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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河南省有关负责同志介

绍了相关情况。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先 后 5 次 赴 河 南 考 察 调

研，寄予河南‘奋勇争先、更加出

彩’的殷切期望。”河南省委副书

记、省长王凯说，牢记嘱托，锚定

确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确

保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的“两

个确保”奋斗目标，河南实现了由

传统农业大省向新兴工业大省、

传 统 交 通 要 道 向 现 代 化 交 通 枢

纽、传统内陆省份向内陆开放高

地的“三个转变”。

“ 今 年 3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主 持 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

崛起座谈会，为在更高起点上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引领新航向、擘

画新蓝图。”王凯表示，河南将一以

贯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一以贯

之贯彻落实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

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培育

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奋力谱写新

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扛 稳 粮 食 安 全
重任，加快建设农业
强省

王凯介绍，河南做好良田、良

种、良机、良法融合一体的文章。

向良田要产量。2022 年起，

河南在已经建成 8500 多万亩高

标准农田的基础上，按照建设标

准化、装备现代化、应用智能化、

经营规模化、管理规范化、环境生

态化要求，启动建设 1500 万亩高

标准农田示范区，亩均投资 4000
元以上。

向良种要产量。河南大力实施种业振兴行动，2023 年有

12 个品种入选全国主导品种。目前，河南主要农作物良种覆

盖率超过 97%，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超过 45%，玉米、花生、

芝麻等育种水平保持领先优势。

向良机要产量。目前河南全省有拖拉机 319 万台、配套

农机具 728 万台，小麦、玉米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

向良法要产量。2023年，通过推广玉米合理密植等技术，河

南多个玉米高产示范区单产突破 2000斤，亩均增产 25斤，总产

增加 19.6亿斤。

王凯说，河南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粮食播种面积常年

稳定在 1.6亿亩以上，粮食产量连续 7年稳定在 1300亿斤以上。

系统谋划推进改革，科技创新跑出
加速度

王凯介绍，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河南系统谋

划推进创新体系建设和综合配套改革，努力跑出科技创新加

速度。

一是构建“三足鼎立”的创新平台，河南构建起中原科技

城、中原医学科学城和中原农谷“两城一谷”三足鼎立的创新格

局；二是培育活力迸发的创新主体，河南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培育创新龙头企业 116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2.6 万家；

三是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环境，河南 3年来累计引进顶尖人

才 28 人、领军人才 369 人、博士及博士后 1.6 万人；四是产出一

流的创新成果，河南大力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引导规上企业

与高校共建 1503 家研发中心，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立项 76
项，实施省重大科技专项 78项，攻克了一批重大技术难题。

河南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健介绍，近年来，河南把优化营

商环境作为重大工程和战略性基础工程常抓不懈，推动政策

迭代升级，累计推出 1000 多项改革举措。

2023 年，河南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22.6%，高于全国

12 个百分点。先进装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力军。光通信芯片、传感器、超硬

材料等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前列，宇通客车、中铁盾构、超聚

变服务器成为亮丽名片。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黄河
生态保护治理

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守刚介绍，河南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重要

要求，黄河生态保护治理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 建 成 501 公 里 标 准 化 堤 防 、98 处 控 导 工 程 ，完 成 30
万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的同时，河南开展智慧预警和精准调

度，统筹推进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联防联控，高效处置

各类风险。

河南大力推进黄河干支流水环境保护治理，深化入河排

污口溯源整治，目前河南段 94%的国考断面水质在Ⅲ类以上，

出豫入鲁水质保持在Ⅱ类以上。

河南还完成了流域内重点行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创

建 省 级 以 上 绿 色 工 厂 185 家 、绿 色 工 业 园 区 13 个 ，2023 年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比 2019 年下降 23.5%、用水量比 2020
年下降 40.8%。

通过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河南已建成沿黄生态廊道

1200 多公里，绿化造林 460 多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9600
平方公里。

孙守刚表示，河南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守护母

亲河、聚焦生态河、依托文明河、打造数字河、建设幸福河上持

续发力，让沿黄人民更多分享黄河之利，更多感受黄河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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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9日电 国务院

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 命 赵 志 远 为 外 交 部 部 长

助 理 。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作为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

要体现，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引领带动了一

系列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航天

已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航天领

域科技成果正加快转化。航天科技如何服务

大众生活？记者进行了采访。

空间应用成果加速落地

午后，走进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智能科技研究院，科创中心智

能感认知技术研究室副主任郭宇飞正在聚精

会神地调试团队研制的一款相机。

看起来很普通的镜头，巴掌大小的传感

器……“虽然是个简易的实验装置，但它能

突破传统的曝光模式，从而提升成像水平。”

郭宇飞边介绍边将镜头对准窗外的太阳，一

旁的显示器瞬间清晰成像，“传统相机受制

于同步曝光的技术，一旦画面中存在明暗差

距较大的部分，就容易导致成像不清晰。”

原来，这款设备通过搭载类脑神经形态

传感器，让镜头像人眼一样具备“异步”曝光

的能力，实现对光强差距较大画面的精准呈

现。郭宇飞介绍，这项技术此前主要应用在

空 间 观 测 等 航 天 领 域 中 ，目 前 正 在 手 机 拍

摄、智能驾驶等生活场景落地，“比如当汽车

驶 出 昏 暗 的 隧 道 ，传 统 元 器 件 很 难 精 准 成

像，容易产生交通安全隐患。这项技术可以

很好解决这一问题。”

近年来，在北京，4000 余项空间应用成

果在生物、医疗、农业、自然资源等行业落地

开花，一批航天技术逐渐融入群众生活。今

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航天就是

其中的关键领域之一。

在千里之外的安徽省芜湖综合保税区，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智能科技研究院还基于

长期研究的技术，落地了“车路云”协同的智

能接驳应用：在 7.2 公里的运行环线上，无人

驾驶接驳车为园区百余名职工提供通勤服

务。“以往从地铁站到写字楼需要步行大约

25 分钟，现在乘坐无人驾驶接驳车，通勤时

间仅需 8 分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智能科

技研究院数字孪生中心常务副主任江帆介

绍，“不仅精度高，智能化的接驳应用还具有

安全、高效、全时运营的特点。”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用好研发优势与人

才优势，推动更多技术成果向民用领域转化，

助力群众生活更便捷、更智能。”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智能科技研究院党委书记、总经理程

进说。

航天育种助力粮食生产

4 月下旬，走进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伍

明镇彭庄村，放眼望去，满眼翠绿。种粮大

户姜从连信心满满：“今年我家种植的全都

是阜航麦 1 号，面积有 350 亩，目前小麦长势

良好。”

在诸多良种中，为什么选择了阜航麦 1号？

两年前，得益于一次外出学习的机会，姜

从连首次接触到阜航麦 1 号。“当时别人介

绍，这是具有航天背景的麦种，有不少优势。”

抱 着 试 试 看 的 心 态 ，当 年 姜 从 连 先 种 了 15
亩，没想到，这次尝试给他带来了惊喜。

“整个生长周期里，麦苗抗寒性好，成穗

率高，抗病性很不错。等到收获时，亩产大约

在 1350 斤，远超我种过的其他品种。”姜从

连说。

阜航麦 1 号，从何而来？

2013 年初，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

阜阳市达成合作，阜阳市农业科学院将 100

克自主培育的省审小麦品种阜麦 8 号种子经

由 神 舟 十 号 飞 船 搭 载 送 入 太 空 ，进 行 长 达

15 天的太空遨游，就此开始了阜阳市农业科

学院小麦航天育种事业。

2013 年 6 月，种子返回地面后，被送到阜

阳市农业科学院。“我们组织相关人员，集中

科研力量，进行田间筛选与鉴定工作。”阜阳

市农业科学院小麦研发中心主任冯家春说。

经过数年的选育、试验工作，2016 年 6 月，阜

阳市农业科学院从众多小麦穗系中鉴定出一

个优异品系，定名为阜航麦 1 号。

2021 年 1 月，阜航麦 1 号正式获得安徽

省 农 作 物 新 品 种 审 定 证 书 ，成 为 安 徽 省 首

个 利 用 航 天 诱 变 技 术 自 主 育 成 的 小 麦 新

品种。

“2023 年秋种，阜航麦 1 号在安徽、河南、

江苏累计推广面积达 40 万亩，与此同时，我

们也在积极加强对配套高产栽培技术的研

究，更好促进小麦丰收。”冯家春说。

“下一步，要将航天育种与生物育种技术

充分结合，加快育种技术创新，培育更多优良

品种。”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说。

北斗导航技术应用广泛

走进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道港湾

村永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稻田里的旋耕机

笔直前进，翻出的土垄整整齐齐。

定睛一瞧，旋耕机上无人驾驶。不远处

的田埂上，农机手陶哲正通过手机上的北斗

智能终端操作机器。陶哲介绍，这些农机都

装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时的行驶路线

精确度很高。

不仅是耕作，在永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使用北斗卫星导航技术后，种、管、收等农业

生产各环节都可以更便捷地管理。“我们在稻

田不同位置装上传感器，通过 5G+北斗+物

联网+云计算技术，对每个田块的酸碱度、温

度、风速等数据进行实时监管。”永旺农产品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丹介绍，相比传统生产

方式，农场通过北斗等技术形成的数字农业

生产模式，可节省管理人工 90％以上。

近年来，湖北省加快推动北斗卫星导航

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截至目前，湖北省已

装配各类北斗农机终端 4 万多台（套），累计

监测作业面积 1.12 亿亩。

除了农业领域，湖北省在电力、水利、交

通领域也广泛应用北斗卫星导航技术。2021
年，湖北省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提出，做好北斗终端应用和产业融合，完

善优化北斗产业生态。

“远程终端控制系统正常，数据回传正

常，各项参数正常，即将开展排查巡视作业。”

在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傅家堰

乡，国网湖北超高压公司宜昌运维分部输电

运维五班班长徐海章确认好无人机的各项性

能后，便通过手中的遥控器控制无人机缓缓

起飞，顺着线路方向匀速前行。

“我们所管辖的线路大多在山区，不少地

段常年没有网络信号，以前尽管普及了巡线

无人机，但无人机时常无法起飞，有时起飞了

也会丢失信号，很难进行精细化巡检。”徐海

章说，“现在装有北斗的无人机不仅可以提供

厘米级的实时精度定位服务，还能实现全天

候、无盲区的精准感知。”

近年来，湖北省北斗产业链条日趋完善，

基本形成由基础软件、数据处理及算法等技

术和产品构成的产业上游，以北斗终端设备

为主的产业中游，以及北斗运营服务应用为

主的产业下游。“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北斗导

航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继续研发攻关、产品

应用和产业培育一体化推进，让大家使用北

斗产品更加得心应手。”湖北省科技厅相关负

责人说。

本期统筹：杨烁壁

多项航天技术成果实现转化，服务群众美好生活—

航天科技惠民生 澎湃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 王 洲 田先进 吴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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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三角洲开发区兴海

村，一场绵延细雨滋润了泛着黑色油光的稻

田地。阡陌之间，大洼河蟹科技小院便坐落

于此，一侧是正待插秧的稻田地，另一侧是红

海滩。

科技小院里，二十几名身着白色化验服

的学生正取样装瓶、调配药剂、观察记录，实

验室整洁且设备完善。

“2 亩池塘里的 2000 斤扣蟹状态不好，这

可咋整？”大洼区东风镇二道边村河蟹养殖户

孙海洋搓着双手，不知所措。

博士研究生于怡琳小心地拨开蟹壳，发

现腹腔内充满呈牛奶乳状腺体。“看，这就是

得了‘牛奶病’的河蟹。一旦患病，会传染其

它河蟹。”据实验室取样的标本检测，孙海洋

养殖的河蟹“牛奶病”患病率达到 16%。

“牛奶病”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传染性疾

病，会导致河蟹在养殖及越冬过程中出现大

量死亡，给养殖户带来了较大的损失。于怡

琳和同学们已为此搜集了大量数据、做了多

项实验。在小院工作日志里，密密麻麻写满

了化学方程式。

2019 年，攻读硕士研究生的于怡琳成为

大洼河蟹科技小院第一位研究稻蟹的女大

学生。下稻田，取水样底泥，投食喂料，刷洗

试 验 池 ……“ 实 验 最 紧 张 的 时 候 ，要 每 天 5
点到现场。不仅习惯了淤泥的臭味，还习惯

了蚊虫叮咬。”放下手中的试管，于怡琳推了

推眼镜说，“很辛苦但很快乐。大量试验让

结果更有可信度，对指导生产更有意义。我

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培养出抑制‘牛奶病’

的菌群。”

一头是科研院校，一头连着田间地头。

2018 年，沈阳农业大学水产养殖学专业依托

沈农光合现代农业产业学院和盘锦光合蟹

业有限公司，组 建 了 辽 宁 大 洼 河 蟹 科 技 小

院 。 首 席 专 家 李 晓 东 教 授 带 领 13 名 指 导

教师，先后将 41 名学生带到科技小院学习

生活。在这里，他们既是教授和学生，也是

农技师和农技员。他们与农民紧紧连在了

一起。

“只有脚上有泥，身上有尘，才会更加深

入地了解农业农村，才能培养出接地气、有作

为的人才。”看着学生们忙碌的身影，李晓东

很是欣慰，“科技小院有严格的考核制度，从

2022 年到现在，平均每人每年完成工作日志

121.2 篇，共完成日志 2541 篇……”

几名学生抢过了话头。“我们每年要在基

地‘晒足’300 天。”“我们坚持写小院工作日

志，把科研过程与收获、与农户接触过程中收

集的问题与思考写进日志，记录工作内容、科

研成果及学习成长。”“我们还常年深入农户

的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水质检测和养殖技

术咨询，并采集水土及养殖生物样本进行检

测。”……

科技小院实则不“小”。依托高校的科

技 与 人 才 培 养 力 量 ，科 技 小 院 使 科 技 人 员

与 农 民 零 距 离 接 触 ，为 推 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注入了动力。几年来，小院完成了《淡水渔

业新品种选育及高效生产技术》《河蟹牛奶

病防控技术研究》《稻渔综合种养模式中河

蟹 控 害 功 能 的 研 究》等 科 研 任 务 并 通 过 验

收 ；开 展 技 能 培 训 ，延 伸 服 务 ，受 益 农 民

2000 人以上。

现在，科技小院在大洼区如雨后春笋般

茁壮成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盘锦市大洼区

委员会主席邵宝东介绍，2021 年至今，围绕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等农业品牌，大洼区已建

成国家级科技小院 6 个、省级科技小院 1 个、

县区级科技小院 3 个。“‘长’在田野里的科技

小院，‘结’出了浓浓的乡土情怀，成为人才的

摇篮，打通了农业技术推广普及‘最后一公

里’。”邵宝东说。

探访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科技小院——

长在田野间 结出乡土情
本报记者 辛 阳

■在现场R

5 月 9 日，在安徽省 G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建设现场，工人正在施工作业。

G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主跨 988 米，是铜陵市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战略和实现跨江发展的重要工程。建成后，对于加快实现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加强长三角互联互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肖本祥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