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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1日电 （记者任姗姗）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三十三届电视剧“飞天奖”、第二

十七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 1 日在京举行。

本届“飞天奖”“星光奖”获奖作品集中体现了过去两年电

视艺术精品创作的成果。“飞天奖”的获奖作品以现实题材为

主，《山海情》《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功勋》等 16 部作品主

题突出、品质上乘，深受观众喜爱，在此次评选中脱颖而出；

“飞天奖”优秀导演、编剧、男演员、女演员 4 个单项奖获奖者

也均出自获奖作品。《典籍里的中国》《中国（第一季）》《“中国

节日”系列节目 2021 季》等“星光奖”14 部获奖作品在内容和

表达创新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

“飞天奖”“星光奖”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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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西北部，戈壁滩飞沙走砾、雅

丹地貌形态各异……这里是青海省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冷湖镇，也被称为“最像

火星的地方”。

2021 年 8 月 18 日，《自然》杂志上的一篇

论文震惊学界，中国科学家找到一个可与世

界顶尖天文台址比肩的潜在天文观测点——

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干旱的气候、璀璨的星

空、极佳的视宁度……戈壁滩上这座荒凉的

小镇，朝着建设国际一流天文观测基地的目

标大步迈进。

戈壁小镇发展星空旅游

风卷流沙，猛烈地掠过 315 国道，车子正

驶向“火星一号公路”，在风蚀雅丹地貌群的

砂石路上颠簸了整整 4 个小时，记者终于来

到了冷湖镇。

冷湖科技创新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党组

副书记田才让已在等候。“欢迎你到冷湖来看

星星。”他热情地握住记者的手，“别看这里荒

凉，可是我们建设天文观测基地的‘心头爱’！”

上世纪 50 年代，冷湖因石油资源而繁荣，

曾聚集 10 万多名采油工人。然而随着资源枯

竭，这座戈壁滩上的小镇重归沉静。地处偏

远、气候干旱、居民较少，再加上方圆百余公

里都是雅丹地貌，“荒凉”一度成为冷 湖 镇 的

标签。

2017 年，开上车、带着帐篷和干粮，田才

让和同事们在茫茫戈壁中跋涉，寻找当地发

展的机会。田才让回忆：“一天晚上，大伙迷

路了，只能在原地搭帐篷，等日出后出发，可

就在半夜，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星

光不负赶路人，浩瀚戈壁上星河灿烂，‘手可

摘星辰’说的就是眼前景象。”

地 上 一 片 荒 凉 ，何 不 就 做“ 天 上 的 文

章”？回到镇上，田才让就听说中国科学院的

天文学专家邓李才正在德令哈市的紫金山天

文台青海观测站，他便带着开发冷湖地区星

空旅游的新想法，马不停蹄地赶到德令哈。

而此时的邓李才，正为一个光学望远镜

项目选址而焦虑：“从四川稻城，到西藏阿里，

再到新疆慕士塔格峰，我们为选址四处奔波，

但结果都不理想。”就在邓李才一筹莫展之

际，田才让找上了门。邓李才决定到冷湖实

地看一看。

每年可观测时间达 300天

与射电望远镜相比，大型光学望远镜技

术要求更苛刻、造价更高，建设难度最大的并

非只是望远镜本身，而是合适的台址。

由于大型光学望远镜对环境要求近乎苛

刻，比如晴夜数、天光背景亮度、视宁度等，所

以优质的光学观测台址是稀缺资源。此前国

际优质的大型光学望远镜几乎都集中在西

半球。

2018 年 1 月，邓李才带领团队和田才让

在冷湖的赛什腾山开始了实地监测。他们惊

喜地发现，冷湖台址区域每年可观测时间达

300 天，可沉降水汽柱也远优于其他地区的

大型光学天文台。

然而，赛什腾台址质量监测数据有多惊

艳，获取数据的历程就有多不易。“当时的赛

什腾山还没有开发过，连一条路都没有。缺

氧、积雪、碎石，都给攀爬带来极大的挑战。

大伙背着几十公斤重的监测仪器，只能手脚

并用地爬上去，饿了大饼就榨菜、累了找地儿

一躺。”邓李才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关键参数采样结果显

示，冷湖天文观测基地的视宁度统计中值只

有 0.75 角秒。“视宁度代表了大气抖动对望远

镜观测星象造成的模糊程度，其数值越小，代

表观测效果越好，0.75 角秒的视宁度中值，意

味着冷湖天文观测基地与国际最佳台址同期

数据大致相同。”邓李才自豪地说，“冷湖所在

的经度区域尚属世界大型光学望远镜的空白

区，由于天文观测常需要接力观测，随着冷湖

天文观测基地的建设，这里将成为国际光学

天文研究的重要基地，也将成为探索宇宙奥

秘、培育原创性科学成果的重要策源地。”

冷湖跑出“热”速度

从赛什腾山山脚下，驾车沿着弯弯曲曲

的山路向山顶行驶，一旁的工人正在抓紧碾

压路床、稳定碎石。同行的中科院国家天文

台怀柔太阳观测基地主任邓元勇介绍：“一个

天文观测基地从选址到运行，一般用上十几、

二十年的时间很正常，但冷湖天文观测基地

只用了短短 4 年时间就建成了。”

邓元勇介绍：“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分为

4400 米、4000 米、3800 米这 3 个海拔高度进行

建设，每一层级都具有不同的作用：最高的

4400 米处主要用于天文观测；4000 米以上的

地方，规划若干科学项目，大部分都尚处建设

阶段；3800 米处的望远镜将兼具科研与科普

功能，供天文爱好者们体验真实的天文观测；

而海拔 2700 米的冷湖镇附近还规划了面向

大众进行天文科普教育的设施。”

去年底，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青海省科技

厅、青海省海西州政府签署共建青海冷湖天

文观测基地合作协议，各方将在青海冷湖地

区共同打造国际一流天文观测基地。昔日荒

凉的冷湖也跑出了“热”速度：截至目前，冷湖

天文观测基地累计落地 9 个光学天文望远镜

项目，总投资近 20 亿元。

田才让介绍，《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

湖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到时候，在暗夜保护核心区内，

光源种类和亮度都将得到严格控制，所有户

外固定夜间照明设施的照射方向应当低于水

平线向下 30 度，在暗夜保护缓冲区，所有户

外固定夜间照明设施的照射方向都将控制在

水平线。“我们要全力保护这些‘大家伙’，让

科学家们都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谈笑间，暮色漫上山顶。记者一回头，发

现此刻天地浩茫、星河灿烂，一个个望远镜静

静矗立，倾听来自宇宙深处的讯息。

上图：夜幕下的冷湖天文观测基地。

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冷湖科技创新产

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供图

落地光学天文望远镜项目9个，填补东半球国际优质天文台空白

在冷湖，追逐最亮的星
本报记者 贾丰丰

每当夜幕降临，浩瀚戈壁
星河灿烂，光学望远镜静静矗
立，捕捉宇宙讯息——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让位于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冷
湖天文观测基地成为东半球
优质天文台理想选址地。依
托天文观测基地，昔日戈壁上
的荒凉小镇正在成为汇聚“追
星人”的天文小镇。

核心阅读■科技自立自强R

本报成都 11 月 1 日电 （记者王明峰）1 日，四川新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成立。该集团以川网传媒为主要支撑，

拥有四川新闻网、四川发布等多个特色媒体品牌，连通“网、

端、微、屏”，形成全媒体平台矩阵。四川新闻网创建于 1999
年，是全国首批地方重点新闻网站之一。如今，四川新传媒集

团已经从原来的单一新闻网站成长为兼具媒体功能和产业属

性的综合文化集团。

四川新传媒集团成立

本报北京 11月 1日电 （记者陈世涵）近日，纪录片《大国

建造》第二季开播。该片共分为《因势赋形》《地下之弦》《民生

之基》《铸冶荣耀》《聚能追光》5 集，以“探寻工程奇迹”为主

线，选择具有标志性的建筑和工程，探秘更绿色、更科技、更智

慧的建造技术，勾勒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成就。

同时，该片从建设者的视角出发，用鲜活的影像记录他们

克服施工作业难题、完成原创性引领性技术攻关的动人故事。

纪录片《大国建造》第二季播出

本报北京 11月 1日电 （记者王昊男）日前，科技部、发改

委、教育部、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允

许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海淀园）的中央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及企事业单位等适用〈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条例〉的通知》。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条例》在职务科技成果权属、职称评审等方面做出多项创新性

制度设计，有效激发了高校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科技成果转

化的积极性。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项政策的出台，将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积

极性、主动性，促进央地协同，推动北京市全面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

九部门通知

明确《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适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