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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强国读书群人才强国读书群””报报道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院士大会上指
出“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国家、民族长远
发展的大计”。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
博弈的主要战场。科技创新竞争的本质
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的本质是教
育的竞争。作为一位科技工作者和教育
管理者，我常常在思考如何办好高等教
育、如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这次上
海疫情攻坚战期间我有了全新的体会。

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
大学考察时为办好教育指明了关键的路
径，他强调，“好的学校特色各不相
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支优秀
教师队伍。对教师来说，想把学生培养
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
么样的人。”正所谓“立德者先修德，
教育者先受教育”，提升教育质量的关
键就要锻造一支从上到下都思想过硬、
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很多例子已经证
明，能力越强，思想和素质不行，危害
性更大。结合自己近期驻校抗疫的经
历，我认为疫情攻坚战就是锻造队伍最
生动的教材、最宝贵的实践。

首先，我认为疫情攻坚战对于高校
干部是一次最好的巡视。在抗疫的紧要
关头、关键时刻，最能看出我们的高校
干部是不是能勇挑重担、不偏不倚、扎
扎实实地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最能看出
我们教师干部作风硬不硬、纪律严不
严、工作好不好。通过抗疫我们能发现
很多思想坚定、行动有力、指挥有方的
教师干部，也能甄别出相互推诿、拈轻
怕重的少数群体。所以我觉得这次抗疫
对于高校干部是一次政治领悟力、政治
判断力、政治执行力的大巡视。

其次，我认为疫情攻坚战对于党员
教师是一次很好的党性锻炼。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
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
人。”在这场战“疫”中，我们的党员
教师就要亮身份、敢行动。哪里有需
要，哪里最吃紧，就往哪里去。深入基
层、深入学生，和一线的干部群众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无
论是在校内或者校外，都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哪怕是多上
一次线上辅导课，多做一次抗疫志愿者，多传递一丝正能
量，都是作为党员的一种担当。

最后，疫情攻坚战对于每一位师生都是一次最好的修养
和素质考验。这次疫情有很多师生志愿者感人的故事，比如教
师风雨无阻为学生送餐，比如说医学院的医护人员日夜驰援
等等，这些无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顾
防控大局的反面例子。因此抗疫之中就是检验我们的师生是
否能够慎独慎行，是否能够甘于付出，是否能够做好防控配
合，是否能为学校、为社区、为国家做力所能及事情的考场。人
生如果是一场修行，那么这次抗疫就是一次督导抽检，让我们
的师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提升自己。

疫情给高校以及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只要能
够顺势而为、转为危机，以抗疫精神、抗疫实践来打造一支
思想更坚定、师德师风更优良，教学技能更纯熟的教师队
伍，就能真正做到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
启学生智慧，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践行“为党育
人、为国”的初心与使命，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
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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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2》（以
下简称报告）日前发布，中国农业科学院
副院长梅旭荣表示，今年中国农业生产将
继续向好，粮食总产量将超过去年；我国
肉类消费进入结构转型期，禽肉消费占比
不断提高；玉米大豆带动复合种植可实现
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

今年我国粮食产量将达1.38万
亿斤

“今年中国农业生产将继续向好，粮
食总产量将超过去年，预计将达到1.38
万亿斤，棉油糖果蔬生产稳中向好，畜产
品和水产品供应稳定。”梅旭荣介绍。

梅旭荣介绍说，新冠肺炎疫情、极端
天气事件、国际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地缘政
治冲突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国际粮食价
格大幅波动，造成全球粮食供应不均衡加
剧，粮食安全风险陡增。但中国农业生产
保持稳中有进，稻谷、小麦和玉米继续增
产，粮食总产量达到1.37万亿斤。生猪
产能恢复超预期，猪肉价格高位回落。大
豆生产降幅明显，棉花和糖料作物产量下
降。蔬果供应稳定，热带高价值水果进口
增幅明显。

中国农业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基
本摆脱了“靠天吃饭”局面，但仍需加强防
灾减灾能力。报告认为，得益于高标准农田
建设和农田灌溉的普及等，中国农业防灾
减灾能力不断提升，农业自然灾害成灾率
不断下降，已基本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2003年之后，农作物受灾和成灾面积呈现
出明显的波动下滑态势，近两年受灾率保
持在12%以下，成灾率保持在5%以下。报
告模拟发现，成灾率比基准水平提高15个
百分点的情景下，三大主粮自给率由
94.2%降至89.6%，其中稻谷、小麦和玉米

的 自 给 率 分 别 降 为 96.8% 、87.5% 和
85.4%。

随着中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措施不断
升级，防治策略不断完善，中国粮食作物
病虫害发生面积持续下降，粮食产量实际
损失率不断下降，“十三五”期间，病虫
害造成粮食实际产量损失占全年粮食总产
量的2.16%~2.59%。中国粮食作物病虫
害防治能力不断增强，“虫口夺粮”保丰
收成效显著。

此外，报告认为，当前国际粮价上涨
虽对饲料粮供给造成一定冲击，但对中国
口粮影响较小。报告指出，2010年以来
中国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的自给率均
值 分 别 为 99.3% 、 98.4% 、 97.4% 和
16.7%，国内外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
的联动系数分别为 0.15、0.37、0.63 和
0.92，表明自给率越高，国内外粮食价格
的联动性越弱。因此，高水平自给率可以
有效对冲国际粮价波动风险。

肉类消费转型：禽肉替代猪肉
成趋势

梅旭荣介绍，我国逐渐进入肉类消费
转型期，禽肉替代猪肉是成为一种趋势，
同时也成为一种绿色消费模式。“研究显
示，生产每公斤禽肉比猪肉要节粮1.2公
斤，而每公斤禽肉的碳排放大概相当于猪
肉的一半，既节粮又低碳，是把营养健
康、低碳绿色融合到一起的一种肉类消费
转型。”

报告显示，当人均GDP在1万~2万
美元阶段的时候，世界上主要国家禽肉的
消费都呈增长趋势，在达到2万美元以
后，基本上禽肉会成为第一大肉类消费的
产品。从一些国家发展的进程来看，白肉
替代红肉随着人均收入、人均GDP水平

的增长而增长。
梅旭荣说：“这种消费所带来的变

化，也意味着从温饱到小康以后的发展，
更多的人会关注营养、健康消费的大背景
下，白肉的消费增长将是一个趋势。”

“我国的肉类消费，实际上已经进入
了结构转型期，禽肉消费占比在不断提
高，这个跟国际趋势是一致的。”梅旭荣
解释说，最显著的变化是从 2014 年开
始，世界范围内2016年禽肉消费超过猪
肉，成为第一大肉类消费。全球平均的人
均 GDP 是 1.03 万美元，美国是在人均
GDP（达到）1.82万美元的时候禽肉超过
猪肉，在 2.6 万美元的时候禽肉超过牛
肉，也就是白肉成为第一大消费品种，这
是世界的趋势。我国从2014年以来，禽
肉的消费从占比 20%提高到了去年的
27%，随着去年人均GDP达到约1.26万
美元，消费结构上猪肉消费占比继续下
降。

中国农业科学院对禽肉“倍增计划”
进行了模拟，希望禽肉在现有的基础上增
长1倍，模拟场景一是禽肉总量不变，禽
肉产能增加一倍，替代相应的猪肉；模拟
场景二是牛羊肉和猪肉都保持不变，禽肉
满足肉类消费增长之后，有可能再替代一
部分猪肉。在这两种情景下，分别是节粮
2786 万吨和 1474 万吨。减少碳排放从
72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到3076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

“模拟实验表明，在白肉替代红肉的
过程中完全实现了低碳和绿色发展。”梅
旭荣说。

复合种植可实现玉米不减产，
多收一季豆

“中国油料作物成本高企、竞争力较

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亟须加大科
技研究，开辟新的种植模式。”梅旭荣在
报告中指出，近些年，中国三大油料作物
播种面积稳定在3亿亩左右，油菜籽和花
生单产呈小幅增长态势，中国油料作物成
本不断上涨，大豆和油菜籽净利润为负，
成本收益国际竞争力较弱。

报告在模型预测基础上探讨了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显著优势。

对此，梅旭荣算了一笔账：我国黄淮
海、西南、西北三大产区能够实施大豆玉
米带动复合种植面积大概是8000万亩，
在现有大豆种植面积保持不变的话，现有
的水平是复植大豆单产112公斤/亩，清
种 151 公斤/亩，大豆整个产量会增加
910万吨，自给率提高6.6个百分点，玉
米产量会达到3亿多吨，自给率会达到
93%。

报告还给出另一种情景，就是面积
达到 8000 万亩，大豆、玉米都采用生
物育种技术，大豆的面积不管是复种
还是单种都有产量的增长，在这样的
情况下，大豆的产量会达到 1288 万
吨，自给率达到 25.5%，玉米增产大概
1000 多万吨，自给率会提高到 97%。
整体上看，品种的选育开发适宜地带
动复合种植模式、农业机具是实行大
豆复合种植必要的前提条件。

“大豆玉米带动复合种植技术在实验
模式下已经相对成熟，根据调查的情况，
在技术层面，玉米大豆带动复合种植可实
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
标。”梅旭荣告诉记者，今年复合种植面
积已经有700多万亩。

报告特别建议，推进大豆生物技术产
业化应用和国际产能的合作。大豆生物育
种技术不光要产业化应用，还要加强国际
产能的合作，构建稳定的海外来源基地。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2》发布——

科技创新促进农业生产继续向好
本报记者 高志民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6月
20日，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
长 庄 国 泰 在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WMO）执行理事会第75次届会
上宣布，风云三号E星、风云四号
B星两颗风云气象“新星”的主要
数据产品将向全球用户开放共享。

被誉为“黎明星”的风云三号
E星于2021年 7月5日成功发射，
是全球首颗民用晨昏轨道业务卫
星，搭载了包括3台全新研制仪器
在内的11种有效载荷，填补了全
球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在晨昏时段的
卫星资料观测空白。风云四号B星
于 2021年 6月 3日成功发射，是

我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的首
发业务星，在继承风云四号A星
试验星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优化
设计，充分挖掘卫星平台及有效载
荷能力，提高了卫星整体的可靠
性、稳定性和探测精度，并新增快
速成像仪，具备分钟级250米分辨
率区域成像能力。

风云三号E星、风云四号B星
及其地面应用系统已于今年6月1
日转入业务试运行。业务化运行
后，风云三号E星与风云三号C星
和D星实现三星组网，每6小时为
数值预报模式提供一次完整覆盖全
球的观测资料，有效提高全球数值
天气预报的精度和时效性，对完善

全球对地观测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风云四号B星与风云四号A星实现
双星组网，进一步满足我国及“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气象监
测预报、应急防灾减灾等的服务需
求。

在轨测试期间，风云三号E星
先后对外发布了“黎明星看太阳”

“黎明星看大气”“黎明星看地球”
等三批观测产品，在“拉尼娜”事
件、南北极冰川融化、太阳爆发及
台风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风云
四号B星利用高时空分辨率图像与
积雪等定量产品为冬奥气象服务提
供支撑保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庆祝活动、第十四届全国
运动会等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及汤加
火山喷发等国际热点事件监测中发
挥了作用。

截至目前，我国已成功发射
两代4型19颗风云气象卫星，其
中 7颗在轨运行，作为世界气象
组织全球业务应用气象卫星序列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灾害国际
宪章机制值班卫星，正持续为全
球 124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数据产
品和服务。

未来中国气象局将继续推动风
云气象卫星为WMO及其会员的
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贡献
力量。

风云气象“新星”数据产品向全球共享

无人机的发展速度，大大出乎人
们的意料之外。如今，它无论在体
积、性能、高度、距离以及应用方式
和范围上都表现强悍，战绩优异。

可以说，不出时日，它必将成为
空中的主宰者，特别是在军事作战中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无人智能
僚机，就是在这新的领域、新的应用
理念引领下产生的新的装备及新的应
用方式。

僚机就是指编队飞行中跟随长机
执行任务的飞机，僚机应保持在编队
中规定的位置，观察空中情况，执行
长机的命令，配合长机行动，完成长
机所赋予的战斗任务。

当前，人工智能和无人机是航空
领域最热门的前沿技术，而智能无人
僚机就是将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能
够为有人战机担任僚机的智能无人
机，它配合长机 （有人战斗机），为
空战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应用之门。作
为空中作战编组中的一员，僚机对长
机的忠诚、配合、服从是对其最主要
的本职要求，而作为无人智能僚机，
在有人长机的指挥操控下，能够将这
一要求进行很好的诠释，更是能够得
到近似完美的体现。

无人智能僚机具有低成本、无人
员伤亡、适应性强、配置灵活等特
点，在配合有人长机执行空中护卫、
突前空战等高危任务时，可以提高整
个作战效能。

其具体的职能定位大致有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为有人战机提供额外的
弹药补充。长机可通过对武器化小型
无人机的控制，扩展总的弹药量；二是
可作为有人战机的前置传感器。长机
通过让僚机执行最容易被探测到的任
务来避免暴露自身的位置信息；三是
在危急情况下替有人战机“挡刀”。无
人智能僚机即可充当远程传感器、远
程“杀手”，又可充当诱饵、护卫，从而
提高长机的生存性，扩展其在高危险
环境下持久作战的能力；四是为大型
空中目标进行护航。当空中有重要或
大型目标需要保护时，可使用数量较
多的无人智能僚机为其保驾护航；五
是担任空战场中的纽带，完成探测、通
信、干扰等任务，把弹与机、弹与弹进
行有机连接，形成网络化、智能化的互
联打击体系，改变当前有人机与导弹
单向数据通道连接方式，形成未来分
布式空战战场。

僚机概念最初是在一战时期形成

的。其最早雏形为四机编队，一长三
僚。在中期发展阶段二战初期，德国沿
用四机编队一长三僚，苏联为三机编
队，一长二僚。在中期发展阶段，英德
两国的大不列颠空战中，英国因为飞机
不足，出现两机编队，一长一僚。

苏联当时利用大量优质飞行员和大
量伊尔-2 攻击机发展出六机编队，环
形攻击，互为僚机。在成熟阶段，二战
后喷气式战斗机有了发展，因飞机性能
大大提升，从朝鲜战争开始，大量沿用
英军双机编队一长一僚的战术，一直沿
用至今。

无人智能僚机理念的提出与研发是
在 2015 年夏，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AFRL正式启动了“忠诚僚机”的概念
研究，并向航空工业界发布了信息征询
书，Request of Information,RFI （信
息交换的广泛的互操作性）。RFI （可
互操作能力） 要求“自主技术应有效增
强未来美国空军在对抗和拒止环境中的
作战行动能力，这些技术应能无缝实现
飞行员及其驾驶的战斗机与具备自主作
战能力的无人机之间的有效集成，使其
作为一个编队协同作战，从而提高作战
效能”。RFI 中还要求无人驾驶的僚机
应能携带更多数量的机载武器，从而充
当第五代战斗机的飞行弹药库，并根据
有人机飞行员的态势判断和指令，随时
攻击空中和地面目标。

未来在协同化、信息化大背景下，
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与有人机的编队作
战，微型无人机蜂群作战，有望引领新
一轮的军事变革。1架有人驾驶的第五
代战斗机可以带领1架由第四代战斗机

改装而成的无人僚机悄然抵近敌方领
空。在有人机的指挥下，无人僚机如同
一支犀利的“飞镖”，扑向敌方严密的
防空系统，在有人机的前面冲锋陷阵。

美国空军自 2018 年开始，开展为
期 4 年 的 无 人 忠 诚 僚 机 编 队 飞 行 试
验。最终，美国空军计划将所有前线
战斗机，F-35、F-22 甚至正在研制的
B-21 战略轰炸机都配备无人僚机。微
小型无人机具有重量轻、体积小、造
价低、隐蔽性好、机动灵活等特点，
但单打独斗的作战效果有限，因此，
千军万马齐上阵的蜂群作战模式开始
得到军方重视。

为了验证无人机蜂群攻击的有效
性，美国海军研究团队构想了蜂群战
法突防宙斯盾系统的战场环境，并进
行了数百次模拟。模拟的结果令军方
震惊，宙斯盾防空反导系统无法阻挡
无人机蜂群。以小博大，以量取胜，
快速协同取胜的无人蜂群战法将对未
来作战产生重要影响。美军认为，无
人蜂群战法将开启无人系统智能作战
的新纪元。

随着近年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和武
器装备的迅速发展，我国无人机的研发
与生产，已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迄
今为止，我国虽然尚未宣布无人智能僚
机的研发计划，但从今年珠海第十三届
国际航展许多公开的信息来看，我国无
人机水平已在某些方面赶上或超过世界
水平。所以，相信我国必将在无人智能
僚机领域取得较快、较大的突破。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部战区
某部总工程师）

““忠诚助手忠诚助手””无人智能僚机无人智能僚机
臧继辉

本报讯（记者 王硕）由中国
科协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第24届中国科协年会将于6月26
日—27日在长沙举行。

本届年会以“创新引领 自立
自强——打造中部崛起新引擎”为
主题，设立开幕式、闭幕式及35
个专项活动，将有百名两院院士及
国内顶尖专家，百家全国学会和地
方学会，百所高校、科研院所及企
事业单位参与组织或参加活动。

助力中部崛起、推动科技创新
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是本次年会的
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亮点所在。本
届年会将围绕此主题开展湖南省党
政领导与院士专家座谈会、科技经
济融合发展高峰论坛、企业科协工
作推进会暨企业创新发展论坛等
10项活动，并积极开展科技服务
团“入湘行动”。

据了解，今年中国科协共组建
144个“科创中国”科技服务团，
由77家全国学会、29家省级科协
和24家领军企业、高校院所等参
与组建，针对地方产业发展和区域
创新需求提供跨学科、跨领域、跨
区域、跨层次的科技服务。

从年初开始，科技服务团入
湘服务已经启动。先期面向湖南
全省广泛征集了覆盖20多个领域
共 122项重点产业技术需求，经
过实地调研、座谈交流、在线访
谈、视频连线等形式，上述技术
需求均得到了对接认领。其中，
26家科技服务团已开展了多轮深
度对接交流，部分需求已得到解
决，成功达成合作意向。同时，
服务团是按照“长久立”的标准
去实施的，在年会结束后依然会
持续跟踪服务。

第24届中国科协年会将在长沙举办

本报讯（记者 陈小艳 王晨霞）经过近
10个月的研发制造，我国海上首个二氧化碳
封存示范工程设备近日在海洋石油工程 （青
岛）有限公司全部建造完成。

据介绍，该海上二氧化碳封存模块重约
750吨，核心设备包括二氧化碳压缩机橇、分
子筛、冷却器等，是恩平15-1中心平台的重
要装置，将服役于我国南海珠江口盆地的恩平
15-1油田。

该项目将海上油田伴生的二氧化碳分离和
脱水后，回注至地下咸水层，永久封存于地层深
处。项目采用海上平台特有的模块化和成橇布置
方式，应用相态控制、脉冲控制、联和振动分析等
前沿技术，研制适用于海洋高湿高盐环境的首套

超临界大分子压缩机和首套复合材料二氧化碳
分子筛脱水橇，形成了海上二氧化碳捕集、回注、
封存工程技术体系、成套装备及管理经验。

该工程的应用在我国乃至亚洲范围尚属首
次，预计每年可封存二氧化碳约30万吨，累
计封存二氧化碳146万吨以上，相当于植树近
1400万棵或停开近100万辆轿车，推动我国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海上油气田的绿
色开发。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是国际公
认的有效促进碳减排的重要措施，是实现“双
碳”目标的关键技术之一。中国海油联合国内
厂家集中攻关，实现了海上二氧化碳封存关键
设备的全面国产化。

我国首次实现海上封存二氧化碳

委员讲堂
weiyuanjiangt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