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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群锦鲤，活蹦乱跳的。您能想象，这景观池里的水，

竟然是工业污水净化而来的中水吗？

中水就是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经过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

水质标准，可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非饮用水。中国石化沧

州炼化公司作为一家化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水资源依赖度

较高，含油污水的处理，一度是困扰企业发展的大难题。

中国石化沧州炼化公司公用工程部副经理宋敬虎介绍，基

于此，公司积极推进中水利用，先后投资1亿元建成污水处理装

置，凭借高效生物膜、活性炭吸附、生物菌群等“秘密武器”，实现

了含油污水全回用、含盐污水100%达标排放。

污水是怎么变身的？

污水进厂后，首先要在隔油、浮选环节褪去油污和悬浮物，

完成第一步清洁；接着经过层层生化、氧化，清除化学需氧量、氨

氮等顽固污染物；最后，通过药剂消毒，污水就变成再生水啦！

虽说每小时要处理200立方米的污水，任务繁重，但自动化监测

与控制技术让每个环节都精准无误、高效运行。

宋敬虎说：“今年前五个月，公司污水处理装置共‘吃掉’47万

吨污水，产出约44万吨回用水。这些回用水有的化作循环冷却

水，有的成为消防后备军，还有的滋养着厂区

绿植，就连景观池内养锦鲤的也是回用水。”

在中国石化沧州炼化公司，不光工业污

水处理后能养锦鲤，整个厂区也告别了油气

味。这些可观可感的变化，正是近年来沧州

市以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 代晴）

工业污水变身养锦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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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的阳光，为慧谷公司正定邵

同商品薯基地披上一层金纱，两个月

前栽下的甘薯苗油绿发亮，仿佛织成

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毯。6月26日一

早，马志民的身影就出现在甘薯田里，

如今正是甘薯的薯蔓并长期，关系着

甘薯收获的品质，这600多亩甘薯田

让他放心不下。

马志民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

作物研究所甘薯研究室主任，多年来，

他带领团队扎根田间，紧盯产业痛点，

选育抗病新品种、破解连作难题、研发

绿色生产技术，为甘薯产业点亮新的

“薯”光。

“土坷垃”变身“金疙瘩”

“根腐病是一种典型的土传病害，

通过土壤传播，目前无药可治，有一种

预防办法就是进行倒茬轮作，今年在

这片地种了甘薯，明年需要换到别的

地块去，因此在大部分甘薯主产区出

现了‘一地难求’的局面。”马志民说，他

至今仍记得，2007年刚参加工作的他

到雄县调研，发现许多薯农由于无地

可种，只能背井离乡跑到沧州、衡水等

地种甘薯。异地种植不仅增加运输成

本，还有诸多不便，让薯农苦不堪言。

当时，马志民就决心选育出抗根腐

病的甘薯品种，改变这一现状。然而，

长期以来，根腐病抗性与优质高产如同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高抗根腐病品种

往往因品质不佳，不被市场认可。

怎么才能让甘薯既抗病又优质高

产呢？科研之路并不容易。2010年

开始，马志民带领团队在雄县与河北

省农林科学院粮油所堤上试验站建

立根腐病自然病圃，经过不断探索，

优化育种程序，将育种材料分两套种

植，一套在“健康田”鉴定，一套在病圃

里筛选，成功破解了把甘薯种到病圃

后，中等及以下抗性品系甘薯苗“全军

覆没”的困境。

团队不断将创新融入育种工作：

通过创新高效短日照处理技术，提高

甘薯开花诱导效率，扩大了亲本选择

范围，为杂交育种打开亲本宝库；利

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手段，克隆甘薯根

腐病抗性相关基因，挖掘抗病基因资

源，开发抗根腐病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技术，实现抗性“早筛快选”；构建鲜

食甘薯糖分、淀粉等关键品质性状高

通量精细评价体系，精准配组亲本。

十多年间，马志民团队在多项国

家基金、省基金、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

下，先后育成了“冀元1号”“冀薯7号”

“冀紫薯4号”等系列甘薯新品种，它

们以高抗根腐病为内核，兼具高产潜

力与优良商品性。

“土坷垃”终于变成“金疙瘩”。

2023年，在中国（卢龙）首届甘薯产业

发展大会上，冀元1号凭借商品率高、

抗根腐病性强、适宜重茬地种植、储藏

性好等特点，荣获“孤竹杯”全国优质

甘薯品种竞赛鲜食组一等奖。

良技配良机解锁“轻简
密码”

科研源于生产、用于生产，甘薯创

新团队在选育适销对路的甘薯品种同

时，不断研发并推广绿色高产高效配

套种植管理技术。

“在现在的农村，劳动力非常可

贵，然而传统甘薯生产劳动强度大、用

工多，因此推动甘薯机械化生产就显

得尤为迫切。”马志民说，甘薯生产由

传统的粗放式生产转变为专业化、集

约化、规模化、商业化生产，提高商品

率是产业发展的关键。

甘薯团队以农机农艺融合为“钥

匙”，开启轻简化生产之门。他们创新

提出“宽沟生产模式”，如同为甘薯田

中期管理修建了“高速路”——垄宽从

90厘米拓展至125厘米，沟底更宽达

45厘米，人走机行、排水管理都变得轻

松自如。马志民团队更核心的突破是

发明了“横插栽植技术”，并与独创的

“双台垄型”完美结合，实现了薯苗深

度可控的精准水平栽插，解决了栽插

标准化的“老大难”。相关专家认为,

这套“甘薯宽沟横插增密高效生产技

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传统的模式沟是90厘米，咱们

现在的模式下单纯的垄宽是90厘米，

通过最新研发的机械可实现45厘米

的沟底宽，开展田间作业比较方便，走

机子也不会破坏垄型，同时，虽然行距

增加了近30%，但通过栽植方式的创

新，也可保证密度。”马志民说。

好技术还要依靠好农机来实现。

在基地甘薯田边停着一台新型农机，

它的名字叫“双台宽沟起垄覆膜一体

机”。“你看这台机器，前面是个旋耕机，

后面通过设计形成了双台，插苗的时

候完全实现了水平栽插。”马志民介绍。

科研无止境，马志民表示，目前研

发的双台宽沟横插技术，还没有从根

本上解决机械插秧的问题，下一步将

加强与农机专家合作，研发出适宜这

套模式的插秧机和秧蔓回收机，真正

实现农机农艺的融合发展。

科技赋能走上甜蜜“高
速路”

为了让技术更好地应用于甘薯生

产，甘薯创新团队奔波在实验室与田

地间。“我们没把自己当专家，只是研

究甘薯久一点、见的问题多一点。”马

志民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与团队

成员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田

间地头，与全省各地的甘薯种植大户

交朋友，马志民的电话成了甘薯种植

户的24小时求助热线。

不仅提供技术指导，马志民还组

织省内甘薯龙头企业“走出去”，开展联

合调研活动，互学互鉴。“我们组织十余

家甘薯企业先后到河南和山东的种薯

种苗、规模化种植、精深加工企业开展

联合调研，一周的活动大家吃住在一

起，上车后讨论研究，下车后观摩学习，

这样的活动对河北甘薯产业进步起到

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马志民说。

目前，河北省农科院粮油作物研

究所甘薯示范基地近3000亩，高产田

亩产达4吨以上。甘薯种植户通过采

用甘薯创新团队育成品种和研发的生

产技术，平均每亩增产500公斤以上，

增收1000元以上。

为打通科技助农最后一公里，马

志民带领团队不断探索，在示范县构

建“科研+县级、村镇政府＋合作社

（企业）＋农民”的合作示范模式，引导

农户发展“红薯经济”，推动甘薯种植

向规模化、产业化转型，有效提升甘薯

产品附加值，助力拓宽生产、加工、销

售渠道，逐步形成以育苗、种植、加工、

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

从对抗甘薯“不治之症”到革新生

产模式，马志民以十年坚守，为河北乃

至华北地区甘薯产业注入了抗逆增产

的硬核基因，更以“把身子扑下去，让

技术长出来”的实干，诠释了新时代农

业科技工作者的赤诚情怀，他与他的

团队用科技与创新带领薯农一起创造

“甜蜜”生活。

科技赋能甘薯产业点亮新“薯”光
□本报记者 吴苗苗 李佳琦 刘飞

在保定，有这样一个家族，他们以

酱园为掩护，用酱坛传递情报，为革命

事业默默奉献；他们将“爱国爱家 清

白做事”的家训代代相传，让红色基因

融入血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

讲解员赵天翼一家三代的故事，犹如

一部鲜活的革命史，诉说着家国情怀

的永恒力量。

故事要从赵天翼的太爷爷赵少农

说起。作为民国时期保定酱业公会会

长，赵少农表面经营着槐茂酱园，实则

是当时地下党组织的重要联络人。在

1942年的槐茂酱园后院，赵少农在给

黄酱封口时，用独特的方式传递情报：

他以拇指在湿泥上摁下的指纹，实为

日军巡逻时刻；用酱料发酵时长对应

军情紧急程度——“七七四十九日”代

表“立即转移”“九九八十一日”则表示

“安全汇合”。1943年大雪夜，载着

“特制酱坛”的骡车从保定老城西偏门

出城，车辙印里撒落的酱渣，为八路军

标出一条避开雷区的生路。

受父亲影响，赵天翼的爷爷赵守

祥和家中兄弟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早期地下组织，投身革命事业。1948

年深秋，25岁的赵守祥在酱缸底勾出

标注国民党军火库位置的暗号，将解

放区送来的情报藏进酱坛夹层。在运

送途中遭遇哨卡检查时，他凭借机智

与胆识，用浓烈的酱味和酱豆成功“蒙

混过关”，将重要情报安全送出。那些

年，酱园的灰布衫、沾着酱渍的千层底

布鞋、空心的独轮车辕木，都成了传递

情报的工具。

这些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成了

赵天翼家最珍贵的传家宝。赵天翼

从小听着太爷爷和爷爷的故事长大，

家中那口藏着“打鬼子时铁片子”的

酱坛，更是她童年的深刻记忆。每年

腊月廿三祭灶王，奶奶都会用新酱抹

在坛身裂缝处，这一仪式不仅是对老

物件的珍视，更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

期许。

如今，27岁的赵天翼在留法勤工

俭学运动纪念馆担任讲解员，继续讲

述着保定的红色记忆。她的讲解器里

循环播放着留法勤工俭学的历史，展

柜里旅法华工的家书承载着深深的思

念。在她看来，太爷爷的酱坛腌着地

下党组织的密语，爷爷的钥匙转动了

保定的黎明，而她手中的讲解器，则传

递着更广阔的红色历史。

从革命年代到和平时期，赵家三

代人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爱国爱家

清白做事”的家训。这份家风，早已化

作星火融进山河，成为民族血脉里永

不消散的信仰。正如赵天翼所说：“当

无数个这样的故事在岁月里发酵，便

凝聚成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新时代的今天，红色家风不仅

是历史的印记，更是激励我们前行的

力量。爱国爱家的情怀可以通过平凡

的岗位、点滴的行动得以传承和发

扬。赵家三代人的故事，是对红色家

风最好的诠释，更是对革命精神最生

动的传承。

酱坛里的红色密码 三代人的家国情怀
□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 马晨辉 马书广

本报讯（记者郑建卫）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80周年，在国家文物局和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省委宣

传部指导下，四省文物局联合主办、四省博物院（馆）共同承办的“山

河永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革命文物展”，于6月30日在河北博

物院9、10号展厅正式开幕。

展览精选河北博物院院藏革命文物324件套，其中珍贵文物233

件套，首展文物占展出文物的90%。

本次展览通过“山河星火——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山河脊

梁——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山河众志——晋冀鲁豫抗日

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山河永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和晋冀鲁豫的历史使命”四个部分，全面回顾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的伟大历程，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弘扬

伟大的抗战精神、太行精神。展览将持续至10月10日。

“山河永固——晋冀鲁豫抗日根
据地革命文物展”在石家庄开幕

马志民马志民（（左二左二））与团队成员查看红薯苗长势与团队成员查看红薯苗长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苗苗吴苗苗 摄摄

近年来，广平县胜营镇积极发展健康产业。其辖内企业河

北坊厢食品有限公司将新鲜果蔬与优质面粉相结合，采用无盐

配方、低温烘干工艺制成的七彩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果蔬的天

然营养，深受消费者欢迎，成功打开了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市场

大门。 刘书振 摄

本报讯（长城网·冀云客户端记者张谢雅 李皓）6月29日，雄安

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汇科创园圆满

落幕，经过保定、雄安、沧州三地专场赛的现场比拼，最终81家企业团

队的92项作品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此次大赛由雄安未来之城场景汇组委会主办，河北省交通运输

厅承办，聚焦低空经济全产业链技术创新与应用场景前沿技术，设置

无人驾驶航空器整机及关键零部件、低空交通新型基础设施关键技

术及产品、低空飞行服务应用三个赛道。

决赛现场，三个赛道的参赛项目同时进行比赛，各企业团队充分

展示了低空交通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和解决方案。现场提问环节，

评委直击技术痛点和落地实施可能，参赛团队凭借扎实的技术积累

和充分的预案准备，对答如流，现场互动精彩纷呈。

本次决赛邀请到30位低空领域专家、创投机构负责人及需求单

位负责人组成评审团，采取“10+5”路演答辩评选模式，参赛选手通过

PPT展示、视频、实物展示介绍项目情况，评委从经济性、稳定性、安

全性、可推广性、功能实现程度等维度进行综合打分，最终各赛道评

选出一、二、三等奖及若干优秀奖。

比赛期间，还开展了科技、产业、资本对接活动，吸引了参赛选手

与低空行业龙头企业、创投机构对接交流。目前已有24家企业有落

地河北意愿，涉及无人机制造、智慧巡检、低空运动等项目。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铁路民航处副处长肖帅介绍，这次比赛，来自

外省的企业超过了70%，比赛专门邀请了多个有关地市、省直部门、

招商团队共同参与大赛，搭建了“技术＋资本＋转化＋落地”的多重

对接平台，推动更多领先的技术成果、优秀的企业项目在雄安及河北

落地转化。

92 个项目亮相雄安低空
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

（上接第一版）
在河北省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项目现场，新来的技术人

员刚进工程一线对施工流程

不熟悉，技术要领不到位，做

事少不了磕磕绊绊。好在有

师傅带着，“传帮带”作用充分

发挥，让更多新职工激发成长

动力和创造热情。

为加强自有职工队伍建

设，提高新入职毕业生的管理

和技能水平，河北省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优秀毕

业生和优秀带徒师傅的评选

办法》。优秀毕业生可以入选

公司优秀人才库，作为后备人

才进行重点培养，在转正定级

时上调一级岗位工资。

“毕业生招聘方面，我们

与燕山大学、河北大学、河北

建筑工程学院、辽宁科技大学

等省内外院校建立了良好的

校企合作关系，组织专场招聘

会并参加校园招聘会，采取线

上简历投递和面试等方式进

行招录，提升招聘质量和效

果。”河北省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周玉前介绍，今年

公司计划招聘263人，已签约

186人。

河北省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长期开展安全培训、项目经

理培训、技术员培训等，通过

多种专业培训提升职工的管

理水平和业务能力。“另外，我

们也提供职务、职级双通道发

展，公司每年会定期组织职称

评审以及职业技能鉴定。”周

玉前说，近年来，公司分别组

织了管工、电工、电焊等工种

的高级工、技师鉴定，为职工

提供了多元的发展渠道。

引人聚才重在拴心留

人。导师“传帮带”助力、拓展

晋升通道、竞聘上岗、待遇有

保障……河北国企逐步构建

科学合理的职业发展机制，提

高人才培养质效，让人才愿意

来、留得住、发展得好。一批

批人才的不断输入，将有力地

促进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加

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上接第一版）涉及中药材基源研究和十五批

药材质量研究、物质基准研究、提取工艺和制

剂工艺研究、半成品和成品质量控制标准研

究、GLP实验室开展非临床安全性研究等一

系列科研工作。仅质量控制标准研究就涉及

中药材和炮制饮片质量评价、标准煎液质量

评价、制剂质量评价、指纹图谱和特征图谱数

据、微生物检测和控制、重金属和农药残留检

测和控制，黄曲霉毒素的检测和控制，提取、

浓缩工艺和制剂工艺参数的控制等上百项检

验和质量控制指标。没有“金刚钻”，完不成

这“瓷器活”。

“研发古代经典名方有五难：处方考证

难、药材选材难、炮制工艺转化难、现代制剂

工艺难、质量控制标准难。”神威药业研发副

总裁孟杰说，经典名方历史久远，存在古今度

量衡差异、药物基原变化、炮制工艺演变、道

地主产区变迁，用法用量不明确等诸多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是一项巨大挑战。

做好顶层设计，党员带头攻坚，团队分工

协作……为确保好方变成好药，神威药业科

研团队从药材源头做起，开展全国性资源评

估，优选道地药材，采用先进的数字化提取、

浓缩、干燥、制粒等工艺，建立起由药材到饮

片再到制剂的全过程质量控制体系，保证了

产品质量稳定安全可控可追溯，实现了经典

名方向现代中药新药的科学转化。

党旗飘扬，首战告捷。神威药业科研团

队乘势而上，目前已经启动了近百项经典名

方新药的研发，在新赛道上加速奔跑。

高水准的现代中药，离不开先进数字化

设备的加持。

入夏以来，位于石家庄栾城区的神威药

业智慧工厂项目现场一片火热。三座现代

化厂房主体已完工，内部设备安装正在紧张

进行。

“这个智慧工厂是为适应现代制药工业

向高端、绿色、智能方向发展趋势，着力打造

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数字化工厂。”霍会斌

说，工厂引入了工业4.0、连续制造等灯塔工

厂理念，采用国际先进制药装备，应用5G、

AI、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将先进的

人机协同、工业互联网与中药技术深度融合，

能实现物料从进厂到生产、检测、包装、出厂，

全过程数字化、无人化运行。

项目一期智能仓储部分预计8月竣工，

可实现中药材自动化处理，投产后，中药材储

存能力达1.1万吨，年加工4万吨，将极大提

升企业中药材存储、管理及配送效率。

不久前，经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

中心评估，神威药业数字化供应链成熟度等

级达到集成互联（L3）级别。

“中药现代化的方向在哪里？以‘智’跃

升、向‘新’求变是必经之路。”霍会斌说，下一

步，他们将继续以党员先锋为引擎，把更多经

典良方变成“中国好药”，打造升级版“中药

PLUS”，让古人的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更强、更

旺盛的生命力。

河北国企抛出人才“橄榄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