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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4 月 17 日 ，记 者 从 国 家 天 文 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获悉，有“中国天
眼”之称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已发现 900余颗新脉冲星。
在快速射电暴起源、引力波探测等

领域产出一系列世界级成果；自主研发
的接收机核心零部件有望走出国门；
FAST 核心阵建设蓄势待发……

极目星空，步履不停。“中国天眼”
正不断为世界天文提供中国智慧、为全
球工程界提供中国技术。

成果频出

“中国天眼”是耳熟能详的国之重
器。为“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
果、出大成果”，中国科学家不断“挑战
认知和技术极限”，用“中国创造”擦亮
深邃“天眼”。

截至目前，“中国天眼”已发现 900
余颗新脉冲星，其中至少包括 170 余颗
毫秒脉冲星、120 余颗双星脉冲星、80 颗
暗弱的偶发脉冲星。

“我们正在拓展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极限。”国家天文台银道面脉冲星巡天项
目负责人韩金林说。从人类发现第一颗
脉冲星到 FAST 发现首颗脉冲星的 50年
里，全世界发现的脉冲星不到 3000颗。

2017 年 10 月 10 日，“中国天眼”宣
布 发 现 6 颗 新 脉 冲 星 ，实 现“ 零 的 突
破”。这是中国首次利用自己独立研制
的射电望远镜发现脉冲星。

目前，“中国天眼”发现的 900 余颗
新脉冲星，是国际上同时期其他望远镜
发现脉冲星总数的 3倍以上。

其中，发现的 80 颗暗弱的偶发脉冲
星与正常脉冲星相比，辐射流量密度还
要低一个量级，最低的已经达到了亚微
央量级。

在韩金林看来，对这些偶发脉冲星
的研究对于理解银河系中恒星死亡后
形成多少致密中子星残骸及揭示未知
的脉冲辐射物理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韩金林告诉记者，如果把搜寻脉冲
星比作摘果子，之前发现的脉冲星都离
地面比较近、容易“摘”，“中国天眼”发
现的 900 余颗新脉冲星则是更远或者采
摘难度更大的。

因为每一颗脉冲星都有其特殊脉
冲及稳定的转动频率，它们相当于宇宙
中具有特有信号标记的“灯塔”。如果
人类在未来能够实现“星际穿越”的话，
这些脉冲星将为人类在浩瀚的宇宙中
旅行提供“导航”。

“我们精确测量出脉冲星在宇宙空
间中的坐标，在旅途中时刻监测多个脉冲
星信号的相位及对应的位置关系，人类在
星际旅行中就不会走丢了。”韩金林说。

首 次 在 射 电 波 段 观 测 到 黑 洞“ 脉
搏”、探测到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
证据、探测并构建世界最大中性氢星系
样本……近年来，“中国天眼”为探索宇
宙奥秘作出中国贡献。

未知和未来面前，人类命运与共。
“中国天眼”从诞生那一刻开始，就肩负
使命。

“中国天眼”测量与控制工程师孙
纯介绍，自 2021 年 3 月 31 日正式对全球
科学界开放以来，“中国天眼”已帮助美
国、荷兰、澳大利亚等 15 个国家的研究
团队开展观测近 900 小时，涉及科学目
标漂移扫描巡天、中性氢星系巡天、银
河系偏振巡天、脉冲星测时、快速射电
暴观测等多个领域。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天眼”将为
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尝试寻找未
知事物带来更多新视角，为引领人类突
破认知新领域作出更大贡献。

创新不止

“原以为要修改七八遍，没想到第
一版性能就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高级工程师柴晓
明向记者介绍着眼前一个外壳镀银、只
有口风琴大小的低噪声放大器，言语中
难掩兴奋。

低噪声放大器是“中国天眼”接收
机的核心零部件，此前都靠进口。

为解决“卡脖子”问题、把关键技术
掌握在自己手里，柴晓明所在的团队用
了近 2 年时间自主研发出了这款高性能
的国产低噪声放大器。

样机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国际天文
界关注，位于巴西的 BINGO 项目第一
时间向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提出批量

购买的合作意愿。
“中国天眼”作为世界最大、最灵敏

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激发了很多
特殊的技术需求，需要中国科学家们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在不断

“挑战认知和技术极限”、不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中优化升级。

创新无捷径，唯有敢攀登。
“没人告诉你可以怎么做，谁也没

有把握自己的方法一定行。”FAST 运行
和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总工程师姜鹏
说，“反复试验、多次失败、越挫越勇”的
艰难攻关几乎贯穿了 FAST 建设阶段的
每一个环节。

为解决索疲劳问题，姜鹏带领一帮
年轻人历经近百次失败，成功支撑起

“中国天眼”的“视网膜”。
为开发新的控制系统，FAST 运行

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孙
京海无数次挑灯夜战至东方既白，几乎
重写了全部核心算法代码。

为 解 决 变 电 站 电 磁 干 扰 问 题 ，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电子与电气工程
部主任甘恒谦经过近 2 年的摸索与试
验，发明了与“中国天眼”匹配的高压滤
波器……

仅在建设阶段，“中国天眼”获得了
钢结构、自动化产业、机械工业、测绘地
理信息技术、电磁兼容研发等十余个领
域的重要科技奖项。

“ 天 眼 ”问 天 ，没 有 终 点 。 姜 鹏 坦
言，如果只把 FAST 当成一个望远镜、一
台监测设备，现在已经达标了。但要维
持 FAST 世界领先的地位，我们的创新
就 不 能 停 下 来 ，我 们 会 倾 尽 全 力 让
FAST 稳定性更好、运行效率更高。

目前，FAST 年度观测时间稳定在
5300 小时左右，为持续产出科研成果起
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竞逐未来

巡天探宇，解密星空。“中国天眼”
没有停止过创新的脚步。

“天文学极其浪漫，因为它研究的
是人类的星辰大海。天文学也极其残
酷，因为国际竞争极其激烈，一旦松懈，
就会失去领跑地位。”姜鹏说。

放眼全球，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公
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等多个射电
望远镜阵列均在建设之中。

“一旦这些望远镜投入运行，‘中国
天眼’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姜鹏说，“我
们稍有松懈，中国天文学家就可能‘失
守’射电波段视野的最前沿。”

记者近日走进“中国天眼”核心区，
在一处离“中国天眼”不到 3公里的山头
上看到，挖掘机正在紧张作业，原本杂木
丛生、怪石嶙峋的山顶已被推平、夯实。

“我们计划未来 5 年利用 FAST 周
围 5 公里范围内优异的电磁波环境，建
设 20 至 30 台口径 40 米级全可动射电望
远 镜 ，与 FAST 组 成 综 合 孔 径 阵 ，即
FAST 核心阵。”姜鹏告诉记者，正在作
业的山头在年内就会建成一台 40 米级
全可动射电望远镜。

“单靠‘中国天眼’观测宇宙，就像
是用‘粗头铅笔’给天体画像，而核心阵
建成投用的话，相当于用高分辨率的

‘数码相机’拍摄遥远的星空。”姜鹏介
绍，核心阵一旦建成，将大幅提高“中国
天眼”的视力，让“‘中国天眼’不仅能看
得远，还能看得清”。

在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
械工程部主任李辉看来，FAST 核心阵
将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
力波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
新星、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极端暂现源
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除天体物理学研究，FAST 核心阵
还有望在深空探测领域发挥巨大的作
用，例如近地天体预警、空间微小目标
探测、深空卫星通讯及控制、电离层特
性测量、脉冲星时间基准等，可以为我
国空天领域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战略
支撑作用。

姜鹏说：“为了让中国的射电天文
力量始终保持国际先进，我们将在新的
起点加速攀登，带领团队不断探索新的
科学前沿。”

新华社记者 赵新兵 欧东衢 潘德鑫

极 目 星 空 步 履 不 停
—“中国天眼”为世界天文提供“中国智慧”

村里有了“行走的医院”
——重庆巫山县创新机制守护群众健康“最后一公里”

春光明媚，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茶山
青翠，茶叶吐绿。茶农们挎着竹篓，
三三两两分散在茶园里。

近年来，湘西州坚持把茶产业作
为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打造。截至目
前，全州以黄金茶、古丈毛尖和莓茶
为 代 表 的“ 三 杯 茶 ”茶 叶 总 面 积 达
91.7 万亩,年产茶叶 1.98 万吨，综合产
值 98.2 亿元。全州涉茶人员超 60 万
人，覆盖脱贫人口 20万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
记虢正贵介绍，为推动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湘西大力弘扬茶文化，做优做
强茶产业，不断提升茶科技。将茶叶
产业纳入乡村产业发展的总体布局，
讲好以黄金茶、古丈毛尖和莓茶为代
表的“三杯茶”故事，进一步提高茶产
业质量效益，致富当地百姓。

莓茶因加工后茶身白霜满披得
名，永顺县山高谷深、云雾缭绕，加上
红砂岩土壤环境，是莓茶黄金产区。

在永顺县三角岩村莓茶种植基地，
村民穿梭在田垄间，覆膜、扦插，忙着种
植经济价值更大的新品种“紫莓茶”。

“莓茶采摘期长，可从 4 月采到
10 月。目前全村 200 亩莓茶，不仅拓
宽了村民的收入渠道，也为产业振兴
注入了新动能。”三角岩村驻村第一
书 记 熊 晓 谦 说 ，为 大 力 发 展 莓 茶 产
业，州县出台了系列支持政策，还提
供了产业发展资金，村里计划利用 20
万元帮扶资金将莓茶进行更新换代，
为村民带来更大效益。

为了助力富民“莓茶经济”，永顺
县大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先后开
发出莓茶黑茶、莓茶花草茶、速溶茶等
茶产品。“去年销售额突破 3000 万元，
收购种植户莓茶 1800 万元，合作农户
收益良好。”公司董事长王少甫说。

黄金茶是湘西州古老的地方珍
稀茶树种质资源，湘西州成功研究出
黄金茶快速育苗技术和覆膜栽培快
速成园技术。“苗周期由 13 个月缩短
至 6 个月，成园时间缩短至 2 年，比传

统技术提早 1 年以上。”湘西州农业农
村局总农艺师史春枝说，2018 年至今
累计繁育黄金茶高质量营养钵苗 1 亿
株以上，推广高标准种植快速成园技
术 15 万亩以上，加速了湘西标准化茶
叶基地建设进程。

吉首市隘口村是黄金茶的发源
地之一。走进村内绿意葱茏的茶垄
间，三五成群的游客在拍照留念。司
马茶居民宿餐饮部部长张彩霞从春
茶季开始，已经连续忙碌了一个月。

茶香手撕鸡、茶香青团、茶香小
鲜肉饼等，张彩霞用村内采摘的黄金
茶制作出一道道鲜美茶餐，受到游客
好评。“餐厅总共 12 桌，旺季一天翻台
40 多桌，毛收入一万元，根本忙不过
来！”她笑着说。

通过茶旅融合发展，隘口村已成
为湘西州乡村振兴示范村。目前，全
村共发展黄金茶 2 万亩，年产值超 1
亿元。“我们村山多地少，曾经三餐难
饱。种植茶叶后全村人均年收入已
超过 3 万元。”隘口村党支部书记向天
顺 说 ，自 从 有 了 茶 产 业 这 个“ 金 饭
碗”，过去外出的村民基本都回来了。

据悉，为更好地保障采茶旺季用
人需求，吉首市在 6 条重点涉茶村寨
线路增加了运力保障。

如今，茶文旅融合发展已成为湘
西州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近日，

“千年茶乡”古丈县的茶文化博物馆
迎来了今年第一批研学团队。通过
讲解员的详细介绍，古丈县第三完全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们系统了解了古
丈毛尖种植的历史渊源。参观结束
后，学校还鼓励家长带孩子们到临近
茶园近距离感受茶文化的魅力。

古丈县青竹山茶业基地负责人瞿继
团认为，茶旅融合科普研学市场广阔。

“古丈毛尖制作工艺是湖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种茶是我们这边村民收入的主
要来源，希望通过研学活动，让更多学生
传承茶文化的同时，带动村民增收。”

新华社记者 张 玉 洁 鞠 银 河
林建杰

大马力拖拉机轰隆隆地驶过田野，
一行行明晃晃的地膜笔直向前延伸，各
种颜色的棉花种子被播进地里，一道道
滴灌带跟着播种机铺设延展……

目前，我国棉花主产区新疆正迎
来棉花春播高峰期。走进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九〇团，处处
可见拖拉机牵引着棉花播种机缓缓
向前的场景，顺着田地尽头望去，远
处山脉轮廓依稀可见。

“从犁地、平地、耙地到播种，再
到后期打药、打顶、采收都是机器完
成。”双河市聚能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社长刘星介绍，除了必要的人工操
作，当地棉花种植生产基本实现全程
机械化作业，“现在驾驶、跟车、备料
加起来五人一组每天可完成约 140
亩地的棉花播种作业。”

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耕
种管收全机械化作业基础进一步夯
实。截至 2023 年底，第五师双河市
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93.44 万亩，占当
地耕地保有量的 83%，而棉花种植面
积基本稳定在 70 万亩左右。“目前，
我们基本实现了从‘农田’到‘良田’
的转变，也为粮棉等主要作物丰收打
下了坚实基础。”第五师双河市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邹劲松介绍。

视线向南，在塔里木盆地北缘，
新疆阿克苏市柳源镇棉花播种同样
如火如荼。为提高地膜回收率，当地
今年加大 0.015 毫米加厚高强度地膜
推广力度。据了解，2024 年新疆各地
加厚高强度地膜使用面积将达 2000
万亩，棉田占 80%以上。

“加厚地膜韧性强、防渗性能更
好、有利于回收。这种地膜透光性也
好，有利于保持地温，减少杂草生长，
降低生产成本。”阿克苏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副主任饶翠婷介绍，推广加
厚地膜是当地实施棉花绿色高产高
效行动的重要举措之一。

为了提高农业用水效率，阿克苏
市许多棉田今年采用内镶贴片式滴灌
带，相较普通滴灌带，滴水范围更均
匀，用水效率更高，每亩棉田预计可节
水 180立方米左右。“我们通过各级农
技人员加强宣传，真正把水用在刀刃
上，既要节水也要高产。”饶翠婷说。

为推进棉花生产稳量提质，持续
优化棉花生产布局和品种结构，在品
种选择上，新疆多地采取了因地制
宜、科学筛选一到两个高产品种推广
种植的措施。“这样既便于大规模机
械化作业、后期田间管理，也有利于
提升棉花一致性，方便采收后的加
工。”九〇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
任申凌波说。

行走在“三山两盆”间，记者感受
到，紧张有序的棉花春播确是春日新疆
最具生机活力的场面之一。而随着一
系列农机农艺融合、良种良法配套的政
策措施落地生根，新疆的棉花生产也正
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写照，
一片片充满希望的田野正在播种。

新华社记者 苟立锋 丁磊

湖湖南湘西南湘西：：

““三杯茶三杯茶””里的乡村振兴里的乡村振兴

““三山两盆三山两盆””种棉忙种棉忙

4 月 17 日，在潍坊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密园区内，泽普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员工在演示智能康复器材。

近年来，山东省高密市坚持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为发展方
向，深入开展优质企业梯次培育工程，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当地已有
181家企业入选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库，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21家。

新华社记者 朱峥摄

重庆巫山县巫峡镇石里村村医彭
术 林 曾 经 只 能 靠 听 诊 器 和 血 压 计 出
诊。近半年多以来，他终于有了件趁手
的“兵器”——一个神秘的黑色背包。

“这是县里给我配备的全科医生助
诊包，特别实用。”彭术林打开背包一一
介绍，“包里有无线上网手持多普勒彩
超、便携式心电图机，检测血脂、血压、
血氧、血糖的仪器，总共十几种呢，就像
一个‘背上的检查站’。”

彭 术 林 的 全 科 医 生 助 诊 包 ，来 自
“行走的医院”项目。地处秦巴山区腹
地的巫山县，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去
年 7月，当地推出民生项目——“行走的
医院”，旨在守护群众健康的“最后一公
里”。

巫山县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叶川介
绍，项目整合全国二、三级医院专家资

源，搭建远程诊疗平台，并为村医配备
智能化全科医生助诊包、医疗信息化软
件系统以及医疗巡诊摩托车、基层健康
服务车等设施设备，同时建成“健康 180
指挥中心”，与 120 急救服务中心组合，
患者只需拨打联系电话，中心即可调配
就近村医携带助诊包上门入户服务。

在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行走的
医院”关键时刻能挽救群众生命。

51 岁的石里村村民郭庆莲，患有心
脏供血不足、贫血等多种疾病。不久
前，她出现头晕目眩、心绞痛等症状，情
况危急。接到通知后，彭术林迅速赶
到，对患者实施紧急救治，并用全科医
生助诊包为其进行检测诊断，又通过视
频电话为其安排西安一家三甲医院的
权威专家远程会诊……郭庆莲终于转
危为安。

“以前上门问诊，只有听诊器和血
压计，主要靠经验判断。”彭术林说，现
在全科医生助诊包成了“好帮手”，可检
测多项指标，实现检测数据自动采集、
存储并上传，大医院的专家可依据数据
进行远程会诊。

在巫山县，“行走的医院”项目正在
让越来越多的群众感受到基层医疗服
务的便利。官渡镇杨坝村村医李尚发
说：“村里多是留守老人，其中一些卧病
在床，外出看病很不方便。有了这套工
具，我就能做一些基础的诊断处理，还
能寻求大医院专家帮助。”

前不久，89 岁的杨坝村村民杨锡财
突发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出现吞咽困
难、一侧肢体麻木等症状。李尚发迅速
对患者进行了检查，并通过互联网平台
将检查结果上传至县人民医院，在专家

帮助下，患者脱离了生命危险。
“项目以县人民医院为龙头，26 个

乡镇（中心）卫生院为纽带，已在全县
100 个 村 卫 生 室 全 面 推 进 ，辐 射 全 县
305 个行政村。”叶川说，依托“行走的
医院”项目，乡镇级医疗机构可以为辖
区慢性病患病群众建立更精准、更全
面的健康档案，及时实施健康监测；村
卫生室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得
到提升，真正成为群众健康管理的“前
沿哨所”。

巫山县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行
走的医院”项目试运行以来，已累计远
程会诊服务 7000 余人次，检查项目服
务 3 万余人次，累计为患者免除会诊费
用 50 余万元，节省患者检查费用、外出
就医成本 210 余万元。

新华社记者 周文冲

4 月 18 日 ，
游 客 在 赵 家 镇
泉 畈 村 的 樱 桃
园里采摘樱桃。

近 日 ，浙 江
省 诸 暨 市 赵 家
镇 的 3000 多 亩
樱 桃 迎 来 成 熟
上 市 的 季 节 。
该 镇 是 国 家 农
产 品 地 理 标 志
产品“诸暨短柄
樱桃”的重要产
区，当地依托樱
桃成熟季，举办
樱 桃 采 摘 游 、
山 野 市 集 等 活
动，助力乡村旅
游 和 百 姓 增 收
致富。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樱桃上市
助 增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