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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遗失安顺市智汇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 遗 失 安 顺 市 西 秀 区 兴 敏 好 运 来 便 利 店 开 户 许 可 证（核 准 号 ：
J7110003670201、账号：23467001040012688），声明作废。

作为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八项行动中“推动科技创新”的具体
举措，由川渝共同主办的首届“一带一
路”科技交流大会将于6日在重庆开幕。

从科创资源相对匮乏到承办国际性
科技展会，地处西南腹地的成渝地区近年
来加快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
全球科技创新资源正不断向川渝汇聚。

与80多个国家的各类创新主体开
展了科技交流合作，建成国际科技合作
基地109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45个
……一片科创“新高地”正在崛起。

一颗看不见的粒子藏着多少“秘
密”？位于四川省稻城县的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
站“拉索”，每天都会从浩瀚宇宙中捕
获大量“宇宙密码”，再传回位于西部
（成都）科学城的天府宇宙线研究中心
分析、验证。

“这些微观粒子携带着宇宙起源、天
体演化、太阳活动及地球空间环境等重
要科学信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王玉东介绍。依托“拉索”

超高观测灵敏度和成都超算中心强大算
力资源，天府宇宙线研究中心开展科学
研究，为解开宇宙起源之谜提供重要科
学支撑。

与宇宙“对话”的浪漫故事每天都在
上演。而这样的浪漫正离不开成渝地区
加快打造各类创新平台、提升创新策源
能力的努力。

目前，成渝地区协同推进西部科学
城、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11个国
家大科学装置、5个国家产业（技术）创新
中心在川渝布局建设。从成都超算中心
到绵阳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成渝两
地已实现1万多台（套）大型仪器设备开
放共享。

与此同时，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助力两地产业发展。

以“最快速度”实现无压缩8K超高
清视频的超低延时无线传输，观众得以
看到更清晰、实时的体育转播画面。不
久前在成都举办的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上，由电子科技大学重庆
微电子产业技术研究院研发的“太赫兹

全固态8K超高清无线通信系统”首次成
功运用。

据研究团队介绍，随着体育赛事转
播要求的不断提高，为超清视频领域带
来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相关成果已应
用于中电集团、航天科工、华为、中兴等
10余家单位。

成渝地区近年来合力增强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核心竞争力，出
台促进科技转化具体举措，共同打造政
企科创合作平台和现代科创产业园区。

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发
力，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
实的关键一招。去年，川渝共研发首台
（套）产品182个，长安汽车、科伦药业等
30余家川渝企业在海外建立创新研发
机构。

今年9月，中国科学院大学成都学
院科学城校区正式行课，迎来首批300
余名研究生新生。

“科学城的大项目、大平台、大装置、
大人才都是宝贵的学习资源，让学院的
科研和教育结合得更加紧密，也让周围

各大科研单位和科技企业在人才引进方
面得到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大学成都
学院副院长董微表示。

“要以人才驱动发展，统筹科技教育
人才，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发源地。”在日前
举办的第二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
论坛上，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
表示。

高校与新型研发机构共引共育高端
人才、外国人来华工作与居留许可“一站
式”签发服务、以“先投后股”方式支持科
技成果转化……一系列人才培育体制机
制改革，让更多创新人才加速“西南飞”，
一个创新生态圈已在成渝地区形成。

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安疆在首
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下一步，成渝地区将通过举办科
技交流大会，积极探索，进一步建立常态
化工作机制，持续扩大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科技交流和创新合作。加快打
造辐射西部、支撑全国、面向全球的“一
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

崛起的科创“新高地”
——成渝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

□新华社记者 李晓婷 吴燕霞 李力可

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第六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5日在上海开幕，
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管局为沙朗爵士
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和云仟牧
食品（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分别颁发本
届进博会参展商的首张营业执照和首
张食品经营许可证。

此次获得“首照”的沙朗爵士供应链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是由来自格鲁吉亚
的沙朗爵士公司与上海天宫驿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沙朗爵士公
司从进博会的‘头回客’变为‘回头客’，
再成‘扎根者’，得益于中国优质的营商
环境。”上海天宫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人说，“今天我们成功获得营业执
照，下一步我们希望持续深耕中国市场，
在两国间建立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首证”企业云仟牧食品（上海）有
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中国与巴西合资企

业。此次顺利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将帮助企业加快构建供应链体系，为
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多样化肉类食品。

进博会举办以来，开放红利持续释
放，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企业落户中国。
5日下午，除两家获得“首照”“首证”的
企业，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管局还为一
批“展品变商品”“参展商变投资商”的
企业颁发证照，让更多参展商、采购商
共享进博机遇。

“我们依托‘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
企业登记服务站等平台，提前了解企业
的参展意向，通过‘重大项目精准管理
专员服务制度’及开通‘绿色通道’等措
施，常年为企业注册登记提供一站式服
务。”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管局行政审
批服务科副科长张梅说，“方便更多企
业从‘参展商变投资商’，将‘展品变商
品’，从进博会起步，走向全国。”

第六届进博会“首照”“首证”颁发

新华社北京11月
4日电 11月4日，首次
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
试在31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举行，全国各新闻单位
3.9万多名新闻从业人
员参加考试。

去年年底，国家
新闻出版署、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
布《新闻记者职业资
格考试办法》《新闻记
者职业资格考试实施
细则》，明确规定，从
2023 年 7 月 1 日 开
始，新闻单位从事新
闻采编工作的人员，
应当参加新闻记者职
业资格考试合格并依
法取得新闻记者证。

据介绍，新闻记者
职业资格考试为准入
类职业资格考试，每年
举行一次，设立《新闻
基础知识》和《新闻采
编实务》2个科目，面向
已入职新闻单位的从
业人员，考评其是否具

备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所必需的
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和职业道
德。首次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
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预计将在
考试后2个月左右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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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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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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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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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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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11月4
日，我国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
号”正式命名交付。中国船舶集团有限
公司旗下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与中
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爱达
邮轮有限公司正式签署相关交船文件，
运营准备工作全面启动，“爱达·魔都号”
将于2024年1月1日开启商业首航。

历经八年科研攻关、五年设计建
造，完成试航验证后，“爱达·魔都号”正
式进入市场。一组数据可解析这一巨
系统工程：总吨位13.55万吨，长323.6
米，宽37.2米，最大高度72.2米；全船搭
载107个系统、5.5万个设备，包含2500
万个零部件，完工敷设4750公里电缆；
船上有客房2125间，可容纳乘客5246
人，配置高达16层、面积4万平方米的
生活娱乐公共区域……“爱达·魔都号”
犹如一座“海上现代化城市”。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李
彦庆说，我国已具备同时建造航空母
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大型邮轮
的能力，集齐造船工业“三颗明珠”。

国产大型邮轮建造缘起于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又在第六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前夕交付。2018年11月
6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13.55万总吨Vista级大型邮轮合作设
计建造合同正式签订。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刚表示，五年来，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
司联动和管理361家全球供应商、1105
家二级配套企业，汇集全球30多个国家
超过5000名工程技术人员紧密协作，突
破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大型邮轮
设计建造和复杂巨系统工程管理能力，
持续构建邮轮业的中国标准体系。

“爱达·魔都号”计划于2024年1月
1日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启航，正
式开始商业运营。首航船票自2023年
9月20日起发售，不少旅客第一时间预
约了“爱达·魔都号”的首航之旅。

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国兵介绍，“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从上
海出发的东北亚航线，未来，还将开辟中
国至东南亚国家的邮轮航线，并适时推
出“海上丝绸之路”等中长航线，打造长、
中、短相结合的多样旅行度假方案。

国产首艘大型邮轮命名交付
我国造船业集齐“三颗明珠”

11月3日晚间，我国在文昌航天发
射场使用长征七号A运载火箭（又称长
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
试验卫星十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
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本次发射任务中，长征七号A运载
火箭有哪些新变化与突破？

多项技术改进提高适应性
与可靠性

本次发射的长征七号A运载火箭
由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抓总研
制，通信技术试验卫星十号由航天科技
集团八院抓总研制。

长征七号A运载火箭是我国新一
代中型运载火箭，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
载能力可达7吨，填补了我国运载火箭
高轨道5.5吨至7吨运载能力的空白，目
前可适配直径4.2米和3.7米两种整流
罩，具备一箭一星和一箭双主星发射能
力。本次执行任务的长征七号A运载火
箭采用直径4.2米整流罩的基本构型。

长征七号A运载火箭总体技术负
责人魏远明介绍，为执行本次任务，火
箭完成了20余项技术状态改进，其中，
新型传感器应用、智能技术验证等10余
项改进为型号首飞首用。提高了火箭
的适应性、可靠性与运载能力。

后续，型号团队还将进一步优化发
射场流程，并适时启动配备大尺寸整流
罩的改进型火箭研制，为卫星提供更大
包络空间，通过更强劲的动力、更合理
的结构，支撑火箭综合性能的提升。

发动机可“智能关机”帮卫
星节省燃料

魏远明介绍，每次火箭燃料加注都
留有“余量”，确保任何条件、任何情况
下，火箭都有充足的燃料抵达目的地。
本次任务中，长征七号A运载火箭首次

搭载试验的发动机“智能关机”功能，就
是充分利用了这个“余量”。

运载火箭末级发动机关机时，星箭
联合体已经进入太空，此时储箱内剩余
的燃料越少，意味着火箭的运输效率越
高。“智能关机”功能通过精确采集储箱
燃料液位，分析燃料的剩余量，在线评
估火箭能否达到更高的轨道，从而充分
释放火箭运载能力。

“目的是帮卫星节省燃料，提高卫
星在轨寿命。”长征七号A运载火箭控
制系统主管设计师刘星栋说，在传统模
式下，火箭抵达预定轨道后，星箭分离，
卫星消耗自身携带的燃料进行变轨。
而采用发动机“智能关机”功能后，火箭
实时预估燃料耗尽的时间，尽可能把卫
星送得再高一点、远一点。

更换轻质化电缆为火箭
“瘦身”

为火箭这个“庞然大物”进行“瘦
身”绝非易事，本次任务中的长征七号
A运载火箭，仅轻质化电缆一项，就为
火箭减重30多公斤。

刘星栋表示，火箭减重意味着运力
提升，对于火箭研制而言，新技术、新状
态固然有显著优势，但同时也带来了不
确定性和风险。

火箭电缆就像血管，下至箭体最底
端的地面，上至整流罩中的卫星，从头
到尾贯穿箭体，全箭电缆总长度至少是
火箭高度的2倍。在更换电缆前，火箭
研制队伍进行了充分论证，并在操作上
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

本次火箭抵达发射场后，遇到了连
续的大暴雨天气，测试厂房内湿度高，可
能会对电缆连接处的绝缘电阻值产生影
响。为此，刘星栋和团队成员抢抓时间，
加强雨季防护措施，并对全箭电缆连接
部位逐一排查，确保火箭顺利发射。

为火箭“强身减重”、帮卫星节省燃料……
技术创新让长征七号A运载火箭焕然一新

□新华社记者 宋晨 陈凯姿

安徽七门堰调蓄灌溉系统、江苏洪
泽古灌区、山西霍泉灌溉工程、湖北崇阳
县白霓古堰11月4日成功入选2023年
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些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有何特别之处？它们展现了
先人的哪些治水智慧？

七门堰：“串荡连塘”形成海
绵型生态调蓄灌溉系统

七门堰调蓄灌溉系统位于安徽舒城
县境内，最早创建于西汉，两千多年来持
续发挥着灌溉、防洪、防旱作用，目前灌
溉农田20万亩。

“七门堰灌区地处江淮分水过渡
带，形成独特的丘岗型湿地形态，这里
有1.7万多个塘、荡，形成了巨大的蓄水
库。”安徽舒城县水利局副局长邓文生
说，七门堰工程充分利用湿地形态，串
荡成渠，连塘为蓄，形成功能强大的调
蓄机制，起到调蓄洪峰、削减地表径流、
涵养水源等作用。

七门堰调蓄灌溉系统申报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技术支撑团队负责人、浙江水
利水电学院教授刘学应说，古人结合特
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逐步建成“丘
岗型湿地调蓄灌溉系统”，这种海绵型生
态调蓄系统，具有独特的技术原理，是灌
溉史上极其独特的灌溉类型。

洪泽古灌区：水库型灌溉遗
产的杰出代表

洪泽古灌区位于江苏淮安市洪泽区
境内，自东汉开始引水灌溉，不同时期修
建水利设施，灌区延续至今，目前总灌溉
面积48.13万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
师高黎辉介绍，洪泽古灌区的蓄水工程
规模宏大，古人为解决施工难题，创造了
一批先进的坝工技术。灌区挡水工程洪
泽湖大堤的直立条式石工墙与坦坡防
浪、闸坝泄洪、三合土防冲等技术，是古
人治水智慧的集中体现，为水库型灌溉
遗产的杰出代表。

“洪泽古灌区内的洪泽湖大堤依然
通过拦蓄淮河水发挥着灌溉、防洪、水产
养殖等作用。”淮安市洪泽区水利局局长
袁安全说，经洪泽湖大堤拦蓄，洪泽湖水
域宽广、湖面辽阔，形成了良好的湿地生
态系统和优美的自然景观，有效改善了
区域生态环境。

霍泉灌溉工程：首个入选遗
产的引泉自流灌溉工程

霍泉灌溉工程位于山西洪洞县，唐
贞观年间已有记载，经过近1400年发展
演变，至今仍发挥着灌溉、供水、生态等
功能，目前工程灌溉总面积10.1万亩。

洪洞县霍泉和南垣水利事务中心主
任张建中介绍，霍泉灌溉工程在发展演
变中建立了集观泉、蓄泉、引泉、用泉、保
泉于一体的开发利用体系，至清代形成
完善的工程体系，包括以霍泉为核心的

泉源工程、以北霍渠和南霍渠为核心的
渠系工程、以分水铁栅为核心的控制工
程、以水磨为核心的水能利用工程。

中国水科院水利遗产保护重点实验
室主任、水利史研究所所长助理李云鹏
说，霍泉灌溉工程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的引泉自流灌溉工程，在
其历史上形成并持续沿用严格的灌溉用
水分配管理制度，称作“霍泉水法”，并被
其他灌区参照制定“霍例水法”，具有非
常高的研究和传承价值。

白霓古堰：丘陵山区塘堰灌
溉工程的代表

白霓古堰位于湖北崇阳县境内，包
括石枧堰和远陂堰两座古堰。史载古堰
最早建于五代后唐时期，千余年来发挥
着灌溉、防洪、抗旱、供水等作用，灌溉面
积约3.5万亩。

申遗报告称，白霓古堰是我国丘陵
山区塘堰灌溉工程的代表，也是古代大
规模砌石结构水利工程的典型代表。其
中最具科技价值的是石枧堰渠首枢纽中
排沙底孔的设计，它充分考虑了河流泥
沙淤积的因素，在堰坝底部创造性设计
了独特的底孔，用于排沙，是目前所见古
代堰坝工程建设中的独创。

李云鹏说，白霓古堰的引水砌石堰
坝独具特色，是建造在河床基岩上横截
河道的“矩形”断面直线型浆砌石堰坝，
在古代大型拦河堰坝建设中不常见。

湖北崇阳县白霓镇党委书记谭其军
说，白霓镇是湖北省历史文化名镇，古堰
的修建促进了白霓镇的兴起和繁荣，同
时维系了良好的生态，是区域可持续发
展的典范工程。

保护利用：汲取古人治水
智慧

刘学应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蕴含
了许多了不起的科技原理，挖掘其中的
科学技术，科学保护和利用，对传承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目前，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已
达34处。这些入选工程遗产类型丰富，
涵盖了大多数传统灌溉工程类型，还有
新疆吐鲁番坎儿井等一些非常有代表性
和典型性的古代灌溉工程正在申遗的路
上。”李云鹏说。

据调查，全国各地的灌溉工程遗产
有400多项。这些灌溉工程的规划设计
往往因地制宜，能较好地处理工程建设
与自然环境、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是挖
掘研究传统灌溉科学经验和治水智慧、
为现代水利建设发展提供参考借鉴的直
观范例。

“我国留存下来的灌溉工程遗产丰富
多样、历史科技文化价值内涵丰富，见证
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李云鹏说，灌
溉工程遗产是“活着”的遗产，利用是最好
的保护，应坚持可持续保护理念，延续灌
溉生命、保护历史遗存和工程安全。

11月4日，达式常（左二），翟俊杰（前排右二）获颁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电影）。
当晚，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在福建厦门揭晓。《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获最佳故事片奖，梁朝伟、何赛飞分别获得

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女主角奖。
□据新华社

水利遗产中的治水智慧
——我国4处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扫描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