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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乡村振兴

9 月 15 日至 21 日，2022 年全国科普
日活动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科普有
何新态势？如何拉近科学与公众的距
离？记者深入活动现场，感受面向未来
的科普生动实践。

推陈出新：打造更高质量科
普供给

近距离观看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返回舱实物，沉浸式体验国之重器“深
海一号”从油气勘探开发到施工建造
的全过程，到“太空种子培育基地”观
察航茄生长情况……今年全国科普日
期间，一系列最新科技成果成就精彩
亮相，借助新技术新手段，公众得以体
验“上天下海”的奇妙，高端科技成果
触手可及。

“科普作为提升科学素质的重要手
段，推动了科技的创造、传播和应用，广
泛影响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中
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说，进入新时
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特征，也促使科普的
理念、手段、机制发生变化，科技创新、
科学普及、技术应用、教育文化呈现交
互推动、融合发展的新态势。

江苏举办全国首届青年科学脱口
秀大赛展演，形式多样的脱口秀表演为
科学内容增添了幽默酷炫的表达；上海
植物园推出 AR 技术加持的科普打卡游
戏，带领市民游客认识在园区各处的珍
稀濒危树木；天津“科普之夜”点亮天

塔，首场科普主题城市超高建筑灯光秀
吸引大批观众……全国科普日活动期
间，各地创新科普内容、形式和手段，
为公众奉上好玩有趣又高质量的科普
盛宴。

据介绍，今年全国科普日活动积极
织密优质科普资源的“服务网”，广泛开
展社会需要、群众喜欢、影响力大、服务
面广的系列科普活动。截至目前，全国
科普日平台已经汇聚各地各行业科普
活动 6万余个。

更接地气：拉近科学与公众
的距离

什么是特斯拉线圈？什么是惰性
气体？9 月 16 日，上海曹杨新村街道的
社 区 书 院“ 上 新 ”了 一 场“ 闪 电·电 光
秀”，科普达人吴於人用趣味物理实验
揭开了闪电的神秘面纱，打开了现场的
同学们的好奇心。

上海市科协科普部副部长龙琳介
绍，社区书院正成为上海科普新阵地，
从开展科普讲座到动手设计模型，根据
不同受众人群推出各类科普活动。

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各地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科
普大学等成为开展科普活动的重要阵
地。公众在家门口就能参与科普、体验
科普，让科普更普遍融入日常生活，推
动形成崇尚科学的风尚，助推全民科学
素质全面提升。

与此同时，我国正积极推动科技资

源科普化，拉近前沿科学与公众的距离。
“中国天眼”能够看到火星上的闪

电吗？射电波段的昴星团长什么样？
在全国科普日活动北京主会场，全国
中小学生提交的“中国天眼”创意观测
方 案 布 满 了 一 整 面 墙 。 在 不 久 的 将
来，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很可能成为
现实。

今年，大科学装置“中国天眼”探索
创新科普教育，将 1%的观测时间开放给
全国青少年。“我们从收到的 3400 多份
观测方案中遴选出了 60 份优秀方案，又
在其中选择了 8 份有可能实施的方案，
由科学家与学生组成一对一的‘联合研
究小组’，进一步推动观测方案完善落
地。”活动发起人、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
究员武向平院士说，“不论是大科学装置
还是科学家，都有义务把我们的研究成
果转化为容易理解的语言传递给社会公
众，引导公众理解科学、支持科研。”

共建共享：构建多方协同的
大科普格局

“我们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都要
承受强大的过载。航天员在地面的离
心机旋转模拟训练中，要承受 8 个 G 的
过载，相当于 8倍的自重压到身上……”

全国科普日期间，中国科技馆牵头
举办全国科技馆联合行动“同上一堂科
学课”主题活动，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
伟为全国线上线下 20 余个科技馆（教科
院、教研室）28 万余名青少年带来了一

堂生动的航天科普课，并热情地为同学
们解答疑惑。

加强协同联动和资源共享，正是今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的一大特点。突出

“大科普”理念，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等
协同推进的社会化科普发展格局——

北京市第十中学教育集团联合中
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推出

“青藏高原”主题展览，并通过专家讲
座、动手实践等活动培养同学们的创新
能力和科学素养；

中国海油与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
会开展“中小科技馆共建项目”，计划在
海南和甘肃的定点帮扶县兴建 2座县级
科技馆，进一步优化科普基础设施布
局，服务乡村科学教育；

黑龙江省科协将科普传播融入基
层社会治理结构，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
联动的网格化科普传播体系，已完成
2000 多名科普网格员注册……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
副主席张玉卓说，下一步，中国科协将
倡导大科普观，加强部门统筹协同，加
强资源有效衔接，推动科普全面融入经
济社会建设，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构
建新时代科普生态。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董雪

科普向未来
—2022年全国科普日活动观察

9 月 20 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九台
区龙嘉农乐种植家庭农场，农民驾驶
农机收割水稻。

九月，吉林省各水稻主产区陆续
拉开秋收序幕。

近年来，吉林省加快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树品牌、建联
盟、订标准、搭平台、拓渠道，实施吉
林大米品牌建设工程。如今，吉林大
米已经成为吉林农业“第一品牌”。

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摄

丹桂飘香，水波微澜。又一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时，记
者来到地处秦岭脚下的陕西省西
安市长安区王莽街道清水头村，
穿梭在田间地头农民们忙碌的身影不
断呈现。

路边的稻渔种养示范基地内，三三
两两的农民或身背竹篓在稻田边捕虾，
或轻抚禾苗查看水稻长势。趁着忙里
偷闲的工夫，记者与已到花甲之年的村
民孟建朝攀谈起来。

“往年 10 月中旬才开始的秋收，从
去年开始，整整提前了一个月。虽然大
家会连续忙碌，但也乐此不疲。其中的
原因，就在于稻田里的小龙虾 9 月上旬
就进入了成熟收获期，需要在这个时候
捕捞装箱。”孟建朝说。

秦岭脚下的连片水田，历史上就是
颗粒如玉、透亮如珠、香味扑鼻、出饭如
雪的桂花球米的主产地，但单纯的水稻
种植，每亩的产量也就是 500斤上下。

“从去年开始，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说，“在乡村振兴中，在区政府的大力
支持和农业专家的悉心指导下，乡亲们
利用原有的水塘和秦岭七十二峪之一
小峪河的自然来水，翻修了稻田渠系，
引入小龙虾养殖。两年来，大家达成共
识，稻虾生态种养对水稻和小龙虾来说
是互补的：水稻遮阴，可以为小龙虾提
供良好的栖息场所，保持小龙虾原有的
色泽和口味；小龙虾不仅能为稻田除虫，

还能给土壤松土，促进水稻根系发展；小
龙虾留下的粪便和饲料，又是稻田的肥
料。实践证明，稻虾共生的土地肥力很
足，种出来的稻谷无化肥、无农药。”

清水头村党支部副书记兼村委会
副主任李军说，“稻虾共生”不仅实现了
宝贵水资源滋润稻田和小龙虾养殖的

“一水两用”，还使一田双收增加效益成
为可能。“每亩地出产的小龙虾能达到
300 斤左右，按照 60 元每斤的地头收购
价，小龙虾能卖出 18000 元；出产的有机
稻米，身价也是直线攀升，不仅产量提
高到了 700 斤左右，一斤的售价也能达
到 10 元。每亩收益 25000 元的‘稻虾共

生’，真正实现了效益提升，大伙
乐在其中。”

西安市长安区乡村振兴局局
长陈其中说，通过采取村集体经济组织
主营、新型经营主体联营、养殖大户经
营等方式，长 安 区 累 计 流 转 稻 田 1500
余亩，推广稻鱼、稻蛙、稻鳖、稻虾、稻
蟹综合种养，水稻品质不断提高，水土
环境持续恢复，生态友好、绿色循环、
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正在长安逐步形
成。“种养双收带动了产业提质增效，农
旅融合带动了农民收入倍增，乡村振兴
的高质量发展在长安区有了实实在在
的抓手。” 新华社记者 刘彤

水稻主产区
拉开秋收序幕

陕西西安：一田“ 稻虾共生”见丰收

“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鼓励
企业在创新链价值链不同环节开展
多元合作”“建设智能高效、绿色低碳
的产业链供应链”……近日举行的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上，
多个部门就下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与稳定提出具体举措。

产业链供应链是经济运行的重
要基础，不断加力的措施为工业经济
恢复注入信心，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
运行注入动力。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为经济恢复提供支撑

7 月 下 旬 ，伴 随 着 火 车 的 鸣 笛
声 ，40 节 满 载 光 伏 产 品 的 南 京（殷
庄）—上海芦潮港海铁联运班列启
程，这是中远海运为周边光伏企业组
织发运的海铁联运专列。

“海铁联运运能大、时间短、成本
低，通过与铁路相关方协调，我们为
客户争取到了能够匹配铁路业务的
用箱时间，将原定的发运时间提前半
天，为后续业务的时效提供了保障。”
中远海运有关负责人说。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经济平
稳运行就能得到有效保障。今年以
来，应对疫情等因素带来的冲击，相
关部门靠前指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
有效运转。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5批并动态
调整“白名单”企业 1722家，推动各地
2万余家“白名单”企业区域互认；交通
运输部加强对重点区域的调度指导，
做好产业链供应链跟踪保障；财政金
融部门出台多项举措更好支持市场主
体纾困发展……与此同时，各地也推
出系列举措千方百计稳产保链。

与 4 月 18 日相比，8 月底，全国
铁路货物发送量增长 6.6%，监测港
口完成货物吞吐量增长 10.5%，物流
运行指标稳中向好。前 7 个月，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5%，受
阻产业链供应链迅速得到修复，工业
经济保持恢复性增长态势。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
息化部依旧将产业链供应链作为提
振工业的主要着力点，加强对重点地
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情况监
测调度。

“我们将支持企业开展产业链上
下游协同合作，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
设，保障供应链有效运转。”工业和信
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表示。

加大关键领域创新
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强链补链，要在关键领域、薄弱
环节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整体实
力和现代化水平。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基础领域

创新突破，实施工业强基和产业基础
再造工程，努力增强产业链竞争力。

“以基础电子元器件为例，我们
强化与重点产业省市协同，明确产业
发展靶向，支持一批电子元器件研发
及产业化。”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
息司司长乔跃山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各方积极努力下，我国电子元
器件产业链基本完整，整体规模已突
破 2万亿元。

目前，我国已培育 8997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848 家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5 万多家专精特新企业。
今年以来，多部门多地加大助企纾困
和培育优质企业力度，帮助企业渡难
关、复元气、促发展，保持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

截至 8 月 31 日，今年全国累计新
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 3.3 万
亿元。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 4
月至 8 月，制造业企业累计享受退税
5377 亿元，办理留抵退税的制造业
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5%。

金壮龙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出台
鼓励创新等配套制度措施，并将加快
产业链供应链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坚定扩大开放
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是
促进国内经济恢复的有力举措，更是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过去几十年，全球已形成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分工格局，各
国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相连。”金
壮龙表示，将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
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以实际行动深
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加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只有
深度融合的产业链供应链，才会更具
稳定性，更具韧性，基础设施是其中
的重要前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副会长蔡进认为。

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李国平表
示，交通运输部将联合相关部门促进
跨国铁路联通，提高国际航空货运和
基地物流服务能力，推动国际物流供
应链更加稳定畅通。

强化重点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
的资源协调。金壮龙表示，工业和信
息化部将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
支持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
更加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价值链。

应对变化与挑战，产业链快速调
整能力愈发重要。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会长江小涓认为，数字技术在其中大
有可为，要加快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
字化，提升智能化水平，利用数字技术
深化国际合作，增强产业链韧性。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叶昊鸣

稳 链 强 链稳 链 强 链
我国加大力度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我国加大力度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记者 9 月 21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
获悉，截至 8 月底，我国移动物联网连
接数已达 16.98 亿户，首次超过移动电
话用户数。

移 动 物 联 网 是 基 于 移 动 通 信 网
络提供连接服务的物联网，广泛应用
于 生 产 制 造 、公 共 服 务 、个 人 消 费 等
领域。近年来，各行各业加快数字化
转型步伐，移动通信网络从以前主要
服务“人与人”的通信，加速向主要服
务“ 人 与 人 ”“ 人 与 物 ”“ 物 与 物 ”转
变。我国移动物联网在网络能力、应

用 发 展 和 产 业 能 力 等 方 面 取 得 明 显
进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8 月 底 ，窄 带 物 联 网 、4G、5G
基站总数分别达到 75.5 万个、593.7 万
个 、210.2 万 个 ，多 网 协 同 发 展 、城 乡
普遍覆盖、重点场景深度覆盖的网络
基 础 设 施 格 局 已 形 成 。 移 动 物 联 网
深 度 融 入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各 领 域 多 环
节，国内企业技术及产品研发能力持
续增强，生态体系持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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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移 动 物 联 网
连接数已达 16.98 亿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