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在空间站
迎新春过大年， 嫦娥五号月球样
品研究持续刷新传统认知， 一大
批新技术在北京冬奥会上落地应
用让冬奥更精彩……

新年伊始， 万象更新。 我国
科技创新持续取得 “重量级” 成
果和进展，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展现出日新月异的蓬勃
生机。

日新月异 “重量级”创
新成果持续涌现

“祝融” 探火、 “羲和” 逐
日、 “天和” 遨游星辰……2021
年， 我国在载人航天、 月球和深
空探测、 应用卫星、 科学和技术
试验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未来， 火星采样返回、 载人
登月方案论证、 重型运载火箭研
制等一项项宏伟计划将付诸实
施， 描绘出建设世界航天强国的
壮丽图景。

航天事业的高速发展是我国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科技
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一批
“大国重器” 陆续建成并投入使
用， 量子信息、 干细胞、 脑科学
等诸多前沿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成
果。 2021年， 我国国家创新能力
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2位。

2022年开局， 我国科技创新
继续展现出强劲势头， 一个多月
时间里， 重磅成果频出。

依托 “中国天眼 ” FAST产
出的一批原创成果集中发布 ：
FAST中性氢谱线测量星际磁场
取得重大进展， 首次揭示快速射
电暴爆发率的完整能谱及其双峰
结构…… “大国重器” 高效运行
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加速取得突
破。

国产量子计算软硬件结合迈
出重要一步。 全新量子计算编程
软件———isQ-Core发布， 并成功
部署至世界领先的超导量子硬件
平台， 让量子计算硬件设备的使
用更便利、 更高效。

白粉病是危害小麦生产的重
要病害， 重病田减产可达40%以
上。 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解小麦既
抗白粉病又确保生长和产量正常
的基因奥秘， 并使主栽小麦品种
快速获得广谱抗白粉病的优异性
状。

此外， 我国科学家在干细胞
治疗糖尿病、 改造 “致幻剂” 治
疗抑郁症、 建立蛋白质设计新方
法等领域也取得进展， 用科技创
新守护人民健康。

深化改革 全面激发创
新活力

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杨旭楠拥有一种黑臭河
道底泥修复技术， 一直在苦苦寻
找能够将成果转化落地的单位。
另一边， 广州资源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寻找拥有相关技术的

科研单位 。 2019年 ， 在 “揭榜
制” 的撮合下， 双方一拍即合。

“‘揭榜制’ 大大提升了寻
找、 匹配合作方的效率。” 2022
年开年， 记者再度走访， 杨旭楠
兴奋地说， 这个项目技术已经在
佛山两条黑臭水道完成试验 ，
2021年在东莞又合作治理了一条
河涌， 2022年将继续在更多河道
推广。

科技部门发布榜单探索不同
层次 “科研揭榜制”， 支持不同
技术路线并行攻关， 关键性应急
性重大任务安排项目 “赛马 ”，
启动颠覆性技术专项， 探索首席
科学家负责制， 重点专项设立青
年科学家项目， 科研经费管理改
革深化推进为科研人员松绑、 减
负、 赋能……科技体制改革持续
提档增速。

2020年， 科技部等部门印发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
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
案》， 明确试点单位可将职务科
技成果所有权赋予成果完成人或
团队， 试点单位与成果完成人或
团队成为共同所有权人。

暨南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白德
发说， 以前， 职务科技成果全部
归学校所有， 科研人员 “拿着 ”
学校的成果， 在转化过程中仍存
在一些掣肘。 现在， 赋权改革试
点带来了根本性改变， 越来越多
的科研人员化被动为主动， 大大
提升了成果转化的速度和效率。

2022年1月1日起， 新修订的
科学技术进步法施行。 修订后的
科技进步法充分体现我国科技领
域改革发展经验成果， 在激发科
学技术人员创新活力、 减轻科研
人员事务性负担、 解决科技型企
业融资难题等方面作出一系列规
定。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说， 修订
科技进步法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有力保障， 对确保科技领域改
革创新和政策落实具有重要意
义。

创新引领 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力引擎

中国造8万吨半潜船 “新耀
华” 号不久前在广州南沙完成交
付， 这个被称作 “海上大力神叉
车 ” 的庞然大物 ， 可实施堪比
“穿针绣花” 的高精度作业。 优
良性能的背后， 是在关键设备、
工艺技术等领域的一系列技术突
破。

通过科技自主创新 ， 2021
年， 我国继续保持造船三大指标
国际市场份额世界领先的同时，
实现在中高端产品市场的进一步
突破， 我国造船企业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增强。

“当前， 船舶工业正处于转
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中国船舶工
业将积极主动参与新一轮科技革
命， 坚持创新驱动， 努力成为全

球船舶行业发展的推动者和引领
者。”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
书长李彦庆说。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 近年来， 我国科技创新成果
加速应用， 为经济社会发展打造
出全新引擎， 北斗导航卫星全球
组网 、 5G规模化应用 、 人工智
能技术等加快应用……形成高质
量发展的 “新动能”。

与此同时， 以高新技术赋能
传统产业， 也在各地加速开展。
新型技术驱动的数字化转型已成
为新产业培育、 新价值创造的有
力手段和有效途径。

江苏出台制造业 “智改数
转” 三年行动计划， 其中， 2022
年将确保5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完成 “智改数转”； 重庆启动
实施制造业智能化赋能行动， 今
年内实施 1250个智能化改造项
目 、 新增1.5万户企业 “上云 ”、
建设10个 “5G+工业互联网” 先
导应用示范项目……

推动国家实验室体系有效运
行、 加快科技攻关和成果应用、
实施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行
动、 高水平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打造一
批创新策源地和增长极……2022
年科技创新 “施工图 ” 已经绘
就 ， 随着一系列举措的稳步实
施， 我国科技创新必将释放出更
大的活力，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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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第一动力”展现蓬勃生机

春寒料峭， 中午晒会儿太阳
是种享受。 不过你注意到了吗？
2月的太阳有点 “懒”： 正午时刻
总是推迟。 这是为什么呢？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
管王科超介绍， 所谓正午， 是太
阳来到正南方的时刻。 大家一般
以为， 每天12点太阳会运行到正
南方向， 此时正午到来。 但其实
并不是这样。 正午和12点之间常
常存在时差， 这与我们所用的时
间系统有关。

“日出而作 ， 日落而息 。”
自古以来， 人们根据太阳的周日
运动来安排生产生活。 这种以真
实太阳视运动为依据确定的时间
系统叫真太阳时。 但是由于地球

轨道偏心率和黄道赤道交角的影
响， 真太阳时是不均匀的， 无法
满足现代人类对时间精确度的需
求。 为了得到一个更均匀的日常
时间， 人们假想太阳平均运动而
得到了平太阳时。 我们所熟知的
格林尼治时间， 又称为格林尼治
平太阳时。

平太阳时与真太阳时之间存
在时差， 这个差值区间在负14分
钟到正16分钟之间， 正午的时刻
也因此相应提前或者延后了。 事
实上， 一年之中时差为零的只有
4天， 一般发生在4月16日 、 6月
13日、 9月1日、 12月25日附近。
2月的时差保持在极小值附近 ，
即负14分钟左右。 也就是说， 最

近是一年当中太阳推迟 “值班”
最久的一段时间。

随着技术的发展， 人们计时
的依据已经不局限于天文观测 。
目前科学上采用更为精确的时
间体系： 原子时。 原子时以原子
内部发射的电磁振荡周期为基
准， 是一种较为恒定 、 均匀的
时制。 国际单位制的时间单位
“秒” 就是以原子时来定义的 ，
是 三 大 物 理 量 的 基 本 单 位 之
一。

“现在人们日常所用的时间
与原子时相比， 每1至2年会有大
约1秒的时差， 通过提前或后拨1
秒来进行调整。” 王科超说。

据新华社

初春时节， 甘肃省临夏回族
自治州和政县室外最低温度虽然
仍低至零下十几摄氏度， 和政县
三合镇石虎家村的一家现代花卉
产业园却通过智慧农业技术， 让
园中呈现 “春未暖花已开” 的景
象。 近年来， 当地大力推进智慧
农业建设， 打造花卉数字农业示
范园， 采用智能控制系统、 加热
系统、 补光系统等先进设备， 通
过高新技术及管理模式， 开展以
蝴蝶兰、 高山杜鹃为主的盆花工
厂化生产。 据介绍， 各类盆花年
产300多万盆， 产业带动当地500
多名劳动力就业， 有效增加群众
收入。 图为工作人员对花卉进行
日常管护。 新华社发

2月的太阳有点“懒” 正午时刻总推迟

三部门：严查“近视克星”等青少年近视防控营销智慧农业助春耕
西北农村“春未暖花已开”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2月24

日， 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 《关于进
一步规范校园视力检测与近视防
控相关服务工作的通知》， 严禁
无资质机构入校开展视力检测，
严厉打击虚假违法营销宣传行
为， 禁止向校园提供未获得相关
资质的近视防控产品和服务。

《通知》 要求各地卫生健康
部门开展学生近视等常见病监
测、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开展学生
体质健康监测， 要对相关检测机
构严格把关， 坚决杜绝无资质的
机构入校开展视力检测； 学校开
展学生视力监测等工作， 应报当
地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后开展。

《通知》 指出， 在目前医疗
技术条件下， 近视不能治愈。 各
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卫生健
康、 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大近
视防控健康知识宣传力度。 各地
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从严查处使

用 “康复 ” “恢复 ” “降低度
数” “近视治愈” “近视克星”
“度数修复” 等误导性表述对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产品进行营销
宣传的行为， 严厉打击在中小学
校、 幼儿园内发布或者变相发布
商业广告的行为。

同时， 严控近视防控产品和
服务质量。 开展教室照明和读写
台灯等健康照明产品、 桌椅人体
工效学产品、 眼视光产品、 学习
用品、 验光配镜服务等认证， 提
升近视防控产品质量和视觉健康
服务水平。

监测组织部门、 学校和检测
机构要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
信息保护 ， 加强数据采集 、 存
储、 传输、 处理、 应用等全周期
安全防护。 不得私自对外泄露学
生个人和视力等信息， 不得与第
三方共享用于商业用途， 情节严
重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
任。

云南着力畅通农民工劳动争议仲裁“绿色通道”
新华社电 前不久， 在云南

省昆明市晋宁区一项目工地务工
的2位农民工遇到劳动争议 ， 在
人社部门积极帮助下， 他们很快
拿到了3.9万余元工资 ， 并向当
地劳动监察部门送去锦旗表达谢
意。 这是云南进一步畅通农民工
劳动争议仲裁 “绿色通道” 的缩
影。

为解除农民工 “后顾之忧”，
云南省人社厅在全省部署开展劳
动人事争议 “调解仲裁解民忧 ”
专项工作 ， 推动基层及时处理
农民工劳动争议仲裁案件， 尤其
是劳动报酬和工伤争议 ， 做到
案件 “快立 、 快调 、 快审 、 快

结”。
云南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 近年来， 云南省各级劳动争
议仲裁机构着力完善制度、 优化
程序， 简化改革仲裁审理， 强化
集体劳动争议调处。

针对新业态领域的劳动争
议， 云南对已经建立劳动关系的
按照管辖原则进行调解仲裁； 对
未建立劳动关系的引导其通过司
法、 行政等途径进行救济， 将新
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最大限度解决
在基层。

统计显示， 2021年， 云南省
共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3.51万
件， 涉及金额10.1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