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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R

■创新谈R
■科技视点·跟随科研人员去治沙②R

习近平总书记 7 月 5 日

至 7 日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

集聚，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水平。”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表明企业在我国创新

体 系 里 的 地 位 在 进 一 步 提

升，同时也反映出企业不仅

要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产

业孵化等方面继续保持主体

地位，也要在涵盖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等环节的全链

条创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例如，华为公司日前发

布 了 新 一 期“ 难 题 揭 榜 ”题

目，期待创新求解。自 2021
年开始，华为定期会将产业

中 遇 到 的 难 题 面 向 社 会 发

布，迄今已有数百人“揭榜”，

其中不少是来自高校院所的

科 研 人 员 。 企 业 面 向 社 会

“发榜”，是近年来兴起的一

种科研组织模式。这种新模

式 以 应 用 为 牵 引 ，企 业“ 出

题”、科研院所“答题”、市场

“阅题”，实现了创新需求由

市场提出、创新主体由市场

选 择 、创 新 成 果 由 市 场 验

证。同时，用基础研发带动

技术突破，构建了产学研协

作的新模式，有效提升了科

技成果转化的质和效。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的关键举措。从企业自身

发展看，科技创新是企业发

展的生命线。当前科技发展

日新月异，作为经济活动的

基本单元，企业离市场最近，

对市场需求反应最灵敏，对

消费趋势把握最及时，是创

新需求的主要提出者以及科

技成果市场价值的最终实现

者；企业基于其内生需求开

展的科技创新活动，有助于带动产业链研发效率的整

体提升。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看，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增强，将促进形成多元化的投入体系；作为创新链

和产业链的结合点，发挥好企业的黏合、牵引作用，能

有效贯通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工程应用、产业化的

创新链条，从而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要更积极地发挥企

业创新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重要策源地的作用。

2022 年，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已超过

3/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企业参加或牵头的占比已接

近 80%。截至 2022 年 6 月底，我国企业拥有有效发明

专利 260.5 万件，占国内总量的七成以上。随着企业为

主体、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日益完善，

更多企业正在从“要我创新”转变为“我要创新”。面向

未来，企业在技术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

等方面，可有更积极主动的作为。例如，企业可带动和

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完成高水平目标导向研发活

动，建立起更加高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吸引更多高层次

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科创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也需要加强政府引

导。相关部门应继续优化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

组织以及成果转化方面的支持措施和扶持政策，通过

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推动企业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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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在日前举办的共建中国农业科学院安阳创

新基地签约暨小麦高产高效耕作模式示范现场会上，安

阳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签订《合作共建安阳创

新基地实施协议》。据介绍，该创新基地将重点围绕小

麦、玉米、棉花、油料作物以及生猪、家禽等全产业链技术

集成创新、大田作物精细化田间试验等，开展相关科学

研究。 （蒋建科）

中国农科院和安阳合作共建创新基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日召开的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综合

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

段，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

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

方案”“要加强科技支撑，推进绿色

低碳科技自立自强，把应对气候变

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

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狠抓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生态环境科

技创新重大行动，培养造就一支高

水平生态环境科技人才队伍，深化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

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

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

乌兰布和沙漠东北角，黄河“几

字 弯 ”顶 端 ，是“ 万 里 黄 河 第 一

闸”——三盛公水利枢纽所在地。

滔滔黄河水由此分流，涌入河套 7
级灌排体系。

遏制沙漠向河套地区侵蚀，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位于

这道防线的最前沿。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磴口县森

林覆盖率增长了 900 多倍，目前已

经超过 37%，建成了林茂粮丰的“塞

上江南”。“绿进沙退”的变化背后，

扎根磴口的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

漠林业实验中心（下称沙林中心）发

挥了重要作用。

日前，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走进

一线，看科技如何助力防沙治沙。

科学设计防护
林 ，为 农 田 挡 风
防沙

沙 林 中 心 下 辖 4 个 实 验 场 。

1979 年，国家划定 47 万亩国有土地

作为实验区域，开展防沙治沙研究

工作。由东往西，4 个实验场沿乌

兰布和沙漠边缘依次而建。

磴口县城往西不到 10 公里，便

到了沙林中心第一实验场。这里是

围沙造林的开路先锋。走进实验场

腹地，农田连接成片。

从高处远眺，隐约可见数公里外

的连绵沙丘。农田四周，一排排杨树

高大挺拔，静静守护着这片绿色。

“ 这 是 我 们 设 计 的 农 田 防 护

林。”沙林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贾

玉奎说，“与风向垂直的是主林带，

平行的是副林带，每个林带栽两

行杨树，构成了‘两行一带’的

防护模式。”

80 年代，沙林中心开展

造林示范，借鉴了“八行一

带”的防护模式，当时的

宽 林 带 曾 起 到 较 好 防

沙 效 果 。 自 90 年 代 开

始，沙林中心推广“两行

一带”防护林带。

“八行一带”改成“两行

一带”，看似简单，其背后则有

沙林中心科研人员周密的测算，

以及多年观测研究结果的支撑。

为 何“两 行 一 带 ”防 护 效 果 更

好？带着疑问，记者见到了主导推

广的沙林中心总工程师王志刚。

王志刚娓娓道来：“我们发现，

每年 3 至 5 月是农田防护林防风效

应关键期，而主栽树种尚处于冬季

相（无叶期）。经测算，此时‘两行

一带’的疏透度与透风系数等比较

理想。”

他列举出更细致的指标：防护

林株距 1 米，林带间距为树高的 12
至 18 倍。以 5 至 7 年达到防护目标

计算，树高可到 10—12 米，主林带

间距在 130 至 140 米之间。“这样布

置防护林，占地少、林木生长快，还

能减少林地矛盾。”

农田四周栽植防护林，会与农

作物争夺光照和水肥，造成胁地效

应 ，影 响 农 民 种 植 防 护 林 的 积 极

性。沙林中心的实践证明，相对于

“八行一带”那种宽林带、大网格的

配置布局，“两行一带”这种窄林带、

小网格的综合防护效益更好，胁地

面积最小。

有农田防护林挡风防沙，在曾

经的沙荒地上，沙林中心开垦出 2
万亩灌溉绿洲。更让他们自豪的

是，中心探索的农田防护林模式，已

在磴口县推广 56 万余亩。由此证

明：沙漠边缘也可以种庄稼。

选好树建好防
护林，许多成熟的
治沙研究成果得到
应用

农田防护林只是磴口县探索的

旱区防护林体系的一部分。沿第一

实验场继续往南行驶约 10 公里，记

者见到了与万顷良田不同的另一番

景象：道路北侧数万亩黄沙，梭梭、

花棒、沙拐枣、柠条等灌木扎根其

上，这是防风固沙区；道路南侧不远

处，裸露的流动沙丘连绵不绝，偶尔

可见耐旱的白刺，此为封沙育草区。

“科学治沙，不是多种树就好，

天然的沙漠戈壁，要保持原有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指着远处的梭梭

林，沙林中心资源管护处处长张瑞

说，坚持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

则草、宜荒则荒的总原则，沙林中心

与磴口人民共同搭建起封沙育草

区、防风固沙区和农田防护林区三

道防线。

三道防线之外，则是包括哈腾套

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纳林湖国家湿

地公园在内的自然保护地。“三区一

地”构成了完备的防护林体系，是磴

口县绿洲防护林体系的全貌。

建 好 防 护 林 ，关 键 要 选 好 树 。

新疆杨耐旱、耐盐碱，树干直、树冠

窄，养护成本低，是河套平原建设防

护林的理想树种。然而，和许多杨

树一样，新疆杨不抗天牛。西北地

区干旱，缺乏天敌的光肩星天牛繁

殖泛滥，对杨树危害极大。

王志刚办公桌上，堆放着他采

集的遭受光肩星天牛虫害的杨树树

轮截断标本。这些标本外表看似完

好无损，树轮中间却满是天牛蛀食

留下的孔洞。孔洞阻碍树木养分的

输送，过不了多久，杨树枝干便会干

枯，容易风折，甚至造成全株死亡。

“我们在中国林科院林业所研

究员韩一凡先生培育出的北抗杨基

础上，选育出了沙林杨。”手拿沙林

杨的树干截断标本，王志刚说，“光

肩星天牛也会寄生到沙林杨上，但

产下的卵很难存活。经测算，沙林

杨天牛羽化率仅 0.25%，这意味着

天牛基本上难以繁衍后代，从而间

接杀死了害虫。”

2019 年，王志刚团队拿到了林

木良种证，开始在西

北 一 些 地 区 推 广 沙

林杨。

记者在第二、第三实

验场交界处看到一片沙林

杨。外观上，沙林杨与普通杨

树没什么区别。因为才栽下几

年，树干还不太粗壮。实验场研究

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沙林杨种得不

多，除了人们接受新品种有个过程

外，沙林杨自身也有一些不足。比

如，树冠大、抗旱抗寒性相对较差，

耗水也相对多。

全部种沙林杨不合适，与新疆杨

混交栽种如何？沙林杨的抗天牛特

性，引起了林业专家、河北大学研究

员魏建荣的注意。与沙林中心合作，

他发现：相比新疆杨，光肩星天牛更

喜欢在沙林杨上产卵，混交栽种时，

便可以利用沙林杨的诱杀性吸引“火

力”，尽可能保护新疆杨。

正在沙林中心作学术交流的魏

建荣告诉记者，他计划通过杂交或

基因技术等手段，将抗虫特性“注

入”新疆杨或其他性状优良的杨树。

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王志

刚团队也一直在探索。近年来，他选

择了沙林杨的一种同胞无性系作为

母本，以新疆杨为父本，杂交出了“沙

新杨”，目前正在申报新品种鉴定。

有 沙 林 中 心 作 为 长 期 科 研 基

地，包括沙林杨在内，沙林中心的许

多成果得以较快试验示范和推广。

曾任沙林中心主任的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卢琦说，沙林中

心一边做治沙科研，一边打造荒漠

化防治样板，许多成熟的治沙研究

成果从这里走向乌兰布和沙漠，应

用到全国其他适宜沙区。

建立种质资源
库，促进沙旱生植
物 保 护 和 可 持 续
利用

如何帮助百姓在治沙中致富？

在第四实验场，记者见到正在

试验地查看沙棘果长势的罗红梅。

这位沙林中心高级工程师，已经与

沙棘打了近 30 年交道。

沙棘根系发达，水土保持效果

好，沙棘果营养价值高，是兼顾防沙

治沙和经济效益的理想灌木。

西北并不是沙棘原生地。为选

育适应西北旱区的沙棘新品种，早

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林科院林业

所原所长黄铨就来到沙林中心，带

领团队开始相关研究。

经过 30 多年努力和坚守，如今

这里成为全国沙棘研究重镇。眼

下，在新疆、内蒙古等地规模化种植

的沙棘，不少是沙林中心选育出的

优良品种。

7 月是沙棘果生长关键期，罗

红梅放心不下，隔三差五便要到实

验场看看。罗红梅查看的沙棘，是

她 选 育 出 的 新 品 种 —— 深 秋 红

沙棘。

距 第 四 实 验 场 沙 棘 试 验 地 不

远，有一个沙棘育苗大棚。第四实

验场场长李春风带记者走进大棚，

说 起 培 育 沙 棘 苗 的 工 作 ：“6 月 中

旬，我们就开始挑选嫩枝，把它们剪

下再扦插到大棚苗圃里。两个月

后，沙棘苗便要移种到大田，等到第

二年春天，就可以规模化种植。”

中国林科院硕士研究生宋娅婷

不久前刚从北京来到沙林中心，她

要在第四实验场住上半个多月。宋

娅婷边整理刚剪下来的沙棘枝条边

说：“我们正在研究如何提高沙棘果

的油脂、类黄酮含量的方法，进而帮

助培育出更适合深加工、经济价值

更高的沙棘新品种。”

种 质 资 源 对 植 物 繁 衍 至 关 重

要。为了更好地开展沙棘种质资源

保存和选育工作，近年来，国家启动

了沙棘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建设，

沙林中心是依托单位。

在种质资源库建设现场，记者

看到，戈壁滩上，一座现代化设施保

存库进入最后的装修阶段。设施保

存库外，一块新平整出的异地保存

区里，种上了今年新移栽的沙棘。

“趁着生长季，我们科研人员正奔赴

四川、陕西、山西等地采集沙棘种质

资源。”沙林中心工程师李帅说。

不只是沙棘，这里还收集了梭

梭、沙冬青、柠条等多种沙生植物种

质资源，未来还将继续收集并向国

内研究人员开放共享，共同促进沙

旱生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李帅说：“人们对沙旱生植物特

性了解还不够，把它们的防沙固沙

性能和机理搞清楚后，能够指导我

们在不同沙漠选种更适宜的沙旱生

植物。”

挑选适合沙区生长的经济植物

时 ，沙 林 中 心 还 把 目 光 投 向 了 欧

李。欧李是我国独有的沙生药用植

物，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价值。前

不久，贾玉奎带领团队选育的欧李

新品种通过了国家新品种审定。

注重实践出真
知，持续 40 多年进
行科学监测

大 范 围 绿 化 工 程 怎 样

改 变 环 境 ？ 作 为 重 要 的 科

研工作，沙林中心成立伊始，

便开始了相关数据监测，至今

已持续了 40 多年。

依 托 沙 林 中 心 建 设 的 内 蒙 古

磴口荒漠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位于

第二实验场，所在区域是为了科研

保 留 下 来 的 一 片 原 生 态 半 固 定

沙丘。

走进定位研究站，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一座高高的铁塔。工作人员

刘怀远告诉记者，这是近地面沙尘

观测塔，50 米高，塔身上每隔 2 米便

安装了一台采集沙尘的容器。塔上

还有监测风速、风向、湿度、辐射等

参数的传感器。每个月底，刘怀远

都要登上铁塔，取下容器收集到的

沙子，称重并记录上传。

为了对比观测，像这样的观测

塔 ，沙 林 中 心 一 共 有 4 座 。 另 外 3
座，一座位于两公里外的绿洲，其他

两座则矗立在上风向更远的荒野沙

漠。通过测算、分析同一时间不同

区域的沙尘情况，科研人员就能了

解沙尘的迁移规律，并推算出防护

林在降尘等方面的功能作用。

贾玉奎告诉记者，通过分析大

量监测数据得知，大范围绿化工程

明显改善了环境。比如，太阳短波

辐射多吸收 10%—20%，7 月前后可

降低蒸发量 30%—40%，林网内沙尘

转移减少 80%，来自远方上风区的

降 尘 减 少 48% ，大 气 浑 浊 度 降 低

35%等。

观测塔不远处，是一个人工模

拟增雨平台。在一片长着白刺的沙

丘地上，科研人员安装了自动喷水

装置，通过设置不同量的“降雨”，来

观察白刺的生长情况。“全球干湿两

极变化加剧，预判这一趋势下干旱

地区植被生长的情况，对未来科学

防沙治沙十分重要。”贾玉奎说。

在观测定位站，记者还见到了

一项新增添的“黑科技”——水分平

衡场。水分平衡场最主要的设备为

蒸渗仪，科研人员在直径 1 米多的

蒸渗桶内装满沙土，然后栽上耐旱

植物，再将其深埋地下。

负 责 该 项 目 的 沙 林 中 心 教 授

级高级工程师刘明虎介绍：“蒸渗

桶 上 有 多 种 传 感 器 ，通 过 精 密 测

量，可以推算出维持人工植被生长

的需水量，从而实现‘水量平衡、以

水定绿’。”

注重实践出真知是沙林中心的

传统。为收集第一手资料，沙林中

心的筹建人、我国治沙专家高尚武

先生走遍了西北大大小小的沙漠，

被誉为沙漠“活字典”。他主持开展

“大范围绿化工程对环境质量作用

的研究”课题时，在条件艰苦的实验

基地一待就是 10 多年。

“老一辈治沙专家言传身教，为

沙林中心留下可贵的精神遗产。像

贾玉奎、王志刚等那一代大学生，毕

业后来到这座西北边陲小城，一干

就是一辈子，还有的三代人都在此

治沙。”说到这些，卢琦感慨万千。

位于三盛公水利枢纽库区左岸

上游 21 公里处的刘拐沙头，是乌兰

布和沙漠与黄河唯一“握手”的地

方。极目远眺，裸露的流动沙丘旁，

梭梭已经在此“安家”。近些年监测

数据显示，乌兰布和沙漠段，粗沙入

黄量已大幅减少。

面对治沙成绩，沙林中心人说：

“还得继续努力。”

作为科研基地作为科研基地，，沙林中沙林中心既做科学研究心既做科学研究，，也为荒漠化防治也为荒漠化防治

提提供应用示范供应用示范

绿进沙退绿进沙退 科技助力科技助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思南喻思南 蒋建科蒋建科

图①：沙林中心科研人

员在采集土壤水分数据。

图②：沙林中心科研人

员对沙尘观测塔进行维护。

图③：俯瞰沙林中心农

田防护林。

以上图片均为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沙林中心提供

①

②

③

本报电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张志成介

绍 ：2022 年 ，我 国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社 会 满 意 度 进 一 步 提

高，得分达到 81.25 分，较 2021 年提高 0.64 分，较“十三

五”初期提高了 8.87 分，整体步入良好阶段。目前，全国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组织达 1700 余家，其中由各级

知识产权部门指导管理的调解组织达 1200 余家，今年

第一季度共受理调解案件 2 万余件，案件平均处理周期

28 天。 （谷业凯）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