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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晓梅

近日，作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021年首批批准建设的29个重点实
验室之一，也是我市目前唯一完成
建设的总局批准建设的重点实验
室，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院（以下简称天津特检院）特种
设备数字孪生共性技术实验室通过
验收并进入正式运行序列。以当今
数字化时代潜力巨大的新星身份登
场，数字孪生技术正在迅速崛起，并
在天津特种设备安全预防领域发挥
重要作用。
“巴黎奥运会几乎所有场馆都创

建了数字孪生，以优化赛事规划，还
能实时模拟场馆内的各种变化或场
景。”天津特检院科技开发中心负责
人、高级工程师王璇打比方，“好比有
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一个是本体，存
在于真实空间，另一个存在于数字化
空间，还原出一个本体的数字化‘双
胞胎’，这对‘双胞胎’会有数据交互，

通过数字化孪生体，可以预测本体未
来是否会出现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疾
病风险，人们就可以通过提前干预预
防疾病。”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
梯、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与市民生
活息息相关，一旦出现事故，后果严
重。因此，2017年与高校进行学术交
流时首次听到数字孪生概念起，王璇
就萌生了在特种设备领域引入这项
技术的想法，好通过把脉“孪生”达到
治疗特种设备未病的预想。
“目前保障设备安全的手段，主

要是靠检验、检测、监测等物理感知
技术，很少使用动态仿真过程，这项
技术如何落地，给团队带来很大挑
战。”提前辨识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防
止危险发生，对王璇和团队来说是非
常有意义的研究，然而由于对该技术
了解甚少，如何将数字孪生与特种设
备联系起来，是摆在大家面前的现实
问题。

让数字孪生从一个概念变为现

实，这个从0到1的过程意味着无数次
交流探讨、实验测试、摸索积累。
“特种设备大多庞大、复杂，对其

进行数字孪生构建时，需要拆解成一
个个零件，构建后再进行组装，因此
梳理数字孪生涉及巨大工作量。”高
级工程师郭勇告诉记者。

在数字孪生实验室，记者看到
团队针对管道冲蚀问题搭建起的管
道冲蚀数字孪生体，实验人员在管
道的关键部位设置传感器，用以监
测温度、压力、流量等变化，透过一
段透明的由有机玻璃制造的三通
管，实验人员还能直观观察冲蚀现
象。开启水泵使系统运行起来后，
实验人员就能在大屏幕上通过高速
摄像机拍摄的三通管流场画面，观
察验证不同流速下的孪生结果，并
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对管道冲蚀情况
进行预测。
“目前，管道冲蚀数字孪生体

能做到对管道系统进行全周期状
态监测和寿命预测。”工程师杨飒

介绍。
在另一侧的电梯曳引数字孪生

体区域，工程师郭青源正在用混合现
实眼镜对远程维护电梯曳引系统进
行完善。
“电梯曳引数字孪生平台，通过建

立动态模型，能实时监测动态数据，结
合孪生算法来预测电梯未来的状况。
电梯发生异常时，系统就会告知维保
人员到现场修复，维保人员还能使用
混合现实眼镜，联系远程专家进行指
导维护。”郭青源介绍。
“作为国家市场监管系统的重点

实验室，我们以特种设备领域全生命
周期为研究对象，预期实现多项特种
设备数字孪生关键技术的重点突破，
促进数字孪生在特种设备行业中的技
术落地。目前已在管道、电梯领域实
现数字孪生技术的模拟应用，还自主
研发了基于深度学习的焊缝缺陷检测
技术，未来会随着技术不断完善，在更
多复杂多样的特种设备领域应用数字
孪生系统。”王璇表示。

■本报记者 耿堃

宁河区东棘坨镇潮白河左堤路
几个村子的村民今年发现了一个休
闲好去处。原来的东白渔场里，水面
上冒出只“大黄鸭”，树上挂了鸟巢模
样的秋千，还有个儿童乐园，小马、小
猪等一众萌宠就在旁边散步。
“其实我们还没正式开放，但是

周围的村民们觉得里面漂亮，适合晚
饭后散步，特别想进来。为了给大伙
儿提供方便，我们每天晚上都限时开
放。”李建国告诉记者。他就是村民
们的“休闲乐园”——萝曼湿地庄园
的投资、经营负责人。“正式开业之
后，可以乘船观光、垂钓、烧烤、露营，
住宿、吃饭，餐厅食材就是庄园里自
产的，我们还建了一个有机农产品超
市，销售米、虾、蟹等当地特产。”李建
国说。

萝曼湿地庄园只是“变身”的东
白渔场的一部分。与之相邻的七里
海河蟹家系良种基地，是盘活低效资
源的另一个成功尝试。这个占地
525.6亩的七里海河蟹育种基地，隶属
于天津宁河七里海河蟹产业有限公
司，该公司是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是我市唯一从事河蟹育繁推技术开
发和生产的企业。
“这里靠近七里海，一边是潮白

河，一边是卫星河，水系特别丰富，水
质还好。”七里海河蟹产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王林笑告诉记者，“河蟹育
种就需要这样的好水。”基地投产一
年，种蟹销售额就近百万元。
“第一年我们就是小试牛刀。”王

林笑介绍，基地一方面深入农户了解
需求，另一方面与多家高校、科研单
位开展合作，结合农户需求，繁育具
有市场竞争力的种蟹品种。“我们还
到安徽等地联系河蟹深加工企业，争
取打通从繁育到深加工的产业链，助
力宁河种业发展、乡村振兴。”她说。
“乡村旅游业态丰富，联结一、

二、三产业，是对乡村资源最好的活
化与利用。我们在东白渔场布局七
里海河蟹育种、稻蟹综合种养、生态

旅游、农事体验、特色农品购物等多
业态，以乡村空间换取城市资金、人
流以及现代生活理念，必将推动宁河
的农文体商旅高度高效融合，助力乡
村产业振兴。”宁河区农业农村委员
会主任任绍辉说。

宁河区盘活资源提质增效，不只
盯着东白渔场这样的“大块头”，同时
以“时间差”“立体化”思维，发掘原本
不起眼的“边边角角”，拓宽农民增收
领域。

位于潮白河畔的天津市优质农
产品开发示范中心（简称优农中心）
里的水稻育秧大棚，每年育秧期过后
即进入“空窗期”。东棘坨镇与优农
中心达成战略协议，组织镇域内资源
不足的部分村集体以低于市场价格
租赁了25个大棚，在水稻育秧结束
后，种植蔬菜、鲜食玉米，增加村集体
收入，“沉睡资产”变为“发展活水”。

今年东棘坨镇大顷甸村的“小鸡
快跑乐园”项目正式启动，已经吸引了
上万名游客。这个曾经苦于集体经济
发展渠道少且增长乏力的村子，低头
向下找空间，尝到了发展“林下经济”
的甜头。目前大顷甸村以林下养殖为
主体，打造集种植、养殖、垂钓、采摘等
功能于一体的农文旅综合项目，将辐
射带动本村及周边村千余户村民增收
致富。

宁河区通过整合全区林木资
源，结合土壤条件、气候条件、树木
郁闭度、光照等因素，选取适宜种植
的射干等8个高经济价值中草药品
种，已投资200余万元，在丰台镇、板
桥镇、岳龙镇梅丰公路两侧林地种
植约 1800亩，并带动周边种植户种
植约 1200亩，预计整体收益达 1200
万元，推进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提档升级。

本报讯 中共天津市纪律检查委员
会原副书记、离休干部高建新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9月17日病逝，

享年97岁。
高建新同志遗体已于9月18日在天

津市宝坻区殡仪馆火化。

把脉“孪生”治未病
——市特检院特种设备数字孪生共性技术实验室通过验收并进入正式运行序列

我国跻身世界体育大国、奥运强国之列
——国新办发布会聚焦体育强国建设

宁河区激活乡村资源要素

“三维”拓展乡村致富路

高建新同志逝世

（上接第1版）

第三篇章“领航”在一段上个世纪
王莘和他的学生曹火星暮年时的对话
中徐徐展开。合唱团以饱满的热情和
激昂的歌声演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迎风飘

扬的旗》等经典歌曲，真情演绎了中国
共产党人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
风霜而本色依旧的优秀品格。

主题音乐会在《歌唱祖国》的歌
声中进入尾声。所有演职人员纷纷
走上舞台，全场观众自发随着音乐挥

动手中的红旗，与台上合唱团队齐声
合唱。现场气氛热烈高涨，激动之情
久久不能平息。

记者了解到，“歌唱祖国”主题音
乐会将结合“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歌唱祖国”主题活动，在部分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巡回展演，把激
昂的旋律和深厚的爱国情怀带到基层
一线，带到群众身边。

（上接第1版）

“我们还组建了‘生姜管家’党员
先锋队，引领党员一方面自愿参与生
姜种植、采收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
也积极跑项目、跑技术、跑市场，因时
因地制宜谋划产业项目。”王志广介
绍说，他们还借助技术合作，寻求农
业技术公司的技术指导，突破了技术
壁垒。
“种生姜一亩地成本在一万五

千元左右，成本高，而且农产品的市
场价格波动比较大。为了实现错
峰、错时、错季销售，我们建成了一
座 5300立方米的冷库，打造了一片

2000平方米的晾晒用地，这样一来，
村民的利益又多了一道保障。”“生
姜管家”刘洪山介绍说。2023年，西
刘举人庄村集体实现 70 万元净收
益，带动本村及周边劳动力150余人
“家门口”就业。

采一捧新鲜的玫瑰花泡茶，配上
一块酥香软糯的鲜花饼，让人口齿留
香，甜到了心坎。

这甜蜜也沁入到西刘举人庄村
村民的生活里，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过去，一下大雨家里淹半截，村

里的土路坑坑洼洼，出门就是一脚
泥。”村民们回忆。再看现在，通达的

水泥路、明亮的路灯、全新的健身广
场、无死角的治安监控探头、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村
里还在全镇率先修建了道路下水管
网，率先实现了垃圾分类，完成全村范
围卫生厕所改造。在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每天都有党员志愿服务，为全村
65岁及以上老人提供免费午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
入机制。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多
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培育乡村新产业
新业态。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西刘

举人庄村不断变革创新，奋斗致富，从
一穷二白到生活富裕，并获评“第二批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村”。

强国复兴有我 歌唱伟大祖国

“示范村”的“香辣甜”新产业

■新华社记者 田光雨

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形势如何？深
化竞技体育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什
么？如何满足全民健身新需求？怎么
推动赛事经济发展？在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18日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有
关负责人回应了相关热点问题。

竞技体育成就彰显国家新形象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周进强介绍，
2012年至2023年，我国共获得世界冠军
1244个，创超世界纪录161次。在巴黎
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我国参
加夏季奥运会的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
绩，跻身世界体育大国、奥运强国之列。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完
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周
进强说，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坚持开门、
开放办竞技体育，推动竞技体育举国体
制与市场机制更充分结合，更加重视发
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快形成政府、社
会、市场、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开
放共赢、充满活力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

新的奥运备战周期已经开始，根据
新周期世界竞技体育竞争格局，以及洛
杉矶奥运会项目设置变化，中国体育健
儿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
“竞技体育永远面临挑战，中国竞

技体育勇于迎难而上。”国家体育总局
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新说，一方面，坚决
巩固我国优势项目争金夺牌的基本
盘；另一方面，在田径、游泳等基础大
项以及新兴项目、交手对抗类项目上
深入挖掘潜力，同时加快推动“三大
球”振兴。

全民健身服务满足人民新需求

近年来，全民健身网络日益完善，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迅速提升，全民健身活
动掀起一波又一波热潮。我国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7.2%。“十四
五”期间，体育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安排资
金23亿元，支持地方建设了1.7万个群众
身边的健身设施项目，并持续引导支持
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
放。截至2023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到2.89平方米，已提前超过“十四
五”规划的人均2.6平方米的标准。

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
然存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
杨雪鸫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场地设施的
供给，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领、撬
动、示范的作用，同时鼓励体育场馆进行
智能化升级改造，鼓励群众“错峰”运动。

赛事活动是带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的催化剂。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
长丁东介绍，以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全
国全民健身大赛、社区运动会引领全民
健身赛事活动供给，新年登高、全民健身
日等全国性全民健身主题示范活动全年
有序开展，加大“三大球”和冰雪项目推
广普及力度。

我国青少年近视、肥胖、体态不良等
问题引发社会持续关注，如何发挥体育
锻炼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积极作用？

张新介绍，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多
部门，以“奔跑吧·少年”等主题示范活
动为引领，推广普及青少年体育活动，
组织专家编创和面向社会征集健身指
南与运动干预手段，并不断规范青少
年体育培训行业。

体育产业发展打造市场新引擎

周进强介绍，2012 年至 2022 年，
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
15.4%，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0.6%提升至1.08%。2023年我国主要体
育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 528.9 亿
元，比上年增长178%。

巴黎奥运会上，我国奥运健儿展现风
采，中国企业的创新产品同样出彩。使用
T1100碳纤维材料的轻量化自行车、应用
可循环橡胶材料的运动地板……这些产
品的亮相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体育企业的
形象，展示了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制造能
力，更体现了我国推动产业链迈向中高端
发展的决心。

杨雪鸫介绍，国家体育总局已公布
体育领域8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和
15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体育产
品的质量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周进强表示，将做好三方面工作推
动赛事经济发展：一是打好政策牌，研究
制定和赛事有关的政策，破解瓶颈制约；
二是打好活动牌，继续会同相关部门推
动“跟着赛事去旅行”“体育赛事进景区、
进街区、进商圈”活动；三是打好宣传牌，
总结各地开展这类赛事经济和赛事消费
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宣传推广。

据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昨天，津静市域（郊）铁路首

开段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隔音板安装，距离开通运营更近

一步。运营后，将进一步促进中

心城区与静海、西青等地的沟通

联系，沿线居民出行更加便捷。

图为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隔音板安装。

本报记者 姜宝成 摄

津静市域（郊）铁路紧锣密鼓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