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山西科技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科学导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太原长风东街 15 号 电话：（0351）苑缘猿苑园84 邮编：030006 每周二、五出版 全年订价：280.00元 印刷：太原日报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太原唐槐路 80 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1400004000089 总编辑：曹俊卿

K 评论
kexuepinglun

SCIENCE GUIDE
思想·深度·引导 中国科协调宣部指导

圆园24 年 1 月 19 日 星期五
新 936 期 总 第 4205 期
创 刊 于 1984 年 11 月
国内 统一 连续 出版 物号
悦晕 员源 原 园园员缘 / 208
邮发代号：圆员原27 本期 8 版SCIENCE GUIDE

全国优秀科技报

山西省十强报纸

第二、三届山西出版奖提名奖

推进创新驱动 彰显科学魅力

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研究员 成灼

李文忠在育种基地查看晋谷 21 号生长情况。姻 受访者供图

“病虫的防控关键需要农户们准确把握

防治时间、药量和水量。谷子是一种适合山

区种植的重要粮食作物，随着种植面积的逐

步扩大，因重茬、气候等原因，谷子中后期容

易遭受很多病虫害的侵袭，为有效控制谷子

病虫害的发生，使谷子病虫害防治工作更趋

科学化，我经常会邀请专家来公司进行技术

培训。”在山西汾都香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内，

现任公司总经理的李文忠正在给当地村民

详细讲解如何辨别虫害。

作为一名基层农业科技工作者，李文忠钟

情农业技术服务，积极促成种业公司与山西农

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的深度合作，引进科研

人员 12名，分别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多

项，有效突破谷子育种技术壁垒；建设植物生

理、生物技术、产后加工 3 个实验室，完善的设

备设施满足种子繁育、改良、杂交、生产、检验

的需要。李文忠利用三圃制提纯复壮技术，主

持对晋谷 21 号的提纯复壮，现为中国农业部

批准的谷子原原种繁殖单位，种子纯度由生产

上 85%提高到 98%以上，白发病、黑穗病的发

病率从生产平均的 8%~10%降低到 2%~3%，

谷子产量水平由生产平均的 200kg 提高到

300kg；生产优质纯正的晋谷 21 号、晋谷 29
号、晋谷 40 号、晋汾 107 等种子 350 余万斤，

辐射山西、陕西、北京、宁夏、内蒙、甘肃等省谷

子种植基地 450 万亩，生产优质原粮 120 万

吨，产生经济效益达到 40亿元。

近年来，李文忠积极响应吕梁市政府

“百企帮百村”的扶贫帮扶号召，采取“公司+
扶贫第一书记+建档立卡贫困户”“公司+订

单繁育基地”“公司+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公

司+流转试验田+吸纳劳动力”的育种基地建

设模式，全部实行“五统一管理”，即统一规

划、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服务、统一销

售，标准化生产、农机农艺配套融合和病虫

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100%。基地带动农

户 1620 户，所产谷子均以高于市场价 0.2~
0.5 元价格回收，户均增收 3600 元，并返聘

当地农户做田间日常管理，基地种植户收入

得到有效保障，李文忠也在 2020 年被评选

为“吕梁市脱贫攻坚青年先锋”。

“2019 年，山西省科普惠农中心（汾阳）

服务站建成后，我们多次邀请李占林、杨成

元、冯耐红、史关燕、王文娟等农业专家举办

杂粮（谷子）市场形势与产业发展、高粱高质

高效技术、谷子有机旱作轻简化栽培集成示

范技术等培训活动和现场指导活动，培训指

导人次超 1000 人。”李文忠和记者说道，“专

家现场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在种植生产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在现场就提出了有效

解决方案，活动反响热烈，深受大家欢迎。”

“有了专家指导，我们的防灾减灾能力

大大提高，减少了种谷子的风险！”农户们高

兴地说，“以前，种植谷子的行距都比较窄，

大约六七寸，播量大，需要大量的人工来间

苗除草；如今改变了种植方式，效率翻了十

几倍，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提起最近的工作动向，李文忠告诉记

者，2022 年到 2023 年，他承担起吕梁市转

移支付项目，实施“绿色轻简化栽培技术示

范”和“高粱优质绿色高产栽培技术示范”，

加快高粱绿色、节水、节肥、全程机械化栽培

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提高其种植效率、减

少化肥使用，促进增产增效增收。

“我将继续努力学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

术，将农业的科技论文真正书写在田间地

头，让农科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农民的钱袋

子，让农业科学技术更好地推动粮食产业高

质量发展。”李文忠自信满满地说。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小静 李文忠：

产学研融合涉及主体多、链条长，如何

激发活力、增强合力？在江苏江阴市采访

时，“一根绳”的故事带给笔者不少启发。

2020 年，南京理工大学在江阴启用新

校区，鼓励科研人才深入企业开展合作。

几年间，产学研深度融合催生不少创新成

果，其中 昇就包括学校与江阴法尔胜泓 集

团共同研制的“高强绳”———碳纤维索。这

种新材料比传统钢索重量更轻，抗疲劳、

抗腐蚀性能更好，如今已应用于多座新建

桥梁项目。

产业创新的澎湃动能，来自科技创新

这个驱动引擎。20 世纪 80 年代，“星期天工

程师”在江浙一些地区兴起，企业纷纷邀请

上海的高技术人员传授先进技术，奠定了

当地制造业的基础。同样是这个思路，江阴

坚持产学研紧密合作，近年来与多所高校

共建技术转移中心，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不但推动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推陈出

新，也助力风电光伏、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

加快发展。

可见，产业发展离不开“学”和“研”的

基础支撑。如果把产业比作大树，科研探

索就像根脉，根扎得越深，树长得越茁壮。

反过来，“学”和“研”，也离不开产业这个

“应用场”。只有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搬”

到生产线，才能检验其应用价值，更好指导下一步科研

实践，技术和产品也只有完成从“书架”到“货架”的转

变，才能真正惠及千行百业，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动力。

应当看到，当前产学研深度融合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科技创新供给看，科研成果转化率还不够高，大量创新

资源尚未形成现实生产力。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展的一项

调查显示，2022 年我国科研单位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

为 13.3%，高校仅为 3.9%，有待进一步提升。从产业创新

需求看，我国传统产业体量大，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

80%，广大企业对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需求迫切，需要

依靠创新提升竞争力。

进一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才能有效破解科技

创新与产业创新的供求矛盾，更好把科技力量转化为

产业竞争优势。一方面，在科技创新“最先一公里”，要

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比如，南京理工大学设立江

阴校区之初，就注重在学科专业布局上与当地产业高

度契合，既为企业提供建模仿真、基础研究等支持，也

鼓励科研人才到产业一线找课题、解难题、补短板，精

准对接产业所需。另一方面，在产业创新“最后一公

里”，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比如，通过在企业设

置重点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等方式，加强企业创新要

素支撑，以市场为导向指引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

方向，提高成果转化质量。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部署做好

2024 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 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

新”，为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畅通产学研

合作链条，构建协同高效创新体系，激发创新要素集聚

效应，创新源泉将更加充分涌流，持续赋能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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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近日，我国首个省级数字

智慧电网在江苏建成，首次实现了万亿量级

电力大数据的融合贯通，有效提升电力系统

的运行效率，为我国新型电力系统数字化转

型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全新技术方案。

所谓数字智慧电网，是运用工业互联

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在数字空间

构建的一张 1颐1 的虚拟电网。国家电网在江

苏构建的这张数字智慧电网，不仅首次联通

了电源、电网、用户等各环节超过 1 万亿数

量的电力数据信息，还能实时反映电网运行

状态，有效地适应当前新型电力系统多形态

发展的现状。

“数字智慧电网就像一个能感知、会思

考、可进化的‘大脑’，改变了电网的运营模

式。”国网江苏信息通信分公司副总经理韦

磊介绍，数字智慧电网可以获取和分析海量

数据信息，并在电网规划、故障抢修和办电

服务等业务中快速响应，仅电网规划周期就

可以缩短 60%。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多元化用电

需求不断涌现。在江苏，数字智慧电网已经

实现了客户办电的个性化定制。“客户的具

体用电需求进入系统后，系统会根据地域特

点和历史用电情况等因素综合研判，为客户

量身定制用电方案。”国网江苏电力营销服

务中心营业业务部负责人杨世海介绍说。

此外，数字智慧电网还提升了电网的

“自愈”能力，可以自动研判用电故障的位

置、原因，并将故障线路“切割”在最小用电

区域；同时，根据智能生成的方案远程遥控，

迅速恢复无故障用电区域的供电。

“未来，数字智慧电网将能帮助新能源

汽车自动找到附近最符合充电需求的充电

桩，还能实现分布式光伏高性价比安装、就

近消纳。”韦磊说。 陈瑜

科学导报讯 记者隋萌 1 月 15 日，

记者从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西建龙”）获悉，日前工信部公布了

2023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

展示范名单，山西建龙凭借“绿色制造数

字化生产经营管控能力”成功入选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贯标方向。

据了解，山西建龙按照标准体系要

求，升级供应链创新平台，研发产销存运

管理系统，实现冶金规范—电商订单—生

产计划—生产排产—库存管理—发运管

理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同时，借助工业

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实现与外围客户的

互联互通，通过采集市场化产品需求，调

整公司生产运营节奏，真正满足客户的个

性化产品需求。

多年来，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太焦铁

路、集大原铁路、雄忻高铁、平漯周高铁、

西延高铁、西十高铁、西康高铁、西户铁路

等重点工程项目。

此次入围，是对山西建龙行业数字化

探索、实践的极大认可，同时也意味着山

西企业在提升生产设备数字化管理能力，

推进基于数字孪生的关键设备改造、数字

化供应链全程追溯与安全管控，实现生产

制造环节的互联感知、以平台为依托的数

字化供应链网络体系建设等方面均走在

了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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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舟七号发射成功
1 月 17 日，搭载天舟七号货运飞船的长征

七号遥八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
火发射。 姻 杨冠宇摄

满满农科情 只为穗浪涌

我国首个省级数字智慧电网建成

针对最近社会流传的一种说法：

“2024 年公历日历与 1996 年一致，需要

消灾避难”，本文将用历法知识解释这两
年日历为什么会相同的原因，并且，不仅

仅是 2024 年和 1996 年，只要不包含非
闰年的整世纪年（例如 2100 年），任意相

隔 28 年公历日历都是相同的，以此证明

“需消灾避难”一说纯属无稽之谈。

什么是历法？

人类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通过对

昼夜交替、月圆月缺、草木枯荣寒来暑往

等周期性变化现象的感知和观察，逐渐
建立了日、月、年的时间概念，并通过天
文观测逐渐能够比较准确地测量月的长
度和年的长度。例如古人发现一年中斗

转星移与四季同步变化，于是通过观测
黄昏时北极星斗柄指向的变化来判断季
节和年长，并总结有“斗柄指东，天下皆

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
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此外还有通
过圭表测影的方法观测记录太阳正午时
影长的变化，可以相当准确地测量一年

的长度。

我们现在知道，日是地球的自转周
期，从地球上看，则是太阳的周日视运动

周期，叫做太阳日。

月是月亮连续两次朔的间隔周期，叫
做朔望月。月亮绕着地球运动的同时随着

地球一起绕太阳公转，当月亮运行到地球
和太阳中间时，月亮被照亮的圆面完全背
对着地球，叫做朔，朔时地球上看不到月
亮。当月亮运行到地球在月亮和太阳中间
时，月亮被照亮的圆面正对着地球，地球
上看到一轮满月，叫做望。一个朔望月内，
月相经历一个从朔到望再次到朔的完整
的变化周期，长度为 29.53 天。

年是地球的公转周期，从地球上看，
则是太阳在黄道上的周年视运动周期，
即太阳从春分点开始在黄道上运行再次
回到春分点的周期，天文学上叫做回归
年。一个回归年内，地球经历一个完整的
季节变换周期，长度为 365.2422 天。

可以看到，太阳日、朔望月、回归年
周期与人类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所以
为了指导生产生活和安排社会活动的需
要，人类自然而然地开始使用日月年周
期的组合来编排和标识日期，由此建立
的确定以日为单位的月和年的时间长
度，并组合年、月、日之间相互关系来编
排和标识日期的法则，就叫做历法。

由于组合方法的不同，人类文明史
上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历法，但基本上可
分为三类：阳历、阴历和阴阳历。

以回归年为主要依据制定的历法，叫
做阳历，例如现行的公历。公历年长接近回
归年，但月份设置和朔望月没有对应关系。

（下转 A3版）

为什么 2024 年公历日历与 1996 年一致

编者按 进入 2024 年，“无春年”“灾难年”的说法在社会上悄然流行。近来，

“2024 年公历与 1996 年一致，需消灾破难”的说法又甚是流行。本报特刊发中国科

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研究员成灼先生的科普文章，破除谣言，认知科学，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