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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水护水是天大的事”“像眼睛容不下

沙子一样容不下垃圾和污水”……在南水北

调水源区湖北十堰丹江口市，这样的标语十

分常见。记者听闻，“一泓清水”的背后，有一

群守水护水的“小水滴”志愿者，近日得以一

探究竟。

深秋清晨，丹江口市新港经济开发管理处

水文站码头一片宁静，清漂志愿者蒋德新抱着

耙子、网子、钩子等清漂工具出了门。

今年 63岁的蒋德新，4年前拉着几个老伙

计干起了清漂。如今，他们都加入了丹江口市

“小水滴”志愿服务联合会。“现在水质越来越

好，志愿者也越来越多，一个小时就能完成清

漂巡护。”蒋德新说，因此他将更多精力投入护

水宣传、巡河劝导等活动中。

护水宣传、清漂护岸、植树护绿……近年

来，丹江口市的生态环保氛围愈发浓厚。“小水

滴”志愿服务联合会负责人黄祥伟表示，群众

参与相关志愿服务的积极性明显提升。“小水

滴”整合常见的服务项目，搭建了互联网平台，

引导人们有序参加志愿服务。

黄祥伟拿出手机点开“志愿汇”App，上面

清晰记录着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的种类和时

长。App实时发布志愿服务需求，志愿者可以

一键报名。

走进“小水滴”志愿服务联合会展厅，志愿

者照片密密麻麻挂满了整整一面墙。

工作人员介绍，除了蒋德新之外，目前“小

水滴”五星级志愿者还有5人，包括：身残志坚，

独臂驾舟清漂的吴远志；十年如一日，以身作则

带动周边村民形成文明习惯的河管员秦立萍；

退伍不褪色，发动全村乡亲守水护水的村支书

杨献锋……四星级志愿者共 173人。此外，从

一星级到三星级的志愿者，总共10余万人。

“我们将志愿服务分类，每小时服务积1分

至2分，市里整合资源，为不同星级志愿者提供

住房、医疗、教育等多方面福利。”展厅讲解员

张丹说，评选星级志愿者以服务时长为基础标

准，从100分至500分，每100分为一个等级，每

年确定、发布一批激励嘉奖对象。

展厅里还展示着银龄、巾帼、工人先锋号

等志愿服务协会的风采。张丹说，在这些协会

的带动下，“小水滴”基本做到了社会群体全覆

盖。目前，“小水滴”整合了 361个志愿服务组

织，服务时长总计260余万小时。

水滴汇成大海，志愿服务形成志愿文化。

来到丹江口大坝上游的三官殿街道蔡湾

村，村民们在积分兑换超市门前排起队，有说

有笑。“透明皂，8 积分”“卷纸，25 积分”“洗衣

液，38积分”……这是一家可以用志愿服务积

分兑换商品的特殊超市。

手拎两大瓶洗衣液，腋下夹着一摞卫生

纸，村民董贤凤来到收银台“消分”。她说：“拿

着积分还可以去幸福食堂免费吃饭，我们这儿

男女老少都喜欢做志愿服务。”

“钓鱼、下河洗澡的人没有了，捡拾垃圾经

常空手而归。”蔡湾村党支部书记朱孔兵说，

“村民们认同守水护水志愿服务，越来越习惯

于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如今村里家家户户

房顶上装了光伏板，不仅淘汰了柴火灶、煤球

炉，所发的电还能输送给电力公司，赚得“绿

色”收入。

丹江口大坝下，一群新入会的“小水滴”志

愿者正在宣誓：“当好护水卫士，为确保‘一泓

清水永续北送’而努力奋斗！”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丹江口水库水质稳

定达到Ⅱ类及以上标准，109项水质监测指标

中有 106项达到Ⅰ类标准，全域水质达到历史

最好水平。

在建世界最高桥——贵州花江

峡谷大桥建设日前取得重要进展：随

着缆索吊机将重约215吨的首件钢

桁梁精准吊装至指定位置，大桥施工

进入新阶段，为明年通车运营奠定了

基础。

2022年开工建设的花江峡谷大

桥，因跨越被誉为“地球裂缝”的花江

大峡谷而得名，是贵州省六枝至安龙

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全长2890

米的大桥为钢桁梁悬索桥，桥面距水

面垂直高度625米，建成后将成为新

的世界第一高桥。

图为花江峡谷大桥的首件钢桁梁

在吊装运输中（无人机照片）。

11 月 5 日，我国地震工程领域

“国之重器”——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

施”项目在天津大学通过国家验收

并正式投入运行。该设施不仅可

以真实复现人类记录的所有地震

活动，还可以观测、分析工程结构

在地震中的破坏情况。

振动模拟是目前研究工程抗

震性能最直接的试验方法，可以为

工程的设计、建造提供依据。这一

设施可以为重大工程抵御自然灾

害、减轻灾害风险提供极限研究手

段，大幅提升中国工程技术领域的

原始创新能力和水平，为保障重大

工程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

施”项目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十三五”规划中优先启动建设的

项目之一，地点位于天津大学北洋

园校区，总建筑面积 7.6 万平方

米。该项目于 2019年 10月开工建

设，历时5年多建成。

国家验收委员会认为，项目建

设坚持自主创新，突破了宽频带长

行程地震模拟、空间差异地震动-
波流耦合模拟以及大型振动台基

础参振质量等系列关键技术，整体

试验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项目建成后，将聚焦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和国际科技发展前沿，瞄

准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运维中的

实际需求和科学问题，不断突破地

震工程领域中的关键问题，为我国

重大工程建设和运行安全提供有

力支撑。

记者日前从中国农业科学院

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了解到，该

所研究员周永锋团队开发了一种

利用人工智能指导葡萄育种的新

方法，有望缩短育种周期，加速葡

萄品种创新，并为其他多年生作物

育种提供方法参考。此项研究成

果 4 日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

《自然》旗下子刊《自然·遗传学》。

周永锋团队自 2015 年开始聚

焦葡萄育种工作，2023年绘制了葡

萄端粒到端粒的参考基因组，又进

一步对包括野生和栽培在内的9个

二倍体葡萄品种进行测序、组装，

得到了 18 个端粒到端粒的单倍型

基因组，并整合已有的基因组数

据，构建了全面、准确的葡萄泛基

因组。

在此基础上，周永锋团队引入

机器学习算法，解析了葡萄基因数

据与葡萄性状数据之间的复杂网络

关系，构建了葡萄全基因组选择模

型。通过这一模型，科研人员可以

快速地预测葡萄成熟后的性状，经

数据分析验证，预测准确率达到了

85%，有助于更好地选择优良品种。

周永锋说，与杂交育种需要根

据葡萄成熟后的表型作出判断相

比，基于这种选择模型的全基因组

选择育种技术，在葡萄幼苗时期就

可以预测其成熟后的性状，可以尽

早剔除掉不符合条件的幼苗，减少

了不必要的人工成本和投入，在葡

萄育种应用中有很大的应用潜

力。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获批国

家发明专利 6 项，已申请国际专利

1项。

此研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深

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南京农业大

学、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

所、新疆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

所等机构的科研人员共同完成。

首届中国青少年网球城市挑

战赛总决赛近日在武汉光谷国际

网球中心揭幕。首个比赛日共举

行 45 场比赛，代表湖北京山、天津

河东区、山东泰安、河北石家庄、河

南郑州、北京朝阳区等地出战的队

伍各自在团体赛中三战全胜，取得

“开门红”。

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本项赛事

设 U14、U16 两个年龄组的男子团

体和女子团体比赛，来自全国多地

的 33 支代表队、127 名运动员将在

为期6天的总决赛中为各自城市而

战。最终获得冠军的队伍将获得

3000 分的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排

名（CTJ）赛事积分，这也是国内青

少年网球团体赛的最高积分。

此前，从 4月至 9月，来自全国

各地的近 2000 名青少年选手已在

省级赛、分区赛和大区赛中进行数

千场对决，近万名观众现场观赛。

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

心主任白喜林说，首创一项将青少

年与城市相结合的品牌赛事，是希

望培育网球生态与土壤，为青少年

打造一个既锻炼网球技能、又培植

家国情怀的平台。“网球项目的后备

人才、土壤、生态、文化与氛围的培

育都需要时间。我们会把这项赛事

持续做下去，不断完善。”白喜林说。

本届比赛由中国网球协会和

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共同主办，武

汉市体育局、武汉文化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共同承办。

我国最大内陆湖泊青海湖，水体面积自

2005 年以来连续 20 年扩大，水位平均每年上

涨近 20 厘米。目前湖水面积已恢复至 70 年

前水平。

今年9月25日的卫星遥感监测显示，青海湖

水体面积为4650.08平方公里，同比增加0.6%。

青海湖“长高”“长大”的最直观证据是：湖

畔一尊雕像的半身已没入湖水；北岸通往青海

湖鸟岛的通道也被淹没。

“这尊建于2008年的雕像高8.5米，当时距

离湖边60多米。”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科

技合作宣教处处长陈德辉说，“那时游客可以与

雕像近距离合影。随着水位上涨，湖岸线外扩

近200米，目前雕像露出水面部分已不足3米。”

青海湖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湖面海拔

3196米，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水源涵养地和水

气循环通道。区域生态和气候变化对其水体

面积影响较大。

陈德辉说，20世纪 50年代中期，青海湖水

体面积保持在4600平方公里左右。此后，受气

候变化、人为活动等影响，湖水面积逐步缩

小。2004年，青海湖水体面积缩小至4244.5平

方公里。湖区植被盖度、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数

量也同步下降。

“历史上，青海湖水体面积一直处于动态

变化之中。20年来的恢复性增长，与近年来西

北地区降雨增多、青藏高原气候暖湿化有关，

同时也是湖区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的积极成

果。”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孙建青说。

目前，青海湖主湖区水质长期保持优

良。其独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从 2002年的 2592
吨增加至 12.03万吨；流域内普氏原羚从 2004
年的 257 只，增加到 3400 余只；栖息水鸟增至

60.6 万只，达到自 2007 年开展规范化监测以

来的峰值。

11 月 5 日，随着最后一项操作指令完成，

江苏省首座海岛型变电站——如东县洋口港

阳光岛 110 千伏输变电项目完成跨海送电。

作为阳光岛的配套变电站，该站投运后可满

足岛上千万吨级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的

用能需求。

位于黄海之滨的阳光岛，是国内大型海上

LNG能源岛。目前阳光岛的年LNG接卸量达

到 700万吨，可支持江苏全省全年三分之一的

天然气供应，是目前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保

障能力最强的清洁能源枢纽基地。

“LNG的储存、加工、转运需保持零下 160
摄氏度左右的低温环境，离不开持续稳定的电

能制冷蓄冷。但阳光岛远离陆地，原有20千伏

电缆的供电能力已无法满足产业规模发展的

需求。”国网如东县供电公司总经理曹岑介绍，

针对阳光岛所在区域风力大、降水多、邻近地

震带、海水腐蚀性强等特点，施工部门逐一攻

克作业难点，确保工程如期投运。工程还配套

建设了34公里的双回路超长跨海电缆，解决了

海岛长距离输电的难题。

记者了解到，阳光岛 110千伏输变电项目

投运后，可满足每年超过 2000万吨的 LNG周

转用能需求，更好助力长三角地区的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图为11月5日，“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项目在进行验收试验。

可真实复现人类记录所有地震
活动的“国之重器”投入运行

寻访丹江口志愿“小水滴”

青海湖连续20年“长高”“长大”

首届中国青少年网球
城市挑战赛总决赛揭幕

江苏首座海岛型变电站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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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研人员利用
人工智能指导葡萄育种

不少人都有被草划伤的经历，手一旦被某

些植物叶片划到，就像被锋利的小刀割到一样

疼痛。近日古生物学家通过研究发现，2.5 亿

年前的植物已经具有了这种名为“硅生物矿

化”的能力。

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研究员冯卓介绍，

自然界中，卷柏、木贼、禾本科、莎草科及一些

蕨类植物都具有很强的“硅生物矿化”能力，它

们在叶片里沉淀了大量微型的“玻璃碴”，这些

锋利的“玻璃碴”就是植物矿化作用代谢后的

产物——植硅体。有了植硅体，植物叶片的韧

性和强度大大增强，抗倒伏、抗病虫害能力也

会显著提高。

冯卓团队通过形态学、解剖学及原位元素

能谱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云南曲靖富源地区出

土的距今2.5亿年的卷柏化石。

卷柏化石以角质层的方式保存，在传统研

究中，为了加快实验进度，角质层保存类型的

化石多是通过高浓度的强酸、强碱等试剂处理

后进行研究。但由于二氧化硅极易溶于氢氟

酸，所以这种传统方法无法获得原位保存的植

硅体标本。在研究过程中，团队创新性地使用

盐酸浸泡样品，并采取对样品进行加热处理的

方法研究，虽然实验周期较长，但却获得了完

整的原位保存的植硅体标本。

“我们结合现生卷柏，可以证实，这些2.5亿

年前的卷柏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硅生物矿化’能

力。”冯卓说。

该项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学术期刊《国家

科学评论》上。

你被草划伤过手吗？2.5亿年前的植物就有了这个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