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张志善 ■美编：沈长余 ■责校：李传富 2022年10月11日 星期二A02 ［要闻］

走进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的
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在生产车间，一
眼就看到摆放着的一个直径长达3米的白
色三偏心蝶阀展示样品，这是马玉山最近
带领团队夜以继日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果。

“技术创新一定要从需求出发，才不
至于走弯路。”马玉山说。

马玉山是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工
程院院士，吴忠仪表党委书记、董事长。
从1991年分配到吴忠仪表工作，他已潜
心研究控制阀30多年。

2004年左右，吴忠仪表因盲目投
资、偏离主业等原因，经营困难，一度连
工资都发不出来，近200名技术人员选择
离开。彼时，马玉山已是控制阀领域有
名的专家，深圳、苏州等地多家企业向他
抛出“橄榄枝”。

然而，马玉山选择了坚守。他认为自
己有责任为企业寻找一条出路，因此他继
续带领剩下的不到10名技术人员开展技
术创新。2010年，中国自动化集团并购
吴忠仪表，吴忠仪表迎来新发展机遇。

201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
公司找到吴忠仪表，希望他们迅速组织
力量开展科技攻关，生产压缩机防喘振
控制阀。原来，中石油需在当年供暖季
前实现全国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但当
其8月向海外企业提出采购需求时，对方
回复交货期得一年，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马玉山接下了这个“急活儿”。“从产
品设计到阀体铸造，再到机械加工、组装
调试，每个环节设置时间节点，加班加点
推进，最终用不到两个月时间就突破了
技术难关。”他说。

吴忠仪表交付防喘振控制阀后，海
外企业为保住市场，10月底就把产品送
了过来。最终，两家公司的产品共同保
障了管网互联互通。

近年来，在马玉山的带领下，吴忠仪
表开发了60多项控制阀新产品，其中24

项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新产品；先后获得
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3项，取得
400多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在我国
2000万吨／年炼油、西气东输等重大装
备制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现多类控
制阀产品的进口替代。

马玉山介绍，当前吴忠仪表在15％
的自动控制领域可实现产品“领跑”、
60％“并跑”、25％“跟跑”。“任何行业都
要居安思危，在市场顺畅时也要考虑国
内产业链完整问题，多给予国产化产品
市场应用机会，让其尽快赶上甚至超过
国外产品。”他说。

技术创新离不开人才，而西北地区
最缺的就是人才。

一路走来，马玉山坚信企业必须坚
持以人才团队引领发展，要建立人才金
字塔，“塔尖”是高精尖人才，可以柔性引
进；“塔基”是技能人才，更多用当地人
才，保持稳定。

“企业首要是事业留人，让人才在干
事创业中获得成就感，否则光靠待遇是
留不住的。”马玉山说。

热喷涂专家刘海波就是马玉山柔性
引进的“塔尖”人才之一，他的加入使吴
忠仪表迅速拥有了超音速火焰喷涂、等
离子堆焊、真空熔覆等“硬核”工艺技术，
并成功实现产业化，解决了制约企业研
发生产高端控制阀的众多瓶颈问题。

“作为技术带头人，马院士总能指引
攻关方向；作为企业负责人，他总是给予
研发最大支持，我很庆幸自己当初的选
择。”刘海波说。

“能够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我感到使
命光荣而神圣。”马玉山说，“西部地区如何
引进培养人才来支撑创新，又如何通过创
新来带动产业发展，都是难点，也是我要努
力的方向，在控制阀领域，我会带领大家继
续以使命担当倾力打响‘中国智造’。”

新华社银川10月10日电（记者艾福梅）

“最近晴天多，棚内温度高，每隔几
小时必须浇一次水，保证幼苗生根所需
的正常土壤湿度。”一大早，在海拔2200
多米的高原温室内，党的二十大代表、青
海省西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张锦梅
弓着身子，用水壶给胡杨苗浇水。

胡杨是张锦梅目前攻关繁育的树种
之一，也是这位和林业打了大半辈子交
道的林业科技工作者实现“让高原绿起
来”的最新研究。扎根高原30多年来，张
锦梅潜心培育适生树种，繁育推广播绿
高原，践行一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
青海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由于自然
环境恶劣，青海高原部分地区常年植被
稀少，植树造林难度较大。作为青藏高
原的本土树种，抗旱耐寒防沙的青海杨
成了赋绿高原的首选，但因分布散落、牛
羊啃食，处于濒危。

2008年，得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都兰县巴隆乡的杨树沟还有一片天然青海
杨，张锦梅和同事立即动身前往。找到零
星散布的青海杨后，张锦梅赶忙做标记、采
种条、采花序，连夜将枝条带回西宁。

采集枝条是第一步，后续要经过3轮无
性繁殖扦插，选出优势种苗，再进行区域栽
种对比，待成熟开花，才能选出良种。“一切
顺利至少要8年，开展花粉杂交的有性繁
殖，至少还得再等5年。”张锦梅说。

经历十多年的繁育和比对，张锦梅
终于选出“树干通直、生长量大”的青海
杨良种，并探索出“大树采穗、单采单繁、
无芽扦插、当年初选、次年复选”的选育
方式，将杨树育种周期缩短3至5年。

随后，张锦梅带领团队先后建立了
杨树良种繁育、城镇绿化大苗培育和花
灌木培育3大规模育苗示范基地。育苗
生产总规模达到57.3公顷，培育各类花
卉苗木品种30余种，年生产各类花卉苗

木50余万株、杨树种条100余万根。
眼下，这批在基地栽植培育的青海

杨、青杨雄株良种已在柴达木盆地、西藏
阿里等地推广种植，筑起一道道防风固
沙、美化高原的“绿色长城”。

“国家要求加强种质资源建设，我们
有着切身的教训与感受。”经历外来树种
在高原“水土不服”，张锦梅深感加强青
藏高原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性。

“青海寒冷干旱，而很多丁香品种却
能在高原生长、繁育。因此，建设丁香种
质资源库，选育和保护丁香品种，对于增
加适宜青海气候的适生品种，显得尤为
重要。”张锦梅说。

每到丁香开花季，张锦梅都会带着团
队找寻野生珍稀丁香标本。2015年，在
甘肃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处石缝
中，张锦梅和同事发现了两株被列为国家
濒危保护植物的羽叶丁香。用手扒开一
块块厚重的岩石，张锦梅从一棵被石头压
弯的植株上，截取了一段枝条，连同收集
到的种子一起，小心翼翼地带回所里。

经过多年科研攻关，如今，在西宁林
科所的培育基地内，一排排移栽的羽叶
丁香已经长至一人高。张锦梅介绍：“目
前，西宁林科所已建成全国唯一的丁香
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保存有103种丁
香，其中可繁育的69种。”

近年来，张锦梅身边不少年龄相仿
的同事陆续退休转岗。获得“全国三八
红旗手”“青海省优秀共产党员”“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诸多荣誉的她，依
旧春种树苗、夏做实验、秋测数据、冬做
规划，带着年轻人选种育苗。“和林木相
处，也是一种浪漫。”她说。

“能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我的心情
十分激动，深感责任重大。”有着26年党
龄的张锦梅说，参加党的二十大，她将继
续关心种质资源库建设方面的新政策，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利用青海丰富的植
物资源，开展资源调查、品种收集、适生
品种筛选、繁育推广技术等工作，让绿色
成为高原最美底色。”新华社西宁10月10
日电（记者 李宁）

二十大 代表风采

马玉山：在控制阀领域打响“中国智造”

张锦梅：让绿色成为高原最美底色

马玉山在位于宁夏吴忠市的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自动化产业园数字化装配车间
中，左侧为该公司生产的DN3000三偏心蝶阀（9月12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 摄

在青海省西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培育基地内，张锦梅在查看丁香生长情况（9
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新华社海南文昌10月10日电（李国利、邓
孟）记者10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
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已于9日按计划完成了推进剂
加注。

梦天实验舱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以来，已先
后完成技术区总装、测试等工作，后续将与长征五
号B遥四运载火箭一起开展系统功能联合检查。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
参试各系统正在有序开展任务准备。

新华社成都10月9日电（记者 陈地）当对手
最后一击回球下网，王楚钦攥紧了拳头，中国乒
乓球男队教练秦志戬和场下选手“噌”地站起身
来，兴奋地相互击掌致意，王楚钦小跑过来加入
其中，共同庆祝这一荣耀时刻。

9日，在成都进行的2022年第56届世界乒
乓球团体锦标赛落幕，中国男队在决赛中以3：0
战胜德国队，实现十连冠的同时第22次捧起斯韦
思林杯。

当晚，成都高新体育中心多功能馆流光溢彩，
2000余名观众手中挥舞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加
油”声此起彼伏。樊振东、马龙、王楚钦三位队员
精神饱满，坚定的眼神中透出对冠军的渴望。

当晚首个登场的樊振东面对的是德国队的
杜达。杜达曾是东京奥运会德国队P卡（替补）选
手。本次世乒赛由于奥恰洛夫、波尔、弗朗西斯
卡三大主力缺阵，杜达扛起重任，多次在恶战中
取分，帮助德国队一路杀进决赛。

樊振东从比赛一开始便积极调动自己，实力
占优的他很快便以两个11：8连下两局。第三局
杜达放手一搏，多次打出高质量回球，并取得9：7
的领先，关键球上樊振东没有手软，连追4分以
11：9逆转获胜，为中国队先拔头筹。

第二场马龙对战德国队的新科欧锦赛冠军
邱党。虽然邱党近两年来进步明显，还在第三局
中咬牙拼下了马龙，但经验老到、技术全面的马
龙很快做出调整，最终以3：1为中国队再添一分。

第三个为德国队出场的19岁小将斯达姆珀
整体实力有限，全场并未对王楚钦造成太大威
胁，最终王楚钦3：0完胜对手，从而帮助中国队以
3：0的总比分胜出。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王立彬）为深
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建立
健全粮食安全宣传教育长效机制，2022年世界粮
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10月10日在线
上启动。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将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不让任何人掉
队。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
世界粮食日所在周为我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今年
我国确定的宣传主题是“保障粮食供给 端牢中国
饭碗”。

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由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科
技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全国妇联以及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共同主办。

据悉，今年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将全面
深入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粮食安全事业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宣传我国
积极参与粮食安全国际发展合作及全球治理，展
现保障粮食安全的大国担当。在此期间，有关部
门将面向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聚焦惠农
强农、科技支撑、国民教育、爱粮节粮等多个维
度，推介典型案例，宣传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的
有效做法，倡导爱粮节粮和健康消费理念。

据介绍，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期间，各地各
有关部门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开
展形式多样的粮食安全进学校、进家庭、进社区、
进军营、进乡村、进机关等主题活动，切实提升全
民粮食安全意识、节粮减损意识，推动爱粮节粮、
节粮减损、健康消费成为社会新风尚；持续开展

“巾帼兴粮节粮”活动，充分利用寻找“最美家庭”
“健康中国 母亲行动”等载体，将勤俭节约等理念
融入到家风、家教、家训，让爱粮节粮新风尚进家
庭、到个人。

空间站梦天实验舱
完成推进剂加注

2022年全国粮食安全
宣传周启动

中国队夺得成都世乒赛
男团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