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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贾远琨 狄春

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大
型邮轮又传来好消息！第二艘国产大
邮轮开始总装搭载，建造进入加速期。

20日，长 341米、宽 37.2米、总吨
位超 14万吨的“大家伙”——国产大
型邮轮“2号船”进入中国船舶集团上
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的 2号船坞，
这标志着我国邮轮建造批量化设计建
造能力基本形成。

2023 年 11 月，首艘国产大型邮
轮“爱达·魔都号”命名交付，让中国在
全球大型邮轮设计建造领域有了一席
之地。今年1月，“爱达·魔都号”正式
开启商业首航，驶入百姓生活。

如今，第二艘国产大邮轮要来了，
和第一艘有哪些不一样？

它更大了。相较于首制船，总吨
位增加 0.64 万吨达 14.19 万吨，总长
增加17.4米达341米，型宽37.2米，客
房数量增加19间达 2144间。通过优
化设计布局，“2号船”的公共区域和
户外活动休闲区域面积也较首制船分
别增加了735平方米和1913平方米，
达到 25599 平方米和 14272 平方米，
休闲娱乐的体验感也会进一步提升。

虽然体量更大了，建造速度却加
快了。“2号船”相较于首制船建造效
率计划提升20%，预计2026年 3月底
出坞，2026 年底之前就可以命名交
付。截至目前，“2号船”总体进度超
20%，设计、建造、采购、物流等工作正
有条不紊推进中。

大型邮轮以其“巨系统”工程的复
杂集成和精益工艺被称为造船工业“皇
冠上的明珠”。高端装备本身就是创新
能力的“试炼场”，每走一步都不容易。

“2号船”更加“本土化”。上海外

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在持续加强国际合
作的同时不断提升本土配套率。目
前，邮轮上应用的主要大宗材料如叠
轧薄板、油漆、型材和舾装物资等已全
面实现国产化配套。针对部分关键设
备，积极引导国际供应商与国内建筑
建材、交通装备、电力电气等工业领域
优质供应链跨界对接，推动中国元素
不断融入全球邮轮供应链、产业链，推
动建设本土邮轮配套产业集群，打造
完备的邮轮产业链条。

“重器”自有乾坤大。大型邮轮不
仅在于百万级、千万级零部件的体量
之大；更在于综合研制、集成创新的难
度之大；还在于对关键攻关、产业升级
的带动之大。

中国船舶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刚说，尽管与国际一
流的大型邮轮相比，国产大型邮轮仍
处于起步阶段，但完成这一从无到有
的跨越，标志着我国造船工业实现全
谱系建造能力。国产大型邮轮集纳了
全球“1+100+1500”（即 1 家总装企
业+100家总包商+1000家供应商）的
邮轮供应链生态，形成的邮轮供应链

“图谱”，为大型邮轮批量化建造打下
坚实基础。

“通过大型邮轮项目，有助于构建
起集技术需求、产品开发、技术创新、
技术验证、产业化于一体的工业创新
体系。”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国兵说。

中国船舶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琦介绍，当前，除了
国产大型邮轮“2号船”，上海外高桥
造船还在加快研究超大型、中小型邮
轮的设计研发，以期形成邮轮产品的
谱系化、规模化发展，形成一支国产大
型邮轮船队，乘风出海。

（新华社上海4月20日电）

更大更先进！第二艘国产大邮轮要来了

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 （记
者 黄玥）记者20日从共青团中央了
解到，“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青春年少好读书”2024年主题读书季
于 4月至 6月集中开展，各地团组织
以青年之家阵地和学联学生会组织为
依托，通过多种方式引导青少年开展
阅读实践活动。

活动以组织荐读、专家导读、骨干
领读、经典诵读、实践研读等方式，组
织团员青年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提高
青年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
方略的领悟力；学好党史，感悟党的光
辉历史；学习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部署，理解中国伟大变革；阅读凝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典籍，引导
青年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在19日举办的“为中国式现代化
挺膺担当——青春年少好读书”2024
年主题读书季启动仪式上，大学生代
表共同学习了党的创新理论，分享了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赓续中华文脉、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共同富裕等
主题的感悟体会。来自中国文字博物
馆、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传承研究创
新团队、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的青年
代表，围绕甲骨文释读研究、领会“两
个结合”、传承红旗渠精神分享了读书
心得。部分专家学者作了交流发言。

共青团中央相关负责人在发言中
表示，共青团要担起为党育人责任，以
推进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常态化长效
化为契机，引导广大团员青年深学细
悟党的创新理论，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结合
起来，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共青团中央启动2024年主题读书季

新华社南京 4 月 20 日电 （记
者 陈席元）记者从南京理工大学获
悉，该校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张轩教
授团队研制出新型聚酯反渗透膜，克
服了主流商用聚酰胺反渗透膜的多项
原生缺陷，为下一代海水淡化技术提
供了新方案。相关成果 19日发表在
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

据张轩介绍，反渗透膜是海水淡化
设施的关键装备，目前主流商用反渗透膜
主要基于聚酰胺材料，美国、日本等国的
几家公司占据了全球市场大部分份额。

“尽管聚酰胺材料的过滤性能已
经很好，但工程应用中仍有不足之
处。”张轩告诉记者，以耐氯性为例，海
水在预处理环节需要加氯消毒，但含
氯消毒剂会对聚酰胺膜的化学结构造
成不可逆的损伤，甚至直接将其降解，
所以海水加氯消毒后必须进行脱氯处
理，方可进入反渗透过滤环节。

张轩团队自 2014年开始研究新

型反渗透膜材料，他们着眼于改良膜
材料的化学耐受度，解析了传统聚酰
胺膜是如何在活性氯攻击下降解的。

“最初我们试图对聚酰胺材料进
行一些改进，但后来研究发现，聚酰胺
的原生缺陷导致其无法耐受活性氯，
必须另起炉灶，从头开始。”张轩说，团
队最终将目标锁定在聚酯材料上，开
展了一系列技术创新，设计出一种新
型聚酯反渗透膜。

实验结果显示，新型聚酯膜在耐
氯性等指标上的表现显著优于主流商
用聚酰胺膜，其中一级渗透脱硼率近
93%。由于新型聚酯膜沿用了商用聚
酰胺膜的生产工艺，具备转入规模化
生产的可行性，相关技术目前已获国
家发明专利授权2项。

《科学》期刊审稿人评价，这可能
是第一种能够媲美甚至超过聚酰胺反
渗透膜的聚酯膜，是反渗透膜研究领
域的里程碑式进展。

我国高校研制出新型聚酯海水淡化材料

4月 20日，驻港部队官兵代表整齐列队，参加植树日活动启动典礼。当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200 余名官兵代表前往香港西贡蕉坑参加
香港植树日活动，与香港市民一同种下片片新绿，建设美丽香港。新华社发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参加2024年香港植树日活动

新华社广州 4月 20 日
电 （记者 田建川）我国首
艘深远海多功能科学考察及
文物考古船 20 日在广州出
坞。该船由我国自主设计和
建造，它的建造出坞，标志着
我国在冰区深海科考装备和
船舶设计自主可控方面取得
重要进展。

这艘可进行深海科学
考察及文物考古、夏季可进
行极区海域考察的新型多
功能科考船舶，具备无限制
水域航行、载人深潜、深海
探测等功能，可为深远海地
质、环境和生命科学相关前
沿问题研究提供所需的样
品和环境数据，支持深海核
心技术装备的海上试验与
应用。

这艘深远海多功能科学
考察及文物考古船总投资约
8 亿元，建造内容包括船舶
系统、载人深潜水面支持系
统和综合科考作业系统。该
船续航力 15000海里、载员
80人。此次出坞后，将开展
设备调试和系统联调、船舶
海试和科考设备海试等，预
计于 2025 年完工交船投入
海上作业。未来将成为我国
多体系融合、多学科交叉、协
同行动创新的开放共享型海
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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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顾钱江 李建平
王君宝

一年一度春耕，正由南向北在神州
大地铺展开来。位于我国最北方的“大
粮仓”松嫩平原，也终于脱去冰天雪地
的白色外衣，在阵阵暖风中拉开了春耕
备耕的大幕，正应了一句东北农谚：“谷
雨种大田。”

中国大豆看龙江，龙江大豆看黑
河。在全国最大的大豆生产地级市黑
龙江省黑河市，广袤的黑土地上，种植
合作社、种业加工厂、农资市场……迎
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

41岁的黑河大豆种植户李富强最
近每天要工作约15个小时——他和团
队成员们得在播种季的半个月时间种
下约 16万亩大豆。李富强自豪地说：

“挺累，但是我们干劲儿足。”
2012年，在政府支持下，李富强与

4个农民筹资600多万元成立黑河北安
市革命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流转
等方式获得 3个乡镇 1200多户农民的
土地，从春播到秋收全程机械化。李富
强的做法正符合农业现代化、规模化、

高质量发展的大方向，他因此获得黑龙
江省“大豆大王”称号。

又是一年春播季，在东北苏醒的黑
土地上，像李富强这样的豆农们正忙着
检修农机、储备农资等。他们踌躇满
志，准备大干一场。

地处世界著名黑土带上的黑龙江
省，是全国重要的大豆产区，黑河市又
是这个省面积最大的大豆种植区，产量
约占全国七分之一——这意味着，全国
每生产7颗大豆，就有1颗来自黑河。

大豆起源于中国，已有数千年栽培
历史。承载着古老农耕文明的大豆早
就是中国人饮食的一部分。近代以来，
中国大豆走向世界，变成全球主要农作
物之一。

近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政策措
施，促进高油高产大豆品种培育，扩大
种植面积，提高单产水平，改善产品品
质，激发农民种豆积极性，努力增加大
豆有效供给，提高大豆产业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正因如此，大豆种植面积连年
增加，产量持续攀升，国产大豆迎来了

“春天”。
农业农村部表示，2024 年将巩固

大豆扩种成果，支持发展高油高产品

种，调整优化种植布局，确保大豆面积
稳定在1.5亿亩以上、油料面积稳定在2
亿亩以上，并支持东北地区发展大豆等
农产品全产业链加工。

2023 年，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
达7330.3万亩，其中黑河占比约三分之
一。黑河市把“大豆振兴”的责任扛在
肩上，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大豆产量高低、品质优劣，关键看
种子。近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黑河大豆
研究中心、五大连池市国家级现代农业
（大豆种业）产业园、国家区域性大豆良
种繁育基地等“国字号”落户黑河，全力
打造北方大豆种业“硅谷”，研发大豆种
业“芯片”。

通过多年攻关，当地培育出一批自
主创新的高质高产品种，其中，金源73、
克山 1号、佳豆 8号等品种油分和产量
都较高，每年在全国推广种植面积达
1000万亩以上。黑河年种子销量占北
方春大豆市场份额的50%以上，对稳定
黑龙江省乃至国产大豆生产起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政策利好和科技进步推动国产大
豆种植面积和产量稳步提升，但“种得
好”更要“卖得好”——如何基于优质国

产大豆发展现代化产业，是一个需要深
入求解的实践课题。

肥沃的黑土，寒凉的气候，使得以
黑河大豆为代表的国产大豆的异黄酮、
卵磷脂、生理活性物质等含量较高，被
称为“金豆子”。

前不久，黑河一家企业的大豆冰淇
淋品牌直营店在上海环球港正式营业，
受到市民、游客欢迎。这是该品牌在华
东地区的首家大豆冰淇淋直营店，将推
动黑河大豆食品走向全国。“大豆冰淇
淋和含奶冰淇淋味道不同，但是非常好
吃，感觉很新鲜。”

依托寒地黑土、绿色有机、国产
大豆三张“金字招牌”，黑河市正积极
发展大豆产业，已研制出大豆肽、意
大利面、豆豉、素肉、大豆饮料等大豆
产品。从全国范围看，大豆产业已向
大豆医药产品加工链、大豆纺织及精
细化工加工链等延伸。当地干部表
示，黑河大豆的产业发展还可以进一
步加强。

人们对健康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国
家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都为国产大
豆的繁荣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春天”寓意着万象更新，也意味
着方兴未艾。借助国家大力发展大豆
产业的“春风”，以黑河大豆为代表的
国产大豆将如何实现精深加工、全产
业链发展，书写产业化的大文章？我
们拭目以待。

（新华社哈尔滨4月20日电）

人 勤 春 光好 谷雨豆农忙
——来自大豆主产区的一线观察

4 月 20 日，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举行的换书大会活动现场，小学生在换书阅读。在第 29 个世界读书
日即将到来之际，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主题活动，推动全民阅读，营造良好的文明风尚。 新华社发

迎接世界读书日

新华社沈阳 4月 20日电 （记者
李明辉 刘艺淳）每年的 4 月 20 日是

“全民关注痛风日”。专家建议，预防痛
风要避免摄入过多高嘌呤含量的食物，
适当运动排出尿酸，定期检测尿酸值。

痛风发作的诱因之一是长期的高
尿酸血症，它也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
脂之外，又一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
据《2021 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
书》显 示 ，我 国 痛 风 总 体 发 病 率 为
1.1%，患病人数达1466万，近年来呈现
明显上升和年轻化趋势。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
科主任时艺珊说，不同日两次测出男性
尿 酸 值 高 于 420μmol/L，女 性 高 于
360μmol/L，即高尿酸血症。

时艺珊说，尿酸是体内嘌呤代谢的
产物。摄入过多高嘌呤含量的肉类、汤
类、海鲜，含糖量高的精细主食、高甜度
水果，都可能导致尿酸升高。此外，肾
炎、肾结石等肾相关疾病会使尿酸的肠、
肾排泄发生障碍，可能引起高尿酸血症。

“我们会建议高尿酸人群多吃新鲜
蔬菜、粗粮、豆类食品，避免红肉、动物

内脏、甲壳类食物的过多摄入。”时艺珊
说，高尿酸人群应限制饮酒，因为酒精
在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嘌呤，增加痛风
发病风险。

专家建议，多饮水、适量运动排出
尿酸有助于更好控制尿酸水平。控制
尿酸较为普遍的方法是饮食治疗，必要
时可用药物治疗。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风湿免
疫科主任杨旭玲说：“当患者尿酸值高
于 480μmol/L 且有心血管发病风险，
我们建议使用药物控制，当患者尿酸值

高于 540μmol/L，即使没有症状，也建
议用药控制。一旦出现‘痛风石’等症
状，建议尿酸值最好要降至 360μmol/
L以下。”

杨旭玲说，在痛风急性发作期不要
急于降尿酸，要以抗炎、止痛为主，因为
尿酸值短时间波动过大，可能会加重痛
风症状。

多项临床研究发现，高尿酸血症常
伴生肥胖、血脂紊乱及冠心病、高血压
等心血管疾病，专家建议上述人群定期
检测尿酸值，预防高尿酸血症。

全民关注痛风日：警惕不良饮食习惯带来“第四高”

□新华社记者

离开土、离开水，番茄怎么长大？没
有“手”、没有“眼睛”，机器人怎么给蔬菜
授粉？吃了黄瓜、辣椒就能降糖减脂？

第二十五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
科技博览会于 20 日开幕，展示了 600
多个新品种、80多种新模式、100多项
新技术……在这里，人们能近距离感知
科技如何让食物供给更灵活、便利，见
证传统农业书写“未来式”。

“菜篮子”里科技足

一株株番茄以“无本之木”的方式生
长，根系悬垂在空中，距离圆柱形舱体底
部的液体还有一段距离……这是记者在
寿光菜博会10号展馆看到的景象。

“这里展示的是气雾栽培技术，是
一种利用喷雾装置将营养液雾化直接
喷洒到蔬菜根系上，替代土壤为蔬菜生
长提供水分和养分的水耕栽培模式。”
10号展馆馆长马尊娟说，这有效解决
了传统土壤栽培难以调和的水分、空
气、养分供应矛盾，并易于自动化控制
和立体栽培，能够节水、节肥，降低病虫
害发生率，提高温室空间利用率。

从沙漠植物、南北方果树，到“水果

椒”“降糖椒”“减脂黄瓜”；从转动式栽
培、潮汐式栽培，到鱼菜共生系统、垂直
农场、航天育种……行走在寿光菜博会
各个展馆，如同走进了一条条绿色科技
长廊，先进的农业科技催生出营养丰
富、功能多样的蔬菜，让观众近距离感
受到现代农业的魅力。

菜博会现场，正在工作的机器人吸
引了记者的目光。“视觉识别与定位、多
传感器融合导航、路轨两用自主切换等
系统是它的‘眼睛’和‘脚’，气流震荡喷
洒系统是它的‘手’。结合起来，这台机
器人就能完成大型玻璃温室内雌雄同
花作物的授粉作业。”马尊娟说。

作为“中国蔬菜之乡”，数字化技
术、智能化装备已在山东潍坊寿光市广
泛应用，当地新建大棚物联网应用率超
80%，手机早已成为菜农的“新农具”。

种子“走上”自强路

表皮光滑、果肉浅绿、白刺稀疏、看
不出明显纹路——这是记者在寿光菜
博会现场看到的“减脂黄瓜”。

“它的丙醇二酸含量是一般品种黄
瓜的数倍，有助于抑制糖类转化为脂
肪，因而被命名为‘中蔬佳人’，也被菜
农们称为‘减脂黄瓜’。”寿光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菜研

发中心副主任许铁敏说，这一品种已累
计在寿光市推广种植了 1000余亩，亩
产在1万公斤以上，可带动种植户每亩
增收3万元。

除了“减脂黄瓜”，“草莓番茄”“苹果
丝瓜”等新蔬菜品种也正走出菜博会，走
进大棚、走向市场，丰富百姓餐桌。

作为我国设施蔬菜产业高地，寿光
曾经高度依赖进口蔬菜种子。为了打
造蔬菜产业“中国芯”，寿光累计投入 3
亿元，实施“种子工程攻坚行动”，一大
批本土育种企业“破土而出”。

在寿光，国产蔬菜种子的占有率由
2010 年的 54%提升到现在的 70%以
上，黄瓜、圆茄、丝瓜、苦瓜、西葫芦、甜
瓜等绝大多数蔬菜种子实现自给。山
东寿光蔬菜种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欣庆说，目前寿光茄果类种子在产
量、外观、口感、抗病性、耐寒性等方面
的表现，多数已经追上甚至超过了“洋
种子”。在“寿光蔬菜”的示范带动下，
这些品种已经推广到全国。

交流共赢向未来

今年的菜博会上，不少外国客商参
展。韩国客商李千硕已是第二次参会：

“去年我是游客，感受到中国农业的发
展速度，也看到了合作机遇。今年，我

作为参展商再次来到菜博会，希望能够
加强与中国农业企业的交流和合作。”

万里之外的迪拜，来自山东利森特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4名技术员正在
协助种植园区建设。

“我们结合当地气候特点，研发建设
新型薄膜温室，配备顶部齿条开窗、水肥
灌溉、高压迷雾降温、椰糠无土种植等设
备，可用于西红柿、叶菜种植。”公司董事
长王守波说，像这样采用寿光先进技术、
生产标准及设施蔬菜解决方案的种植园
区，公司已在美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
坦、几内亚等国家和地区建设了262个。

2012 年，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
收购荷兰当地农场并成立公司，与荷兰
多家育种企业合作，累计配制杂交组合
1.2 万余个，选育 33个番茄新品种，申
报植物新品种权12个。

如今，寿光常年有8000多名骨干技
术员在全国各地指导蔬菜生产，为合作伙
伴提供“建、种、产、管、销”一体化服务，并
借着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不断走向海
外。据不完全统计，当地已有30余家企
业、合作社开展农业领域的对外业务，覆
盖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乌兹别克斯
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交易额近30
亿元，年出口蔬菜80余万吨。

（记者 叶婧 袁敏 张力元 高天）
（新华社济南4月20日电）

新种子、新技术、新装备……在“中国蔬菜之乡”看农业“未来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