完成首

次 空 间 站 空 间 碎 片 防 护 装 置 安 装 任

务。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

建立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决定，给叶光富同志颁发“二

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李聪、李广苏同

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

航天功勋奖章”。

叶光富、李聪、李广苏同志是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

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

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

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 ，增 强“ 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团结

在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周

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

航天精神，奋发进取、守正创新，再接

再厉、乘势而上，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

结奋斗！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关于给叶光富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
授予李聪、李广苏“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
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

（2025年 1月 23日）

1 月 17 日，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宝

丰镇兴胜村近零能耗农宅项目二期落

成逾 3 个月。这天，25 户村民刚刚完成

乔迁之喜，科技日报记者专程赶到这

里，用笔和镜头记录村民的幸福生活。

自从搬进屋顶铺着光伏板的新房，

兴胜村村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不一样

了：家家户户做饭取暖不用柴和炭，就

连除草机、撒药机等农机都是充电的，

摩 托 车 也 变 成 了 电 动 车 和 新 能 源 汽

车。最让村民满意的是——屋顶光伏

板上发的电不仅用着便宜，多余的还能

上网卖钱！

有赖于这一项目，兴胜村在第十一

届全国近零能耗与零碳建筑大会上，一

跃成为宁夏首个“近零碳村”。

住新房既省钱又赚钱

白墙、黛瓦、马头墙……在兴胜村，

一座座徽派建筑风格的农宅，在西北冬

日黄土和白杨的映衬下别有韵味。

温度计上显示的室温是 24摄氏度，

52岁的村民田玉兵穿一件格子衬衣，连

声告诉记者：“还是新房子舒坦！”

田玉兵先前住了30年的老房子装的

是土暖气，需要自己烧锅炉。到了采暖

季，他每天要早早起来添煤，整个屋里乌

烟瘴气不说，还不怎么暖和。“住进新房子

以后，我冬天取暖不用烧煤也不用扒灰，

现在的手都是白净的。”田玉兵说。

据了解，新房配备了远程管理与故

障报修系统。在宁夏清洁取暖物联网

大数据平台的支持下，足不出户就能解

决取暖问题。

不过，最让田玉兵开心的，还是新

房为他省下了不少开销。

“家里是‘全电厨房’，一天下来才

花 10 多块电费。过去一个冬天要烧六

七千块钱的煤，今年两千块就能够用

了。不光如此，现在我还赚钱呢！”田玉

兵喜笑颜开。

省钱又赚钱的秘密在哪？

听到这个问题，国网宁夏电力石嘴

山供电公司宝丰供电所副所长余涛把

记者领到进门处。原来，这里安装了一

个储能设备，与屋顶的光伏板协同工

作，确保电力供应。 （下转第二版）

宁夏兴胜村幸福生活“近零碳”

科技日报北京1月23日电（记者操秀英）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间与地球科学学院曹晋

滨院士团队的刘成明与合作者，首次聆听到遥

远地球空间发出的合声。该工作打破了学术界

关于合声波只能在地球偶极磁场控制的近地区

域出现这一持续70多年的传统观点，并阐述了

合声波产生的新机制——非线性波粒相互作

用。相关成果1月23日发表于《自然》杂志。

地球空间地磁场磁力线就像两端固定在

地球南北磁极区的琴弦一样，当太阳风能量

进入地球磁层空间，并通过相关物理过程拨

动这些琴弦时，就会激发频率特征类似于清

晨鸟儿的齐鸣合奏的电磁波，科学界称之为

合声。通过近 70 年的卫星观测和理论研究，

人们对合声波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发

现合声波主要发生在地球近地空间偶极磁场

区域，但由于相关空间等离子体物理过程的

复杂性，直至今日，合声波的产生和传播机制

依旧充满争议，未有共识。

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队领衔、美国和

瑞典同行参加的国际团队分析了国际地球磁

层多尺度卫星（MMS）数年收集的海量数据，

首次在距离地球超过 16 万公里的遥远太空

发现了合声波，并给出非线性波动—粒子相

互作用是这种合声波发生原因的理论解释。

“我们观测到合声波的频率不到 100 赫

兹，处于人类可以听到的声波频率范围，转化

为音频输出后，就得到一段能被我们听见的

‘太空合声’。”论文第一作者、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副教授刘成明说，“这段声音不仅像鸟儿

鸣叫，还有些像科幻作品中的太空鲸歌。”

英国皇家学会院士理查德·霍恩教授在

评论文章中指出，新发现的合声波是一个在

令人惊讶的区域出现的令人惊讶的结果。同时，首次观测

到的相空间电子洞，是一个非凡的发现。“刘成明等人的工

作将加深我们对合声波的理解，极大地提高我们对高能电

子辐射带的预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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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月23日电（记者陆成宽）
基于天关卫星的观测数据，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发现 1 例来自宇

宙早期的伽马射线暴。这一爆发事件的发

现，标志着人类首次探测到来自宇宙早期爆

发的软 X 射线信号，不仅丰富了人类对宇宙

早期伽马射线暴的认识，更为探索宇宙的起

源与演化提供了全新视角。相关研究成果

23日在线发表于《自然·天文》杂志。

2024年3月15日，天关卫星在软X射线波

段捕捉到了一例爆发事件的微弱脉冲信号。该

爆发事件持续超17分钟，且亮度快速波动。更

重要的是，一般情况下，X射线比伽马射线的出

现时间提前几十秒，但这一爆发事件的X射线

出现时间比伽马射线早了超过6分钟。

同时，结合其他望远镜的后随观测，科研

人员确认这个爆发源自遥远的早期宇宙。“该

爆发发生时宇宙年龄仅为宇宙现在年龄的

10%，其信号花费了 125亿年才抵达地球。”论

文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

究员刘元说。

“我们将这一爆发事件命名为EP240315a，

它在 X射线波段的活动时间比在伽马射线波

段的活动时间长 10 多分钟，并且其 X 射线出

现时间也比伽马射线早很多。”论文共同第一

作者、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孙惠

说，这为天文学家研究伽马射线暴是如何触

发的提供了全新视角。

随后，科研人员对天关卫星捕捉到的

EP240315a的瞬间辐射光谱进行了详细分析。

结果显示，EP240315a的光谱会发生变化，在辐

射强度较高的时期，光谱会变得更“硬”。

“也就是说，高能量的 X 射线成分会相

对增多。”天关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研究员袁为民解释，这个发现对于理解伽马射线暴是如

何释放能量的非常关键，有助于天文学家更好地揭开这

些宇宙爆发事件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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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23 日电 2025 年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办公室开展慰问帮扶全国道德模范活

动，充分表达对英雄模范的关爱礼遇，

弘扬尊崇模范、学习模范的文明风尚。

此次集中慰问帮扶活动中，中央精

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派出若干慰问组，前

往各地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 47 名全国

道德模范及其家属。各慰问组不远千

里，奔赴偏远乡村、街巷社区，走进模范

家中、来到模范身旁，看望了无私奉献、

照亮深山孩子求学路的农加贵，矢志不

渝、敢把沙漠变绿洲的郭万刚，履约践

诺、数十年守护山林的刘真茂，见义勇

为、与歹徒英勇搏斗身负重伤的艾尼·居

买尔，传承孝道、背着母亲上大学的刘羲

檬，以及舍己救人、不幸牺牲的曾庆香的

遗属等。慰问组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和

身体健康情况，送上慰问帮扶资金和新

春祝福，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勉励模范继

续发挥榜样引领作用，为社会传递更多

正能量。道德模范深受感动，衷心感谢

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关心关爱，纷纷表示

将继续做真善美的践行者传播者，为传

承中华美德、培育时代新风作出新贡献。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的慰问

帮扶活动产生热烈反响，人们高度评价

道德模范的美德善行，希望全社会都给

予他们真切关爱，学习他们的崇高品

德。据了解，自 2007年评选表彰首届全

国道德模范以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

公室持续开展关爱行动，累计慰问帮扶

470 多人次。各地也通过政策保障、资

金支持、志愿服务等方式，帮助道德模

范解决实际困难，营造了好人好报、德

者受尊的浓厚氛围。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慰问帮扶全国道德模范

1 月 23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4 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

验 发 展（R&D）经 费 投 入 为 36130 亿

元，实现稳定增长，投入总量稳居世界

第二位。其中，基础研究经费为 2497

亿元，增长 10.5%，占 R&D 经费比重为

6.91%，提升 0.14 个百分点。R&D 经费

投入强度稳步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实

现较快增长。

“R&D 经费投入规模是衡量一个

国家创新能力的核心关键指标。”中国

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技术预测与

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玄兆辉说，2024

年，我国 R&D 经费总额突破 3.6 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 8.3%，表明我国全社会

科技创新活动十分活跃，为科技强国建

设注入强大动力。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张启

龙表示，我国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

不断完善，多元化投入格局加快构建，

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为

R&D经费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4 年，我国 R&D 经费投入强度

（R&D 经费与 GDP 之比）达到 2.68%，

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略高于“十

三五”以来年均提升幅度，保持稳步提

升态势。从国际比较看，我国 R&D 经

费投入强度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名第

12 位。

“我国 R&D 经费投入强度达到了

2.68%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一比例超过

欧盟国家平均水平（2.11%），并进一步

接近 OECD 国家平均水平（2.73%），充

分展现了科技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

的引领作用。”玄兆辉解释说。

基础研究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

动力源，是科技创新的总机关。值得关

注的是，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呈现较快增

长。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 2497

亿元，比 R&D 经费增速快 2.2 个百分

点；占 R&D 经费比重为 6.91%，延续上

升势头。

玄兆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基础研

究经费的快速增长，意味着我国研发投

入结构正在进一步优化。从近年发展

势头来看，基础研究占全社会 R&D 经

费的比重将有望进一步快速提升，为形

成更多更好原创性、突破性、引领性重

大科技成果提供重要基础。

张启龙也提到，近年来，我国高度

重视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和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在量子科

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

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

“2024 年我国 R&D 经费投入保持

稳定增长，投入强度和基础研究占比

持续提升，为扎实推进科技强国建设

奠定坚实基础。”张启龙表示，下一步，

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科技

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鼓励引导

各方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完善多层次

投入体系，提高研发资金使用效率，为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

力保障。

（科技日报北京1月23日电）

2024年我国研发经费突破3.6万亿元
R&D投入强度再创新高 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较快

1月 23日，大熊猫国家保护研究中心的两大组成机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四川联
合举办“吉祥如意 萌宝迎新”新春主题活动，两家机构的25只2024年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在年味十足的氛围中首次亮相。

图为1月23日，在熊猫基地，饲养员带领2024年新生大熊猫幼崽亮相新春主题活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