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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人工晶体类及运动医学类

第四批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记者 彭韵佳）国家组织高值医用
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印发《国家组织人工晶体类及运动医学
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公告》，标志着第四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
耗材集采正式启动。此次人工晶体类及运动医学类医用耗材集中
带量采购周期为2年，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日起计算。已自行开
展人工晶体类及运动医学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且尚在采购
协议期内的省份，可顺延执行此次集采结果。

新华社拉萨9月16日电（记者 张泉 李键）由中国科学院上
海天文台牵头建设的西藏日喀则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15日正式
开工建设。这一望远镜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现有甚长基线干涉测量
（VLBI）网的构型和观测能力，为我国探月和深空探测任务实施提
供有力支撑。
“探月和深空探测任务的顺利实施，需要对航天器进行实时、

精准测定轨和定位。自嫦娥一号以后，我国一系列探月和深空探
测任务采用了测距测速+VLBI的新型测定轨体制，有力保障了历
次任务的顺利实施。”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说。

据介绍，我国现有VLBI网由位于北京密云、新疆乌鲁木齐、云
南昆明、上海佘山的四个观测台站和上海VLBI数据处理中心（“四
站一中心”）构成，对航天器测定轨的分辨率可达1米，时延可控制
在约1分钟，观测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为满足我国探月和深空探测工作高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将在
西藏日喀则、吉林长白山各建设一台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
“由于VLBI技术本身的特点，望远镜之间的距离越长，多个望

远镜联合观测的灵敏度和空间分辨率就越高。日喀则和长白山的
望远镜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提升我国现有VLBI网构型，进一步增
强观测能力。”沈志强说，届时我国将形成“六站一中心”的双子网
VLBI网，可同时对两个航天器进行精准观测。

日喀则40米射电望远镜是一架大型全可动高精度多用途射
电望远镜，未来计划配备8个波段致冷接收机，具有从1GHz到
100GHz的观测能力。日喀则站址海拔约4100米，空气干燥，晴天
数多，人迹罕至，电磁波干扰少，为望远镜提供了极佳观测环境。

除承担探月和深空探测测定轨任务外，日喀则40米射电望远
镜还将提升我国射电天文科学研究能力，助力科学家在超大质量
黑洞、致密天体快速时变及引力波电磁对应体、银河系动力学研究
等领域取得更多创新性成果。

日喀则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开建
将服务我国探月和深空探测任务

假期临近 火车票日售超两千万张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记者 樊曦 韩佳诺）记者16日从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部门9月15日开始发售中
秋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天即 9月 29日车票，当日售票量达到
2287.7万张，其中铁路12306网站(含客户端)售票量达到2095万
张，均创单日售票量历史新高。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9月15日售票量创历史新高，铁
路12306系统访问量达532亿次，反映了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黄金
周旅客出行需求十分强劲。

开采时间缩短约70%

我国科学家发明新型稀土开采技术

据新华社广州9月16日电（记者 马晓澄 陆浩）我国科学家
成功研发出风化壳型稀土矿电驱开采技术，稀土回收率提高约
30%，杂质含量降低约70%，开采时间缩短约70%。这是记者于15
日在广东省梅州市举行的科技成果评价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风化壳型稀土矿是我国的特色资源。目前普遍采用的
铵盐原地浸取技术在生态环境、资源利用效率、浸出周期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制约了我国稀土资源的高效绿色利用。针对相关问题，中国
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何宏平团队基于风化壳型稀土矿中稀土
赋存状态的研究，研发了风化壳型稀土矿电驱开采技术。模拟实验、
放大试验和场地示范等表明，与现有开采工艺相比，风化壳型稀土矿
电驱开采技术在稀土回收率、浸取剂用量、开采周期以及杂质去除等
方面均有显著优化，是风化壳型稀土矿开采的高效绿色新技术。

（上接第1版）

（二）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要“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
【握手吧，校企】

三年多前，参观完激光科技企业的车间，山东临沂
职业学院智能制造学院院长宋增祥坐不住了。
“我当时就想，要是能把我们的学生送到激光企业

去工作，学生们一定更有竞争力。”宋增祥说。
2019年底，落户临沂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奔腾激

光科技（山东）有限公司正式投入运营，2020年初宋增祥
就带着学生参观了该公司的生产车间。

宽度3米、长度27米的大型激光切割机，在技术人员
输入加工命令后，切割头迅速移动，激光光束数十秒便
把厚厚的钢板切割成一组工业零件……
近距离看到正在试切的高功率智能激光切割机，宋增

祥被这种比传统火焰切割、电火花切割、等离子切割等技
术更洁净环保、高速快捷、加工精度高的技术深深吸引。

临沂市正在进行企业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
升级，打造了高端光电产业集聚区，发展激光技术正是
产业调整的“排头兵”。
“作为从事机电专业教学的老师，我要抓紧在激光

技术领域培养一批学生。”研究了近30年机电专业的宋
增祥敏锐地察觉到，必须把握这一尖端产业发展需求，
让学生就业时更具竞争力。

参观学习回来后，宋增祥就组织老师梳理激光产

业规划和相关政策，分析激光产业链岗位群分布情况，增
设培养方向、调整课程设置，开始了激光技术应用人才的
培养。

学院邀请激光企业工程师一起研讨课程设置，确定开
设激光设备装配与调试、激光加工工艺和检测技术等课
程。同时，从相关专业3个班遴选出学生，组成激光技术订
单班。

为提高师资水平，学院选派专业教师到激光企业顶岗
锻炼，并组建由学校教师与企业技能大师组成的双导师教
学团队，校企联合培养，共同开展教学，保障学生提高技
能、学以致用。

2021年，首批30名毕业生进入奔腾激光实习。经过锻
炼考核，他们均被企业录为正式员工。

2022年底，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一体两翼”总体布局职业教育产教
融合工作。

在宋增祥看来，这为学校进一步深化与行业企业产教
融合指明了方向。
“为企业培养专业的技术技能人才是我们的职责所

在，我们将深入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宋增祥说。

（三）

2022年8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
展大会致贺信指出，中国积极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支持中外职业教育交流合作。
【拥抱吧，远方】

在中外交流的教学课中，姜颖印象最深的是几个月前
和来自葡萄牙的卢卡斯共同授课的情景。因为默契的配
合，他们在课后激动地拥抱了。

姜颖是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动化教研室主

任，卢卡斯是塞图巴尔理工学院自动化专业学科带头人。
2018年12月，由两所学校共建的葡萄牙鲁班工坊启运，共
同培养电气自动化和工业机器人两个专业的人才。

以春秋时期著名的工匠鲁班命名的鲁班工坊，是天津
市原创并率先主导推动实施的职业教育国际品牌，葡萄牙
鲁班工坊是在欧洲大陆的第一家鲁班工坊。
今年4月，卢卡斯带着4名师生来到天津，学习交流了一

个月。“我们俩共同为学生们上了一堂有关工业机器人的专业
课。我们有着共同的教学理念，配合得十分默契。”姜颖说。

为了让葡方师生更多了解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
实践，姜颖和同事们还陪同他们参观了天津海尔洗衣机互
联工厂等企业。卢卡斯表示，中国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已十
分先进，中国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也已在这些企业中有
所作为，我们十分欣赏。

这并不是卢卡斯第一次来到中国。2018年葡萄牙鲁
班工坊运行之前，卢卡斯曾到天津考察。走进职业学校的
实训中心，看到老师利用先进的设备进行现场教学，学生通
过实际操作体验课本上的知识，卢卡斯表示非常认可这种
教学方式。
“四年多来，我们一次次通过视频沟通教学问题。今年

的线下交流，更是让我们对教学方式、学生发展等问题有了
更深入的探讨。”姜颖说，鲁班工坊搭建了一座互学互鉴的
桥梁。

自2016年首个鲁班工坊在泰国成立以来，我国已在亚
非欧三大洲20个国家建成了21个鲁班工坊，不仅为合作国
提供了先进的实训设备，而且提供了中国职业教育方案，为
当地培养了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鲁班工坊用职业教育的‘中国方案’，推动了中国与世

界多国的交流与合作，得到了跨越国界的认可。”已在职业
教育领域耕耘20多年的姜颖说。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

（上接第1版）

百年东大，始终赓续深植血脉的爱国基因。中国工程院院士、
东北大学教师柴天佑感慨万分：“在这个校园里，我深切感受到，许
许多多的教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秉持大爱情
怀、彰显大德风范，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深耕
勤织，在科学研究的求索中一往无前，用心血和汗水践行了‘躬耕
教坛、强国有我’的人生誓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教
授王国栋曾带领团队成功完成用工业化的轧机轧制“超级钢”的实
验，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被应用于鞍钢等企业。习近平总书记回
信中提到“着眼国家战略需求培养高素质人才”，王国栋对此感触
很深，他表示，将继续深化教育改革，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人才
培养结构，在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中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
成长的实践育人环境，聚焦国家战略需要，瞄准关键核心技术特别
是“卡脖子”问题，刻苦攻关。

面对互联网快速发展，全国五一巾帼标兵、东北大学计算
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高克宁对计算机基础核心课程《程序设
计基础》进行持续10余年的改革实践，主讲的课程被评为国家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做强优势学科，不
断推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我会牢记总书记要求，坚守立德树人
的师者初心，更好地运用信息技术助力‘因材施教’，潜心教书
育人，用心培根铸魂，持续为国家培养计算机学科高素质创新
人才。”高克宁说。

文法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霍佳锐，曾作为东北大学研究生
支教团成员，赴云南昌宁支教，服务和见证了全面脱贫攻坚的伟大
成就。“我要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把人生理想汇入时代洪流，服务
人民、奉献祖国，书写无悔于时代的青春之歌。”霍佳锐说。
“多年来，东北大学广大师生在爱国文化感召下，以实际行动

响应国家战略需求，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东北大学党委书记郭海说，“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切嘱托，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期许，发扬爱国主义光荣
传统，坚定地走‘创新型、特色化、开放式’发展道路，在推动东北
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伟大征程上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新华社沈阳9月16日电

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时隔4年，天津再次举办直博会。“只要一提到直升
机，就会想到天津，就会想到天津直博会。”参展商和专
业观众这样评价直博会的影响力。

直博会已成为天津的亮丽名片。天津以直博会为
平台，以天津港保税区航空产业基地为重点，集聚了空
中客车、西飞国际、天津直升机等30余家龙头企业，建成
了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民航科技产业化基地等一批
科研院所，打造了一飞智控、云圣智能等特色无人机品
牌企业，构建起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维护维修、运营服
务等全产业发展链条，成为全国航空产业发展的重要基
地。2022年，我市航空航天产业链规模达148亿元，在全
市重点产业链中增速第一。

通过这张名片，越来越多的朋友相聚天津，有初次
会面，也有再次重逢。

来自厦门林巴赫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的市场部区
域经理张文，已经是直博会的老相识了。
“之前就参加过天津直博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

着近几年国内航空航天产业的快速发展，本届直博会能够

明显感受到各家参展商都在做大做强，从技术到产品，都
有了很大的突破。”接待了一波又一波的专业观众后，作为
参展商的张文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和记者聊上几句。

距离早上到达展台，才刚刚过去 2个小时，张文
已经接待了十几组前来咨询的专业观众：“他们大多
对我们的小功率发动机感兴趣，问了很多比较细致
的问题。”

张文表示，公司近几年开始布局直升机领域，天津
直博会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直升机专业展会，对企
业的吸引力自不必说。这次参展，公司满怀期待，带来
了新研发产品的各种资料和案例，希望把公司在直升机
领域的应用进行全方位推广。
“我们公司正是天津航空航天产业链上的一分子！

近些年，我们能感受到天津市对航空航天产业的重视，
给予我们很多支持，促进我们更好更快地成长。”德材
科技集团天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刚骄傲
不已，“展会上，在和其他外地企业的交流中，我发现他
们也很关注咱们天津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并且都给予
了不错的评价。”
“这次我作为专业观众，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了

解学习其他参展商的成果，寻求合作、共谋发展。我们公
司是为飞机厂商提供金属材料的，在材料研发上一直努
力创新，不断实现技术突破，但在此过程中，也离不开相
关配套企业的帮助，比如刚才我就和一家做工业内窥镜
的企业人士聊了很久，他们对我们管材的质量检测能够
提供帮助。”李刚说。

说起直博会搭建的平台，李刚也是收获满满：“一上
午，我交换了30多张名片，微信加了23个好友。”

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也将其配套衍生到方方面面。
“航空保险是赔偿由飞行事故造成经济损失的保险业

务。经营航空运输或其他航空业务的企业或个人向保险
公司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即可在保险期内发生飞行事
故遭受损失时得到经济赔偿。和我们普通百姓平时买的
车险，基本类似。”航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通航业务部高级
客户经理马海疆和他的同事也来到了直博会的现场。

马海疆说，作为民航行业大家庭的一分子，很高兴能
有机会参加如此规模的展会：“在展会上，我们也了解到，
天津对航空航天产业出台了很多好的发展政策，在政策
的支持下，整个行业必然会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而
我们这些配套企业也将受惠。”

参展商和专业观众感受直博会

“只要一提到直升机，就会想到天津”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爸爸，你看，这架是直-10，那架是直-19！”直博会
的飞行表演上，来自和平区中心小学的六年级学生高睿
璘兴奋地对爸爸说。

昨天，第六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迎来首个
公众开放日，超过2万名市民来到展会现场，亲身感受直
博会的魅力。

作为一个小军事迷，高睿璘上小学起就经常和爸爸
一起看中央7套的军事节目，“《军武零距离》《军事科技》
都是我喜欢的节目，这次来我最想看的就是编队表演，
应该会非常震撼！”高睿璘告诉记者，不少同学也对直
博会感兴趣，周一到学校大家肯定会热烈地讨论。

飞行表演前，不少观众早早地来到现场，准备好“长
枪短炮”，找到最佳机位，丝毫不亚于专业摄影记者。专
程从北京过来的肖军华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名摄影爱
好者，他平时经常拍摄自然风光类的照片。“拍直升机当
然也喜欢，但机会不多。想要拍好飞行表演中的直升
机，快门速度要快，感光度要高，焦距要够长……”肖军

华一边说着，一边调试着三脚架上的相机。
“如果这次能拍出满意的照片，除了发朋友圈，还要

参加摄影比赛！”肖军华笑着说。
和他一起从北京来的，还有朋友涂大海一家。“我们

家老大10岁，老二5岁。听说今天会看到很多直升机，他
们特别开心，我也希望通过这么高规格的展会，能让他
们增长见识。”涂大海说。

花样繁多的飞行动作络绎不绝，现场观众的欢呼声
此起彼伏。

看过了精彩纷呈的飞行表演，结伴而来的初中生王
泽程和张子壬走进室内展馆。“我俩对航空类的知识很
感兴趣，直博会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的
科技创新。”王泽程说。

张子壬还是学校模拟飞行社团的成员。“社团里的活
动都是在电脑上模拟飞行，但是今天看到实机非常震撼，
以后我也想从事航空方面的工作。”
“妈妈，原来飞行服有这么多种啊！”家住空港的李颖

婕一家是第二次来天津直博会了，面对装备展示区不同
款式的飞行服，儿子一个劲儿地感叹道。李颖婕说：
“2019年直博会，我们来的那天正好下雨，简单看了看就
匆忙回家了，4年过去了，孩子大了，今年我们很早就买
了早鸟票，期待着能再来直博会……”

市民王女士是一名小学教师，在现场拍了不少照片
和视频，表示回去后要和学生分享。她说，直博会让航空
航天走进青少年的生活，激发他们对祖国航空航天事业
的兴趣，为孩子埋下了“航天梦”的种子。

为孩子埋下“航天梦”的种子
——直博会首个公众开放日见闻

昨日，第六届中国天

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迎来

公众开放日。2万余航空

爱好者前来参观，体验航

空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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