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宣 实习生 孙广哲

江苏省气象台8月21日16时27分升级发布高温
红色预警信号：预计22日白天南京、镇江、常州最高气
温将升至40℃以上。数据统计，本轮高温过程已持续
近20天，田间作物正经受烈日考验，生猪、奶牛等畜牧
也“不堪重负”。如何降低高温对农牧业的影响？江苏
农科及气象专家在田间地头“破题”。

“藿香正气水、煮绿豆、新鲜西瓜皮等等，都可以加
到生猪的饮水中。”8月21日，在江苏省农科院亚夫科
技服务阜宁工作站，江苏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猪育种
与生产创新团队研究员徐小波经常遇到前来询问如何
解决生猪热应激问题的养殖户。

“连日高温会使生猪容易产生热应激，从而导致免
疫力下降。高温还会加速病原微生物滋生与增殖，使
猪舍内空气质量差，蚊蝇增多，影响生猪健康。”徐小波
说，为此，他连续多日在养猪场指导农户加强圈舍消
毒，抑制病菌和蚊蝇的滋生。

猪舍内外并举、防暑降温也至关重要。“可以在猪
舍外栽种高大树木、藤蔓类植物或搭建临时遮阳棚来
遮阴，猪舍里也可以用凉井水喷洒、放置冰块降温，保

持猪舍内良好通风换气。”徐小波建议，可降低饲养密度，提供充足的低温饮水。
如有必要，可以直接喷凉井水，蒸发散热，以防生猪中暑。

高温对畜牧业的影响并不止生猪。“连日来的高温会使奶牛产生热应激，会造
成产奶量下降、生病。”泗洪牧场场长陶招红说。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下属泗洪
牧场有3254头奶牛，好在有江苏省气象服务中心与卫岗乳业组建气象服务团队
支招。团队根据牧场特点研发出牧场气象环境智能监测和管控系统，“我们通过
传感器实时获取温湿度等数据，在数值达到阈值时，风机风扇、喷淋喷雾等设备实
现自动开启或关闭，确保牛舍始终保持舒适状态。”江苏省气象服务中心史潇说。

田间作物在高温面前也经受着严酷考验。“今年降水比往年同期少50%—60%，
全省茶叶种植都受到了影响。”省农科院休闲农业研究所茶研究团队负责人杨亦扬
说，苏北—江淮—苏南的茶叶受灾程度依次增加，“南京高淳的茶叶受灾尤为严重。”

杨亦扬介绍，目前江苏茶叶种植总面积约50万亩。团队调研仪征茶叶种植基
地发现，受灾面积达25%—30%。“有些树梢枯了，有的甚至整棵树都枯死了。”杨
亦扬说，新茶园通常配有滴灌、喷灌设施。但今年持续高温少雨，没有水源即便设
备齐全也一筹莫展，预计茶叶产量减少会带来价格上升。

“常规气候条件下30天成熟的西瓜，今年只要21天。超过24天的西瓜果实就会
过熟，卖不出去。”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蔬菜栽培创新团队负责人、副研究员高文瑞感
叹，今年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造成蔬菜萎蔫、落花落果严重，有些甚至凋萎死亡。

高文瑞介绍，高温下瓜类蔬菜白粉病高发，蔓延速度极快；蚜虫、烟粉虱、叶螨等
虫害容易发生，严重影响蔬菜产量。“持续在高温干旱条件下生长，蔬菜坐果率和果
实发育一定会受到影响。生长、采收、保鲜等都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价格上涨。”

如何减少高温下蔬菜的损失？高文瑞建议将地面全部湿润灌溉改为局部湿
润灌溉，传统放水方式改为间歇放水，促进土壤吸收水分。银灰色地膜结合膜上
或膜下滴灌技术也可以起到更好的保水抗旱效果。“有条件还可以在菜田附近增
加集雨装备，在雨季蓄水以供干旱少雨季节补充灌溉。”

“提升田间管理措施也十分重要。”高文瑞指出，对冬瓜等已在田种植并即将
收获的蔬菜，要争取抗旱保丰收，利用遮阴降温、喷雾降温、叶面喷施外源环境友
好型调控物质等，增强作物的保湿抗旱能力，并适当施肥、加强病虫害防治，以创
造最大经济效益。对于茄子、辣椒、番茄等正处于苗期的蔬菜，高文瑞指出，要喷
施防徒长药剂并培育壮苗，并对定植土壤进行深翻晒垡、高温闷棚、杀虫灭菌。“芹
菜、大白菜、萝卜等蔬菜已进入播种期，要选择耐热早熟品种，并采用营养钵或穴
盘进行育苗，提高成苗率。”高文瑞补充，出苗后要适当喷水保湿，防止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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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晞）记者近日
从省统计局获悉，上半年全省规模以
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5957.6亿元，同比增长3.5%，增速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

在文化及相关产业9个行业中，
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2个行
业延续一季度快速增长态势，比上年
同期分别增长19.4%、14.6%。内容
创作生产、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
渠道、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
化消费终端生产、创意设计服务6个
行业营业收入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比
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6.5%、5.4%、
3.1%、2.3%、2.2%、0.2%。受疫情影
响，以接触性、聚集性服务为主的文

化娱乐休闲服务，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下降25.8%。

文化新业态支撑作用正进一步增
强。以数字出版、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
为代表，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1475.3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5%，增速快于文
化企业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

全省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更加协
调。苏南五市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4403.2亿元，占全省文化产业的
75.6%，是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
支撑；苏中、苏北文化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2.7%、
10.8%，对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作
用增强。

上半年江苏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营业收入5957.6亿元

本报讯（记者 胡兰兰）8月21
日，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视频会议
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分析当前道路交通安全形
势，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副省
长储永宏出席会议并讲话。

储永宏指出，道路交通安全涉
及千家万户，事关国之大者。要提
高政治站位，认清严峻形势，深刻汲
取近期事故教训，切实增强抓好当
前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责任感紧迫
感。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关键环

节，全方位做好管、防、治、建、宣各
项工作，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大排查
大整治，突出源头隐患管控、联动执
法管控、基础设施建设、全民宣传教
育、应急体系建设，一着不让治隐患
堵漏洞防风险。各地各部门要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扛起责任担当，
切实履职尽责，牢牢守住道路交通
安全红线底线，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公安厅通报全省道路交通安
全情况，省交通运输厅、江苏交通控
股公司相关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视频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蔡姝雯）近日，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强全省科技伦理治理的实施意
见》，通过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
会、严肃查处科技伦理违法违规行
为、加强科技伦理教育培训等13条
具体举措推动科技向善，为助力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科技强
省提供有力支撑。

《实施意见》明确，高等学校、科
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是本
单位科技伦理管理的责任主体，各责
任主体要建立健全科技伦理审查和
监管机制，将科技伦理工作纳入常态

化管理，及时化解科技伦理风险。
对于重点领域，《实施意见》提

出，推动从事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
能等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领域的各类
创新主体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
会，并要求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
专业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
容，完善科技伦理学科建设。

值得关注的是，《实施意见》将
科技伦理监管要求落实到省级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的全过程，
并把科技人员落实科技伦理规范要
求的情况作为申请科研项目、评优
评奖的重要参考。

江苏出台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13条”

□ 本报记者 付奇 实习生 贺弈

8月18日，由省工信厅主办的第七
届“i创杯”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在中国（南京）软件谷云密城落幕。经过
持续近一年的激烈角逐、在全国12座城
市举办 37 场路演，当天，9 个项目从
1155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展开“巅
峰对决”。参加路演和获奖的项目，整体
展现出多项技术融合、数字与实体融合
的新趋势。

瞄准痛点，
解锁更多应用场景

底盘，是眼下汽车技术创新的关键
领域，但线控制动、线控传感器等核心技
术大多被外资垄断。苏州海之博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直面这一痛点，带来汽车线
控系统关键零部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形象地说，我们做的是‘智能底
盘’。”该公司CEO张全慧介绍，海之博同
时推进电子真空泵和电子助力器研发，可
解决传统车型制动系统真空不足以及新
能源汽车无真空源的技术瓶颈，满足自动
化驾驶Level 1—Level 5各级需求，加
速其产业化进程。协同产业化，也让该项
目最终摘得本届大赛特等奖。

瞄准产业痛点，解锁更多应用场景，
成为入选总决赛项目的一大特色。截至
去年，中国家电市场规模已达8811亿
元，市场广阔但趋于饱和，如何从“红海”
突围？发展智能家居成为一个方向。

“一个个比名片还小的微流体芯片，
让洗衣机长出‘大脑’。”南京一目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CEO陈天一描述了“未来洗

衣场景”：可通过感知衣物状态、材质，自
动判断洗衣液用量，并通过分析洗衣状
态，计算衣物洗净率，最大程度降低能
耗。一目科技研发的智能洗衣机器人，
搭载了在线水质检测预警系统，该系统
还可应用于洗碗机、果蔬机、净水器、冰
箱等电器甚至血氧检测中。

同样已是“红海”的，还有国内电商
领域。Desty公司选择“电商出海”，拼
出一条电商“新丝路”。2020年6月启
动的Desty是在印尼颇具影响力的电商
平台，“我们一方面将国内经验带到当
地，另一方面从本地化做起，读懂当地人
群喜好，逐渐形成社交流量，再通过电商
平台将其变现，实现商品交易总额的高
速增长。”该公司CEO王维介绍，他们计
划从印尼市场切入，目标是到2025年成
为东南亚最大的电商解决方案公司。

数实融合，
转向产业互联网领域

只有苹果大小，却可比肩国际主流
产品的高精度微型中远距离激光测距
仪；将自主研发的图像处理算法与相机
硬件结合、大幅拓展应用场景的智能
CIS（接触式图像传感器）扫描相机……
瞄准一个“窄领域”、做“专精特新”智能
部件，这样的项目越来越多。

将数字科技引入农业生产，是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一环。而在推动传统
农业生产方式智能化改造方面，农用无
人机走在了前沿。

作为专业的农业无人机制造商，拓
攻（南京）机器人有限公司这次带来了

“丰鹏300”农用无人机。“农业无人机几

乎一年就要更新一代，新一代‘丰鹏
300’堪称‘傻瓜无人机’，不但操作易上
手，还有全自主作业模式。”公司副总经
理张逸群介绍，“丰鹏300”搭载了精准
喷洒计量系统，还能回传前后方实时画
面，40米外检测前后障碍物并自主绕
行，每天可完成1800亩施药任务，对比
人工打药，效率提升180倍。

手机摄像头电机马达是摄像头模组
的核心功能组件，也是制约摄像头性能提
升的瓶颈所在。“目前仅电机马达这一领
域的市场规模就达到24亿美元，国内包
括手机、模组和马达商在内的全产业链，
对新型驱动技术都有强烈需求。”谐振机
电精密技术（苏州）有限公司CEO吴越
说，他们带来的手机摄像机压电马达项
目，采用颠覆传统音圈电机的压电驱动技
术，是在两项国家“863”计划项目和9项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研究基础上完全自主
开发的，有望改变国内厂商在高端驱动器
市场上受制于国外技术的局面。

连续出席多届比赛的省工信厅副厅
长池宇表示，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
入新一轮发展期，“i创杯”参赛项目也逐
渐由消费互联网领域转为产业互联网领
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进一步
融合发展的趋势明显，项目的积累突破
也有利于为江苏制造业“智改数转”探寻
新路径。

以赛促产，
让更多项目落地开花

记者发现，“具有成长性”成为此次
获奖项目的共同特征，多家企业已成长
为细分行业“领跑者”。

从最初研发阶段只有几人的小团
队到如今年销售收入近6000万元，从提
供机器人产品到为许多工业场景提供无
人化智能运维及巡检解决方案，成立于
2011年的南京天创电子曾于2018年获
第四届“i创杯”大赛一等奖，如今已成为
能源行业智能运维的佼佼者。

“当年比赛期间听取了很多评委的
建议，还看到了其他企业的成长规划，这
些对我们启发很大。”南京天创电子合伙
人、财务总监姜红杉说，2018年以后，公
司不仅抓住了电力出海的机遇，还迎来
了“新基建”的风口，并立下了做智能运
维和巡检机器人领域“大疆”的目标。

以赛促产，这样的案例会越来越
多。本届决赛期间，除了路演，组委会还
为“创客”们安排了特训营、项目成果展、
投融资对接会、创客沙龙等配套活动，这
让获得二等奖的江苏悟空风行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何峥晖印象深刻，“我们创业
者需要这样的平台，整合互联网各界资
源，增进创新创业文化交流机会。”

“i创杯”大赛不仅是展现行业技术
趋势的“展演台”“练兵场”，更是“孵化
池”。记者了解到，七届大赛已在全国
20个城市举办200场巡回路演，累计
300多家创服机构、200余家投资机构
的600位投资人参与，前六届决赛项目
中，共有198个项目获得融资，融资总额
达105.3亿元。

一批大赛获奖项目落户、成长，也让
多届赛事的东道主南京软件谷实现了产
业提升。“我们希望继续放大赛事溢出效
应，让更多项目落地开花，助推‘软件谷’
向‘数字谷’迭代升级。”中国（南京）软件
谷管委会主任孙中华说。

“i创杯”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展现行业新趋势——

数实融合，是“展演台”更是“孵化池”

本报讯（刘慧洋 吕凯旋 安中
玉）8月20日，江苏省海洋资源开发
技术创新中心在连云港市揭牌成立。

省海洋资源开发技术创新中心围
绕海洋生物技术、海洋装备技术、海洋电
子信息技术三大领域，为行业提供“技术
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服务，目标是
打造全国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基地和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集群，铸造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核心竞争力。

创新中心坚持科学家、企业家双
轮驱动模式，每个平台的团队均由顶
级科学家+骨干科学家+项目经理

（企业家）组成。与共建单位和合作
科研院所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吸引一
批科技企业与创新创业团队共建联
合研发中心。创新中心拟建设“六中
心四平台”，按照“通盘考虑、分步实
施”的原则，一期建设项目主要有蓝
碳实验室、现代贝藻类育种研发中
心、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揭牌仪式上，连云港市政府与中
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签约共建深海
技术研究中心，省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创新中心与4家海洋高校院所、8家
海洋科技创新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省海洋资源开发技术创新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 倪方方）记者日
前从省司法厅获悉，《江苏省推进长
三角区域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
通”若干规定》进入审核阶段，新规对
社保卡制发、一卡通应用、数据管理
及安全等作出细致规定。三省一市
人大常委会将协同立法，同步审议各
自规定。

截至目前，江苏社会保障卡累计
持卡人数达9335万，电子社保卡签
发人数3985万，其中迭代换发第三
代社会保障卡1076万张；持江苏第
三代社会保障卡可以在全省交通出
行和全国318个城市实现“一卡通
行”，在全省234家4A级以上重点
旅游景区和105家市级以上公共文
化场馆实现“一卡通用”，“宁镇扬”

“苏锡常”“通泰盐”“徐淮连宿”四大
片区实现交通出行同城待遇。

但随着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
卡通应用范围越来越广，迫切需要跨
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协调联动，通过
立法推进拓展“一卡通”应用领域和
应用范围提上日程。

规定明确，长三角区域社会保障

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是指在长三角区
域内，以社会保障卡作为载体，率先
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以
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金融服务等
领域实现一卡多用、跨省通用。社保
卡一卡通应用，包括拓展应用服务、
身份凭证应用、社保应用、就医应用、
交通应用和文旅应用、教育应用、金
融功能应用、创新应用等。

新增教育应用、金融功能应用
和创新应用。比如，鼓励长三角区
域依托社会保障卡实现学生刷卡入
校、图书借阅、食堂就餐、学费缴纳
等场景应用和国家助学金、奖学金
等补贴发放。鼓励各地推进财政供
给人员工资待遇通过社会保障卡发
放，鼓励企业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
员工工资待遇；对农民工工资卡实
行一人一卡，鼓励使用本人的社会
保障卡领取工资，工资代发银行不
得拒绝；鼓励利用社会保障卡缴纳
水、电、气等公用事业费。拓展社会
保障卡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应用功
能，推进在个人消费、社区服务、单
位管理等场景应用。

三省一市
协同推进“一卡通”立法

□ 本报记者 严磊
通讯员 张周楠

上午9点，记者走进南京动车
段南通动车运用所检修库，一股热
浪袭来。当天维修的车辆不多，前
两条股道上依次停着4组列车，57
名工人三五一组，正在给列车“消
暑”。“动车医生”罗炎推着一台超声
波探伤仪挨个检测车轴。见到记
者，他抹了一把汗说：“暑运高峰，我
们的工作就是预防列车‘中暑’。”

热辣的阳光透过透明盖顶，检
查库里很是闷热。6条红色股道
南北贯通，与库外铁轨连成一线。

“检修库的铁轨与沪苏通、盐通、沪
蓉等高铁线连通，这些线路上的动
车组都会到我们这里来检修。”
CRH2A-2157 号列车停在第一
条股道上，在高温天连续运行6万
公里后，迎接它的“消暑”套餐是动
车二级检查维修。

“蓄电池、配电柜的检查和空调
散热系统维护是我们夏季检修工作
的重中之重。”罗炎是CRH2A-
2157号二级维修的工长，早上7点
半就赶到现场进行调度。

“实测总电压96.2伏特，第一块
12.8伏特，第二块12.8伏特……”地
勤机械师苏剑的蓝色工装已经湿
透，汗水顺着头发模糊了眼睛，他
用袖子一抹，熟练地拉出动车车厢
内的蓄电池组，对电池外观、电压

情况一一检查，上午8点开始工
作，他要检查库内4组列车共12
组蓄电池，“蓄电池的标准总电压
检查很重要，如果低于94.5伏特，
列车将无法启动。”

“每节车厢都配备多个配电
柜，里面的线缆和开关密密麻麻，
控制着列车运行的方方面面。”确
认列车蓄电池处于优良状态后，他
们马不停蹄转战车厢内部。罗炎
检查确认开关所在位置无误后，戴
着绝缘手套逐一轻点接线端子，

“检查配电柜靠的是眼睛和双手。
轻轻一点，端子容易弯折，说明这
根电线有老化风险，如果不及时更
换，轻则列车门会出现开关障碍，
严重的话还会引发电火灾。”

“暑运是我们一年中的工作高
峰期。”罗炎说，今年是他在动车所检
修库工作的第8个年头。看似“简单
重复”的劳动，其实更考验专注力和
责任感，任何一个小环节的疏漏，都
会给列车行驶带来无法预料的危险。

检修库两头贯通，无法安装空
调，为了给工人消暑降温，地面上
每隔数十米就架有一台大功率电
扇。罗炎休息片刻，在地沟打着手
电检查车厢的空调系统，“蒸发机、
冷凝机和风扇要清洗到流下的都
是清水为止，所有滤棉都要重新更
换，这样才能保证列车的空调系统
安全平稳运行，保证旅客有清凉的
夏日出行体验。”

“汗蒸”里做完
动车“消暑”套餐

省农科院休闲农业研究所茶研究团队工作人员在
田头调研茶叶种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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