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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聚焦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
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
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
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
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近日，华为公司发布了鸿蒙系统的最新
进展：鸿蒙生态设备突破 9 亿台，吸引超过
254 万开发者；从操作系统内核、文件系统
到编程语言、人工智能框架和大模型，全部
实现自研。

软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灵魂，是数字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
字中国建设的关键支撑。特别是以操作系统
等为代表的基础软件，处在信息产业上下游
生态的枢纽位置，在信息系统中起着基础
性、平台性作用，对保障信息安全也非常重
要。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应用类软件发展较
快，但国产基础软件发展不够成熟、市场份
额低。这一方面是由于基础软件自身具有研
发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等特点，后来者往

往面对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与国产基
础软件起步晚、缺少市场支持、难以更新迭
代等有关。

拥有强大的基础软件，信息产业、数字
经济的“大厦”才能建得高。反之，如果缺少
强大的基础软件，其他软件和信息服务的发
展也将受到制约。近年来，我国国产基础软
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操作系统、数据库、工
业研发设计软件等领域逐步解决了“从无到
有”的问题，一些创新性产品和服务开始涌
现，行业应用持续深入，在市场上展现出较
强的竞争力。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
给软件产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蕴含着提
升研发效率、“换道超车”的更大可能。“所当
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必须紧紧抓住这
个战略机遇期，推动国产基础软件加快发
展。

推动国产基础软件加快发展，首要的是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立足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市场换
不来，有钱也买不来，这一点在基础软件领
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对正在努力赶超的国产
基础软件来说，必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尤
其是在底层框架、基础算法、编程语言等“根
技术”上加快突破，为基础软件持续壮大夯
实根基。

推动国产基础软件加快发展，要发挥好
协同创新的优势。基础软件需要大量软件开
发企业和人员来支撑其生态建设。开展基础
软件研发攻坚，要充分发挥产业联盟、创新
联合体的优势，实现“技术共建”。近年来，开
源社区等发展很快，成为软件生态的重要组
成部分，要积极拥抱开源，建设开源软件技
术体系，在开放中形成合力，让产业协同效
应充分显现出来。

推动国产基础软件加快发展，离不开人
才队伍建设。全方位、多样性的人才培养是
基础软件崛起的根基。我国有庞大的软件工
程师队伍，但基础软件人才相对匮乏。软件
是一门应用性强的学科，培养人才除了要在
优化课程内容、引入前沿技术等方面下功
夫，还要面向“真题实岗”强化实践教学。软
件领域的人才类型多样，要建立灵活的人才
激励机制，让作出贡献的人才有成就感、获
得感。

当前，我国信息技术发展势头良好，市
场规模大、应用场景丰富，国产基础软件发
展有较好的基础。随着产学研生态的不断完
善、关键核心技术的持续突破，相信在不远
的将来，国产基础软件发展势头将更加强
劲、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实现从“能用”到“好
用”的飞跃。

推动国产基础软件加快发展

向征辉正在检查设备安全 姻 受访者供图

在上榆泉煤矿有个专啃“硬骨头”的“综机扁
鹊”，翻开他的工作“字典”，从未有过困难两字，采
煤机就像他的孩子，滚筒是“手臂”，牵引轨道是“双
腿”……无论机电设备出了怎样的技术难题，他都
会铆着劲钻研克服。从事综采维修工作十八载，他
兢兢业业，出色完成了设备检修、维护、保养等任
务，积极推动矿井高质量发展，他就是国家能源集
团河曲上榆泉煤矿综采队检修班班长向征辉。

“既然选择了煤矿，就一定要干出个名堂，就得
铁下心学好技术，干好本职工作。”这是向征辉刚参
加工作时的铮铮誓言，更是他在岗位上的真实写照。

多年来，向征辉积极投身于工作实践，自学了
《电工技术基础》等 30 多本电工类专业书籍，认真
记录每次处理过的机电故障，将故障现象、产生原
因和处理方法都记录下来，每一本工作笔记都成了
职工争相传阅的“秘籍”。凭借多年的经验与专业学
习，向征辉于 2023 年通过集团高级技师认定。

向征辉担任班长以来，他深感责任重大。一名
优秀的检修班长就要对工作面运行的所有机电设
备负责，就如同一名大夫对待患者一般，确保工作
面的设备健康运行、不带病运行、安全运行。为此，
他总结了设备检修“十字诀”，包含了故障的预防、
判断、处理与设备恢复等一系列方法和技巧，大大
提高了机电设备的运行质量。

带领检修班在一个月内对采煤机、运输机、液压
支架以及电气设备的所有螺栓、电缆、管路的型号尺
寸进行了统一规范，排查了采煤机零件、液压支架缸
体对受损严重的部件进行了现场更换，确保了设备健
康运行。

在同事眼里，向征辉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每年出勤均在 300 天以上，只要工作需要，绝对随
叫随到。下班路上被召回、端起饭碗又放下、脱衣上
床又起身成为常态。“遇到紧急情况，他总是第一个
赶到现场，只要有他
在，我们的心里就踏实
多了。”综采队党支部
书记戎峰说。

“向班长，采煤机操
作系统突然‘瘫痪’了，影
响到工作面正常生产，还
未找到问题原因……”
一天凌晨 1 时多，已经入
睡的向征辉接到区队带
班队长的电话。他立即
穿衣起身，联系煤机检修
组组长赶往工作面，两人
到达工作面时，采煤机操
作系统已经恢复了正常
工作，当班职工沾沾自喜
地说“捣鼓”好了。

向征辉皱了皱眉头
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

门道。机电设备不是头疼医头、脚疼看脚，而是得找到
引起头疼、脚疼的病根，才能有效处理，否则还会出问
题。”

为了彻底排查出故障原因，向征辉在工作面一
直等到凌晨 5 时，采煤机操作系统再次出现故
障———一个电磁控制阀出现异常，经过仔细检查，
找到一处老化、磨损严重的电线，向征辉很快对电
线进行了更换，使采煤机彻底恢复了正常运转。

有人统计过，2023 年向征辉参加大大小小设
备抢修几十次，有效保障了设备的安全运行，为公
司打好打赢“百日大会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修是不得已，改才更有效。为了提高综采工作
面机电设备的使用寿命和效率，向征辉的目光从未
离开过对设备的创新改造。如何降低液压支架管路
的损耗、改进设备列车的拉移方式、提升检修人员
的作业安全系数，能否使用最简单的方式促进检修
质量，随着工作阅历增多，无数个问题与设想充斥
着向征辉的大脑。

带着这样的问题，向征辉先后设计加工了乳化
泵供压管路防护装置、设备列车改造、电缆连接器
分合装置等 60 多项小改小革。在众多成果中“自移
式设备列车”是全矿职工竖起大拇指点赞的项目。

传统综采工作面绞车拉移的方式安全系数高、
作业时间长。向征辉参与设计的自移式设备列车采
用液压油缸进行拉移，改变了传统拉移方式，降低了
职工作业强度、缩短了作业时间，成功攻克传统绞车
拉移设备列车方式，此项成果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
局授权专利，每年可节省材料成本高达上百万元。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向征辉
看来，只有团队的整体实力提升了，才能更好地完
成各项工作。在工作之余，他也非常乐于倾听工友
们的建议和看法，和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能，
齐心协力想办法，配合班组成员不断优化机电设备
管理维护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从一名机电维护员
到高级技师，向征辉用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不
断刷新业绩，贡献自己的力量。

向征辉：“综机扁鹊”门道多
姻 科学导报记者 刘娜

姻 科学导报记者 耿倩 通讯员 牛青麓

8 米高的钠电路灯、钠离子电池电动二轮车、
LED 钠电强光手电、钠电储能柜……近年来，华阳
集团坚定不移实施“双轮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以

“双碳”目标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发展的“含金
量”“含新量”“含绿量”。

今天，让我们将目光锁定在华阳钠电，零距离
了解华阳集团如何布局钠电产业，推动传统产业
与新材料产业融合发展。

“钠电”改变生活

“这车真好骑，动力特别足，尤其对于咱们山
城这种地势，上坡比较多，一点儿不费劲。”

“骑了大半年，最大的感受是充电非常快，4
个小时充满电能骑 40 多公里。我之前的铅酸电
池电动车，耗费 8 个小时充满电，也只能骑 30~
40 公里。”

6 月 18 日，几位拥有钠离子电池电动二轮车
的阳泉市民对《科学导报》记者说。

“钠离子电池充电非常快，4 个小时充满电能
骑 40 多公里，循环寿命能达到 6000 次以上，即使
每天充一次电都能用 10 多年。天气变冷后，钠离
子电池在低温环境中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哪怕
在零下 20 摄氏度也能稳定放电……”一位工作人
员介绍说。

2023 年，华阳集团向 2022 年度劳动模范发
放了钠离子电池电动二轮车。当时，能拥有这么一

台电动车，对于华阳人来说就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如今，行走在阳泉街头，印有“华阳集团”字样的钠
离子电池电动车不时可见，已经成了阳泉街头的
一道风景。

2023 年年底，高 4.5 米、采用 12V30Ah 的钠离
子电池、LED 灯具功率为 30W 的钠离子太阳能路
灯被安装在了阳泉市智能制造产业园区。随后，为
适用小区、公园、城市及乡村道路等不同场景照明，
华阳集团推出了一系列钠离子电池太阳能路灯。

“白天时，路灯的太阳能光伏板吸收太阳能
转化为电能，储存到钠离子电池中，晚上供电照
明。整个系统是光控感应，分别在下午 6 时左右
和早上 6 时自动亮起、熄灭，夜晚照明时间超 12
小时。路灯安装以来，出现过低温强降雪和大风
寒潮天气，但路灯的照明时长、亮度和安全性完
全没受影响。”华钠芯能供销管理部销售人员李
晓刚对记者说。

华阳钠电的推广应用，让这个传统的能源企
业焕发出了新光彩。

布局“钠电”产业

据了解，早在 2019 年，华阳集团就抢抓行业
风口，把目光投向了固态电池，与中国科学院、中
科海钠强强联手，开始布局钠离子电池相关产业，
率先进入钠电量产赛道。

作为储能界“新秀”的钠离子电池，除拥有良
好性能外，还具备原材料丰富且成本低、长循环寿
命、高能量转换效率、高安全性能等优势，在储能
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

(下转 A3版）

华阳集团：钠电赋能 逐绿前行

“嫦娥六号返回器携带人类首份月
球背面样品，精准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
旗，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大技
术突破’和‘一项世界第一’。”国家航天
局副局长卞志刚 6 月 27 日向媒体介绍，

“这是一次创新之旅。嫦娥六号任务是中
国航天史上迄今为止技术水平最高的月
球探测任务，突破了月球逆行轨道设计
与控制技术、月背智能采样技术、月背起
飞上升技术，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
自动采样返回，再次创造了中国航天的
世界纪录。”

当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
会，卞志刚介绍了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有

关情况，并与工程相关专家一起答记者问。

“月球背面和正面的月壤不太

一样”

嫦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在发布会
上透露：“我们在采样过程中就感觉，月球背
面和正面的月壤不太一样。正面的月壤比较
细腻、松散，背面的状态似乎不太一样。”他
表示，“我们有更高的期待，希望科学家们有

新的发现。”
嫦娥六号任务副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李春来介绍，迄今为止，
人类采集的 10 多份月球样品，包括嫦娥五
号样品，都是在月球正面采到的。“也就是
说，以往采集的样品，我们只认识到半个月
球。”他表示，嫦娥六号首次实现月球背面样
品采集，有望为研究月球的二分性、完整了
解月球的历史提供机会。

南极—艾特肯盆地是现在发现的月球
上最大、最深、最古老的盆地，研究这里的地
质构成、物质组成、演化历史，有助于了解月
球甚至地球早期的地质演化历史。李春来
说，嫦娥六号采样点位于巨大的撞击盆地
里，这里受到早期撞击事件的抛射，很可能
可以挖掘到深部物质，甚至采集到月幔的样
品，这将为了解月球内部结构和物质成分提
供宝贵数据。

“沃尔夫条款”无法阻碍中国航天

快速发展

有来自法国新闻社的记者在发布会上
向卞志刚提问：美国法律禁止美国和中国开
展太空领域合作，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和看
法？美国科学家是否会参与研究嫦娥六号采
回的月球样本？

(下转A3版）

嫦娥六号再创中国航天的世界纪录

6 月 29 日 19 时 57
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
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
箭，成功将中星 3A 卫星发
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
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
满成功。

姻 都鑫鑫摄

成功发射

科学导报讯 近日，笔者从山西农业大
学获悉，该校小麦玉米一年两熟高产攻关团
队研发的“耕播优化水肥精量绿色高产栽培
技术”日前在“烟农 1212”高产示范田进行
实收测产，11.78 亩“烟农 1212”小麦，取得
亩产 690.57 公斤的好成绩。

测产当天，专家组听取了项目组研究应
用该技术的情况报告，并根据农业农村部相

关要求，在示范区用联合收割机收割 11.78
亩连片田块的小麦。收割前，专家组对联合
收割机进行清仓检查。收割后，专家组丈量
面积、称重并计算产量。经过严格的面积核
实、称量、扣除水分和杂质后，得出小麦平均

亩产 690.57 公斤的结果。
近年来，山西农业大学小麦玉米一年两

熟高产攻关团队优选品种，提升整地与播种
的质量，精准高效地进行水肥管理，优化病
虫草害综合防治措施，研发集成以滴灌水肥
一体化技术为核心的冬小麦—夏玉米“耕播
优化水肥精量绿色高产栽培技术”。

今年，该技术在山西省永济市董村农场
实施大面积示范，示范面积达 1000 亩，其中
高产创建核心区 160 亩。山西农业大学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示范真正实现了让技术从
专家试验田走向农民生产田，充分发挥了

“耕播优化水肥精量绿色高产栽培技术”在

提升产量方面的潜力，提高了水肥利用效
率，实现了增产增收。

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山
东农业大学原副校长王振林介绍，当地小麦
的平均产量约为每亩 400 公斤，而示范点小
麦平均亩产比当地小麦的平均亩产高 290
公斤。

当天，山西省永济市小麦种植大户王强
也参与了小麦测产，结果令他十分开心。

“近年来，我管理的这块土地亩产
500~550 公斤小麦，但是今年应用绿色高
产栽培技术后，亩产超过 690 公斤，达到
了预期目标。”王强说。 韩荣

山西农业大学新技术助小麦高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