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事 2022年3月2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尹瑶 编辑：雷黎丽 校对：郑国耀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4

本报社址：市中区铁门坎巷33号▲邮政编码：614000▲传真：（0833）2270061▲广告受理地址：市中区铁门坎巷33号514室 电话：2116999▲零售每份：1.00元▲乐山报广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照排印刷

医 卫

■ 新华社记者 王悦阳

社 会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3 月 23 日下午，中国空间站
“天宫课堂”再度开课，“太空教师”
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演示了太
空“冰雪”实验、液桥演示实验、水
油分离实验、太空抛物实验等。

为什么要做这些科学实验？
背后蕴含着哪些科学奥妙？与人
类探索浩瀚宇宙又有什么关联？
新华社记者采访多位专家一一解
读。

实验一
温热的“冰球”

【现象回顾】这一幕仿佛发生
在“魔法世界”：透明的液球飘在半
空中，王亚平用一根小棍点在液球
上，球体瞬间开始“结冰”，几秒钟
就变成通体雪白的“冰球”。王亚
平说，这枚“冰球”摸上去是温热
的。

【专家解读】“太空‘冰雪’实验
实际上是过饱和乙酸钠溶液形核、
结晶的过程，过程当中会释放热
量。”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
技术中心研究员张璐介绍，过饱和
溶液结晶通常需要外界“扰动”，而
这个实验的“玄机”就在于小棍上
沾有晶体粉末，为过饱和乙酸钠溶

液提供了凝结核，进而析出三水合
乙酸钠晶体。

【延伸阅读】在地面上进行结
晶实验时，晶体的样子可能因容器
形状不同有很大差异。而在微重
力环境中，晶体并不受容器的限
制，可以悬浮在半空“自由生长”，
这与中国空间站里的无容器材料
实验柜相呼应。无容器材料实验
柜目前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实现
材料在无容器状态下从熔融到冷
却凝固的过程，供科研人员收集物
性参数进行研究；二是用于特殊材
料在轨生长，缩短新材料从实验室
走向流水线、走进大众视野的时
间。

实验二
“拉不断”的液桥

【现象回顾】叶光富将水分别
挤在两块液桥板上，水球状似倒扣
着的碗。液桥板合拢，两个水球

“碗底”挨“碗底”；液桥板分开，一
座中间细、两头粗的“桥”将两块板
相连；王亚平再将液桥板拉远，液
桥变得更细、更长，仍然没有断开。

【专家解读】张璐介绍，微重力
环境与液体表面张力是液桥得以
成形的主要原因。日常生活中的
液桥不易被察觉，比如洗手时两个

指尖偶然形成几毫米液柱，再拉远
一点就会受重力作用坍塌。而在
空间站里，航天员轻松演示出比地
面大数百倍的液桥，这在地面上是
不可能看到的景象。

【延伸阅读】液体表面张力是
“天宫课堂”中的高频词，天宫一号
太空授课、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
课做过的水膜、水球实验都阐释了
这一原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
所研究员康琦介绍，空间站可以最
大限度摆脱地面重力影响，为包括
液桥实验在内的流体力学研究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2016年9月15
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带着液桥
热毛细对流实验项目升空。

实验三
“分不开”的水和油

【现象回顾】王亚平用力摇晃
一个装有水和油的瓶子，让水油充
分混合，瓶中一片黄色。时间一分
一秒过去，瓶中没有发生任何变
化，油滴仍然均匀分布在水中。叶
光富前来助力，抓着系在瓶上的细
绳甩动瓶子。数圈后，水油明显分
离，油在上层，水在下层。

【专家解读】“我们都知道地面
上油比水轻，平时喝汤的时候看到
油花都习以为常。”中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梁文杰说，然而在空
间站中，情况却大不一样，水和油之
所以“难舍难分”、长时间保持混合
态，是由于在微重力环境下密度分
层消失了，也就是浮力消失了。

“水油在天上成功分离的原因
是，瓶子高速旋转时类似离心机，
可以理解为离心作用使得浮力重
新出现了。”张璐说。

【延伸阅读】科研人员可以借
助微重力环境特性开展研究，例如
利用密度分层消失，在微重力环境
下向熔融合金中注入气体，可以得
到航空航天、能源和环保领域的重
要材料——泡沫金属。

与之相关的是，高微重力科学
实验柜能够提供高微重力环境，其
内部微重力水平是空间站舱内百
倍到千倍，更接近真实宇宙空间；
外部设计气浮、磁浮两级悬浮，减
轻了空间站姿态和轨道控制机动
产生的加速度、各类仪器运转产生
的力矩和震动、航天员活动带来的
质心变化和冲击、太阳风和稀薄大
气的扰动等干扰因素影响，能够支
持更为精密的科学实验。

实验四
翻跟头的“冰墩墩”

【现象回顾】北京冬奥会吉祥

物“冰墩墩”压轴登场，迎来太空之
旅的“高光时刻”。王亚平水平向
前抛出“冰墩墩”摆件，一向憨态可
掬的“墩墩”姿态格外轻盈，接连几
个“空翻”画出了一条漂亮的直线，
稳稳站在了叶光富手中。

【专家解读】太空抛物实验展
示了牛顿第一定律所描述的现
象。在空间站中，“冰墩墩”摆件被
抛出后几乎不受外力影响，保持近
似匀速直线运动。“天宫课堂”地面
主课堂授课老师、北京师范大学第
二附属中学物理教师张健介绍，地
球人眼中物体运动的理想状态，如
今得以在太空中一探究竟。

【延伸阅读】我们为什么要开
展在轨科学实验？张璐介绍，目前
正在进行的实验项目，一是要揭示
微重力环境下的特殊现象，属于从
科学角度认识世界；二是通过在
轨实验助力地面科学研究，改进
工艺水平；三是舱外有高真空环
境、辐照、亚磁场等，这些特殊
环境因素对生物体、材料、元器
件等影响也是我们要研究的内容；
四是进一步探索未知领域，包括暗
物质探测、行星起源探索等。问
天、梦天实验舱发射升空后，还会
有一大批前沿科学实验陆续在中
国空间站开展。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专家解读“天宫课堂”第二课：

太空实验背后的奥秘

烟花三月下扬州。运河三湾
风景如画，千年运河水在扬州中国
大运河博物馆边蜿蜒流淌，历史与
现代在这里交汇，人们陶醉于草长
莺飞、杨柳拂堤的大好春光。

作为运河原点城市，古城扬州
与大运河“同生共长”，浓缩了千年
运河最精彩的篇章。

三塔映三湾，运河展新颜

走进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这里共展出春秋以来古籍文献、书
画、碑刻、陶瓷等各类文物展品1
万多件（套）。登上馆内的大运塔
俯瞰，明代“三湾抵一坝”的美景尽
收眼底。

三湾由来已久。运河之水自
北向南，一路裹挟了黄河、淮河等
诸多水体，泱泱而来。途经江苏扬
州城南二里河一带时，因河道相对
狭窄，不仅水势直泻难蓄，也给来
往船只带来危险。明万历年间，当
时扬州知府舍直改弯，将原来200
多米长的河道变成了1800米，通
过增加河道长度和曲折度的方式，
实现了抬高水位和减缓水速的目
的，彰显了古人的卓越智慧。

三塔则是一道新的风景线。
2018年5月，张锦秋院士团队来扬
州查勘三湾，经过综合比较论证之
后，提议将博物馆选址三湾，并在
实地踏勘文峰寺文峰塔、高旻寺天
中塔后，决定打造一个新的高点方
便游客俯瞰全貌，“大运塔”绘入蓝
图。经过几年的建设，“三塔映三
湾”的构想化作现实，成为扬州一
道新的“天际风景线”。

“脏乱”变宜居，福泽老百姓

徜徉运河三湾风景区，春风拂
面，草木繁盛，令人心情怡然。

过去，三湾是城市南部工业
区，运河两岸聚集着农药厂、皮革
厂、水泥厂等80多家企业，水质、
空气、生态等污染、破坏严重。

扬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
绍，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以来，
扬州根据国家关于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的规划纲要，突出生态
修复、城市修补的理念，大力推进
三湾片区整治，陆续搬迁工厂企业
80多家，清理拆除违章建筑、破旧
码头。在开展了河道清淤、绿化建
设、湿地保护修复后，运河三湾生
态文化公园2017年9月建成并对
外开放，2018年12月被评为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

昔日“脏乱湾”，“变身”宜居
地。

四年前，扬州本地“拍客”朱华
勇把家搬到了三湾生态文化公园
附近。只要天气好，他每天都要去
公园散步健身。2019年9月博物
馆选址三湾开工后，他萌生了用镜
头记录当地变化的念头。600多
个日夜，他拍下了上万张照片，为
这座城市留下一段记忆。

“从我家到生态文化公园转一
圈就是5公里，一开始我主要拍风
景，后来拍人，记录了建设者的汗
水，留下了很多老百姓的笑脸。”朱

华勇说。

构建新体系，“水城”更亲融

三湾的嬗变只是一个缩影。
近年来，扬州市以三湾建设为

“点”、周边环境整治为“线”、东南
片区改造为“面”全面发力，彻底解
决了城市南部居民反映最为强烈
的环境问题，构建了城市整体环境
治理体系，为运河重生、生态文明
建设作出了积极探索。

2020 年底，运河水上旅游观
光巴士开通，将沿线的人文景点和
千年古迹等串联起来。船在水中
游，从东关古渡到三湾景区这条线
路，一到旺季几乎天天爆满；人在
岸上走，去运河大剧院品传统曲
艺，到老字号尝淮扬美食，处处皆
有运河风味。

“串珠成链、以线带面，大运河
文脉流淌进这座古城现代生活的
方方面面。”扬州市文广旅局党委
委员徐国兵介绍，扬州将运河景观
的改造提升与生态中心、公园体系
建设相结合，与特色小镇、特色田
园乡村建设相结合，构筑“生态+
文化+旅游”为一体的景观综合
体，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
活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营造出

“水城共融”的新气象。
“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

尽不还。”今日，更美的大运河风光
惊艳世界！

（新华社南京3月23日电）

看，运河原点最美“天际风景线”

■ 新华社记者 李国利 黄一宸

■ 新华社记者 蒋芳 李雨泽 李博

近日，泉城济南各大公园内的
樱花纷纷绽放，吸引不少市民驻足
观赏。

图为3月 23日，在济南市环
城公园，人们在欣赏绽放的樱花。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泉城樱花绽放

3月23日是世界气象日，今年的主题为“早预
警、早行动：气象水文气候信息，助力防灾减灾”，旨
在提示公众关注预警、做好准备、及时行动，从而拯
救生命、减少气象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这是记者从2022年世界气象日纪念活动启动
仪式上了解到的信息。

据了解，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灾害
性天气广发、频发、重发、并发。中国气象局局长庄
国泰表示，气象预警预报信息发得早，提高预见性，
能够让气象灾害“防在未发之前、抗在第一时间、救
在关键环节”，以防为主、寓防于治、未发先防，有效
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

据庄国泰介绍，当前我国预警信息发布能够实
现提前40分钟发布强对流天气预警，全国暴雨预
警准确率达到89%，全国152类预警信息可在3至
8分钟内到达应急责任人。2021年，全国各级气象
部门全年共发布预警信息38.7万条，其中橙色以上
级别预警信息7.1万条。

一条条预警信息的及时发布，帮助庄稼“躲”过
干涸和寒冷，也提醒人们注意出行安排。蓝色、黄
色、橙色、红色的信号，是预警，也是安全感的来源。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气象信息“早预警”有利于
开展更加精准的田间管理。在安徽宿州市，当地气
象部门准确预报降水过程，制定人工增雨作业计
划，基本解除了之前连续多日无雨、农田偏旱的情
况；在河北成安县，绿意盎然的麦田里，自走式喷雾
机一字排开，种粮大户崔永华从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得知即将降温，于是决定提前施肥；在陕西三原县，
跟踪式气象服务让兴隆村村民王农准确掌握阴晴
变化、土地干湿，浇水施肥、一喷三防“每一步都踩
在点儿上”。

气象信息“早预警”能够指导人们出行。同一
种类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级别不同，对应的防御措
施也不尽相同，人们通过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合理
安排出行。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预警发
布室副总师杨继国提醒，当看到最低一级的预警信
号时就应该谨慎考虑远行、郊游或者去地势低洼地
区的计划，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着气象灾害预
警信号级别的提高，人们应做出相应的防范准备，
切不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主任王志华表
示，公众要提高防范意识，养成接收和关注预警信
息的习惯，了解预警信息背后的意义，掌握防灾避
险知识和技能，关键时刻不“轻敌”，气象防灾减灾
的效果将会大幅提升。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全球变暖背景下，
气象信息“早预警”为何重要？

记者22日从西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了解
到，西藏已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覆
盖，截至3月20日，直接结算服务已惠及30余
万人次。

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西藏平台自2021
年 7月31日正式上线运行以来，已实现西藏
参保人员全覆盖以及全部74个县区全覆盖，
目前已有123家定点医疗机构开通跨省异地
就医住院和普通门诊直接结算服务。截至3
月20日，西藏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产生
住院、普通门诊以及购药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
人次分别超8000、8.8万以及20.6万。

西藏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惠及30余万人次

山东省今年内将建设不少于1500个基层
应急救援站，今明两年还将配备大口径钻机、
全数字千米深井救援绞车、应急救援机器人等
应急物资装备，以建强应急救援力量。

在山东省政府新闻办23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厅长秦传滨介绍，
山东省将投入大量资金，推动救灾救援能力实
现质的飞跃。山东省森林火灾、危化品事故灾
害、自然灾害、矿山和地质灾害、海洋灾害五个
应急救援中心将加快建设，招录配齐550名专
职消防员，购置专业装备和物资，确保8月份
形成战斗力。

山东年内建设不少于
1500个基层应急救援站

记者23日从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江
苏今年将对5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进行核查，
涉及石化、化工、建材、钢铁等行业，目的是掌
握重点企业年度碳排放量，科学确定碳配额。

据了解，江苏生态环境部门将实施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等6大类48
个具体任务，推进全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根
据计划，江苏今年还将选取15个重点企业开
展碳排放监测，逐步构建重点行业碳排放监测
技术体系，更好地指导企业参与全国碳市场交
易。 （以上均据新华社）

江苏将对500余家
重点排放单位进行碳核查

环 境

春分刚过，云贵高原绿意盎
然。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的
贵州，山坳里不再寂静。

纵横来回的拖拉机，此起彼伏
的轰鸣声……来到贵阳市修文县六
屯镇长田村一处稻油轮作基地，原
野阡陌上，金黄的油菜花间，农机手
正操作着机械辛勤耕作。

“这3台拖拉机都是我带来的。”
在这场市里办的春耕现场观摩会
上，修文县远泽农机服务农民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张远泽说，近段时间
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订单，一直处
在马不停蹄的状态。

张远泽的合作社在当地小有名
气。他从事农机服务已经10年，无
论是天上飞的无人植保机，还是地
里跑的插秧机，他样样都有。

“我们这里石头多、地块小、田
坎高、坡度大。”一开始卖农机，张远
泽心里就明白，只有重点发展适宜
本地的小型农机才有出路。

近年来，在购置补贴等政策支持
下，他的生意越做越大，目前已拥有
32个农机手、70余台（套）机械设备，
每年耕、种、收的土地面积达上万亩，
服务范围覆盖全县及周边地区。

最近，市里还组织了一场春耕
生产机械化的培训，一些现代化农
机演示让张远泽开了眼界。

“一套设备就要90多万元，是纯
进口的，有机会我也要引进一台。”
对于土地精耕机，他印象尤为深刻。
在讲解人员口中，这套设备能改善
土壤种植条件，促进农户增产增效。

和张远泽的事业一样，山地农
机的发展也正迎来春天。在贵阳市
人民政府支持下，修文县正在建设
贵州山地农业机械装备产业园，目
前已建成展示交易中心、研发中心。

修文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李
银波说，当地正在农业领域推广全
程机械化、全程托管模式。

他以水稻种植为例算了一笔
账，如果种子、农药、肥料农户自筹
自购，耕田整地、育秧、插秧、打药施
肥、收割等环节，农户自行耕种一亩
地成本大概要900元，但交给公司
托管，农户只用出资400元。

贵阳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
显示，截至3月16日，全市已投入农
机具 3.99 万台，机耕面积 61.89 万
亩，春耕生产正有序推进。下一步，
当地将继续抢抓农时，加快山地农
机新机具、新技术推广应用。

（新华社贵阳3月23日电）

山乡机声隆
——从农机服务队看贵州春耕新变化

■ 新华社记者 向定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