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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年味渐浓。从新鲜蔬菜到各类鲜花，再到营

造出浓浓节日氛围的非遗产品，众多商品都迎来销售高峰。

近日，记者来到山东寿光、云南昆明、安徽歙县，走近

生产、运输一线，看各地如何保障商品产销，满足群众消

费需求。 ——编   者   

太空中一颗颗人造卫星包围着地

球，织成了一张覆盖全球的“天网”，大

到山丘、河流，小到村居、街道，都可以

清晰观测。在过去，受制于单位时间

内空间与光谱信息的采样极限，遥感

成像一直难以获取高空间分辨率的高

光谱图像。

湖南大学教授李树涛（见下图右

四，蒋乾坤摄）带领团队攻克多模图像

融合与高分辨率高光谱成像等关键技

术难题，为推动我国遥感成像技术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

强化技术攻关，获取
物质精细光谱

“高分辨率高光谱成像与识别，就

像炼就‘火眼金睛’一般，能够获取物

质的精细光谱‘指纹’，进而精准识别物体材质与成分。”李树涛

说。1998 年，我国高分辨率成像技术研究还没有起步，当时在

湖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李树涛，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李树涛敏锐地意识到，多源图

像融合理论方法在遥感对地观测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能

有效满足国防安全、环境监测、农业管理等领域的需求。

方向虽然明确，但突破之路却很艰难。受制于单位时间内空间

与光谱信息的采样极限，过去的遥感成像手段难以获取高空间分辨

率的高光谱图像。通俗来说，想看清物体的空间大小和形状，就难

以看清物体具体的材质；想看清材质，就会牺牲空间大小和形状。

回国后，李树涛展开了科研攻关。从实验室开展仿真实验

再到卫星上进行试验验证，他和团队经过上百次反复的尝试和

试验，终于发现了时间—空间—光谱的耦合成像机理，采用普通

的高光谱和多光谱传感器，能实现高分辨率高光谱成像。

李树涛介绍，“一般人眼看到的是红绿蓝 3 个颜色，而高光谱

图像包含几十甚至数百个光谱波段，如果能够实现对其精准、高

效的探测，就可以通过几百个特征对应分析到具体材质。”从最开

始关注多源图像信息融合到高分成像技术的突破，李树涛用了整

整 11 年。“每次做现场试验，我都要带领团队往返于实验室和测

试现场，不断调整参数、完善技术方案，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推动广泛应用，成果覆盖多个领域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对湿地资源实施精确监测，能够显

著提升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质效。传统湿地监测方法

大多依赖于人工采样和实验室分析，过程繁琐且耗时，难以实现

对湿地环境的全面、连续监测。

在此情况下，李树涛的课题组通过高光谱探测技术，精准识

别湿地互花米草、碱蓬等 40 余种不同类型植被的分布状况和生

长趋势，识别精度达到了 95% 以上。

此外，通过光谱定量反演技术测量湿地水体含氮量、含磷量

等关键指标，团队实现了对黄河口等湿地生态环境的全面掌控

和持续监测。随着水流变化，实验室大屏幕上的数据与颜色逐

渐变化，实验人员便可利用高光谱成像技术，监测水体微量元素

的含量等，从而判断水质是否被污染。

“如今，相关技术已经应用到环境保护、资源调查等重要领

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李树涛介绍，团队成功研发

了多模融合高分辨高光谱视频成像与图像智能识别系统，在海

洋灾害监测领域，在对溢油类型、油膜厚度及赤潮生物量的识别

反演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识别时间从分钟级提升至秒级，精度

从 72.3% 提升至 95.8%。

“除了湿地和海洋监测，我们的技术在精准农业、医疗诊断等

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树涛举例说，在精准农业领域，高光谱

成像与识别技术被应用于作物生长监测、病虫害检测、土壤肥力评

估等，实现精准施肥和病虫害防治。在医学领域，利用此成像技

术，也能够清楚有效地辨别药品成分、检测药品真假。

培养技术人才，服务国家企业需要

“我希望我的学生，不仅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精神，

而且能将掌握的技能与国家和企业实际需要紧密结合。”在李树

涛看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充

分展现了教书育人的内涵。

“未来的科学研究需要既懂技术又懂应用的复合型人才。”

李树涛深知，推动科学研究的前沿突破和服务国家战略目标，不

仅需要个人努力，更离不开广泛、深入的协同攻关。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

的支持下，李树涛组建了一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团队，成员来自

控制科学、电子信息、光学工程、遥感科学、计算机等不同学科背

景。通过紧密合作，他们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工程转化等多

环节取得了重要成果。

从教以来，李树涛培养了 100 多名研究生，其中不少已经成

长为所在单位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学生的成长比老师的

成果更重要。”李树涛说，希望帮助更多学生走上大舞台，为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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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R

商品供应有保障  假日消费活力足

早晨天还没亮，山东省寿光市高楠果蔬专业合作社

内货车来来往往，早已是一片繁忙。

铺好棉被，系好绳索，货车司机王国辉利落地跳下车

斗，踏进驾驶室，准备前往蔬菜种植大棚。

头天晚上，王国辉接了一个发往北京的蔬菜运输订

单。“买菜就图个新鲜，得按时送达。”王国辉手上不停，边

发动车子边向记者介绍，他要在下午 1 点前完成采购，这

样才能确保当晚抵达北京，让车上的蔬菜隔天一早能到

达老百姓的菜篮子中。

20 多分钟后，王国辉驾驶货车来到寿光市纪台镇吴

庙村的茄子种植大棚。

“凤莲，昨天打过电话，要 3000 斤茄子。准备得咋样

了？”车刚停稳，王国辉就着急地催促起来。

“老王，菜已经采摘完了，正在过磅。”种植户房凤莲

回应。

房凤莲这头忙着称重，王国辉在那头也不得闲。他

从泡沫箱底部抽出几根茄子往箱子上碰了碰，确保没有

上冻，随后又送到棚外的化验室，对农药残留进行快速

检测。

过磅装车，8 点 15 分，3000 斤茄子被一一装入泡沫

箱，整齐码放在车厢内。

王国辉熟练地将厚棉被盖在泡沫箱上。“外面天气

冷，新鲜蔬菜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受冻，一定要做好保温。”

王国辉告诉记者，为保证蔬菜品质，运输时间也不能过

长，要保证按时按点送达。

从一个收购点到下一个收购点，临近中午，采购任务

才完成。王国辉载着一车茄子回到合作社，又将合作社

收购来的辣椒一箱箱装上车，简单扒拉了几口饭，准备启

程前往北京。

“寿光到北京这条线你常跑，但也要注意安全。”合作

社负责人高洪岩检查完货物固定情况，走上前来，拍拍驾

驶室车门，与王国辉道别。

“放心吧，保证平安且按时送到！”中午 12 点 23 分，随

着一声低沉轰鸣，王国辉稳稳启动车子，一扬手，驱车驶

向北京。

作为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物

流交易中心之一，目前，寿光每天有约 6000 吨蔬菜运往

全国各地，品种超 200 种。为保障百姓吃上新鲜的蔬菜，

像王国辉这样争分夺秒运送蔬菜的故事，每天都在这里

上演。

山东寿光市货车司机王国辉—

“买菜就图个新鲜，得按时送达”
本报记者   王   者

冬日清晨，寒冷的天气挡不住鲜花市场的火热。云

南省昆明市晋宁区张良花卉专业合作社车间里，140 多

名工人忙着分级整理、打包成扎。鲜花经过精细包装后，

堆满货架。

“早上 8 点多采摘，中午之前发货，我们的鲜切花现

在每天要发出 16 万枝，就这都还不能满足订单量。”合作

社负责人张良说。

张良年轻时是一名花农。随着花卉产业势头向好，

2010 年 11 月，他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着社员们一起种

植鲜花。

在车间转上一圈，张良便往种植基地赶，“临近春节，

鲜花需求量大，种植更要盯紧，得空我就要去看看。”

走进基地大棚，温暖湿润的空气拂面，满眼绿意中，

数不清的花苞“探”出头来。张良端起花苞瞧一下，又低

下头仔细打量花叶和花茎。“消费者爱看花苞大不大，但

我们更关注花茎的粗细、叶片的光泽，以及花苞上色是否

鲜艳均匀。”张良介绍，冬天温度低，花苞上色也更难，“控

制大棚温度稳定很关键。”

记者注意到，大棚里，除了可用手机控制调节的天

窗，张良还给鲜花铺上“地暖”——环形加温管道。“热水

在管道内循环流动，给鲜花生长创造更加温暖的环境。”

见记者有些好奇，张良停下脚步解释道，他们最近还尝试

给花朵补充二氧化碳，既可以在冬天保温，也让鲜花更好

进行光合作用，“控好温度、湿度和营养，每亩能增产 6 万

至 10 万枝鲜切花。”

从种植基地出来，张良转到社员普雪梅家的大棚

里。“叶片有些黄，抓紧补氮肥。现在花价好，你再加把劲

仔细管护，说不定还能参加 2 月份的种植比赛，第一名有

2000 元奖金呢。”张良神情严肃，可句句都是叮嘱，“要抓

紧时间提高品质，‘云花’品牌才能更加壮大。”

在张良的带动下，张良花卉专业合作社社员规模已

扩大至 236 名，鲜切花种植面积达 2100 亩。

近年来，晋宁区连续出台了不少扶持政策，花卉产业

的规模逐年扩大，产业链不断延伸。目前，晋宁区花卉种

植面积已达 6.1 万亩，年产鲜切花 50 多亿枝，产值达 37 亿

元。“花卉成了我们增收致富的‘美丽产业’。”张良高兴

地说。

云南昆明市晋宁区花农张良——

“鲜花需求量大，种植更要盯紧”
本报记者   张   驰

距离过年越来越近，走进位于安徽省歙县溪头镇的

汪满田村，这个大山里的乡村格外热闹——家家户户屋

里都堆放着竹子，村民们正忙着赶制鱼灯。运输鱼灯的

三轮车穿行在村里的小道，不出 3 天，这些鱼灯将会出现

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地。

早在 600 年前，汪满田村就有了嬉鱼的习俗。每年

正月十三到正月十六，村民举着鱼灯游村，祈祷来年风调

雨顺、平安祥和。鱼灯以竹篾为骨架，再由绵纸包裹，最

后用毛笔上色。鱼灯内部，还放有蜡烛。嬉鱼时，鱼灯穿

行在巷陌之间，如一条条金鱼在空中飞舞。

距离村口不远处，便是村民汪胜娟的家。作为土生

土长的汪满田人，她已经做了 40 余年的鱼灯。

“竹子最好要用 3 年以上、6 年以下的，秋冬的竹子含

水量少，也比春夏的竹子更好。”汪胜娟手上不停，边制作

边向记者介绍，“包裹鱼灯的材料最好选用绵纸，颜色更

加透亮，点上蜡烛也更好看。”

近年来，通过网络传播，汪满田鱼灯受到的关注越来

越多，不少外地游客还专门跑来看。每年嬉鱼时，村里堵

得水泄不通。

鱼灯“出圈”了，汪胜娟的订单不断。“我不仅接线

下的订单，还有不少人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我。”今年

61 岁的汪胜娟，这几年也学会了拍短视频，她的社交账

号上发布了不少鱼灯制作和表演的视频，吸引了上万

粉丝。

“现在订单已经排到元宵节喽！”汪胜娟一个人做不

过来，还拉上左邻右舍一起赶制订单，“难得大家喜爱我

们的鱼灯，得加紧制作，保障鱼灯供应。”

在汪满田村的鱼灯工坊，记者见到了村民汪智红。

他正带着其他村民一起，高举一只长近 6 米的鱼灯，上下

起伏，左右摆动。“我们表演队现在有 80 多人。”汪智红

说，去年一年，他们就演出了 30 多场，足迹遍布北京、上

海、江苏、浙江、四川等地。

走进汪满田村的文创店，气球鱼灯、鱼灯书签、鱼灯

冰箱贴等各类产品让人目不暇接。汪满田村党总支书记

汪军华表示，未来将引入非遗研学、工艺展示等多种业

态，打造汪满田鱼灯非遗民俗文化融合基地，让这个传承

600 多年的技艺真正“活”起来。

图①：山东寿光，高楠果蔬专业合作社员工正

在将新鲜蔬菜装箱。 桑宏香摄   
图②：张良（右）在与花农交流鲜花长势。

刘   佳摄   
图③：汪满田村村民正在

为鱼灯上色。 施亚磊摄   

安徽歙县汪满田村村民汪胜娟——

“加紧制作，保障鱼灯供应”
本报记者   罗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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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李 树 涛 ，1972 年 生 ，辽 宁

凌海人。湖南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兼机器人学院院长，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负

责人。长期从事智能融合感知

领域的研究工作，获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 2 项、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2 项、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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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 ，内 蒙

古自治区首届草原涮

肉节在锡林郭勒盟锡

林浩特市锡林湖冰场

举行。活动期间，当

地组织了涮肉品鉴、

优质农畜产品展、风

味涮肉宴制作大赛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共

迎新春佳节。

图为工作人员在

向游客推介当地特色

美食。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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