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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汤艳娟）日前，记
者从重庆市农科院获悉，该院农机所科研团队历
时5年攻关，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台榨菜联合收割
机。该设备实现了榨菜切根、打叶、夹持输送、提
升归框联合作业，填补了我国榨菜收获机械化技
术装备的空白。

榨菜制作之前俗称青菜头，全国榨菜种植面
积有300多万亩，其中重庆种植面积占一半以上，
主要分布在涪陵、武隆、万州等13个区县。然而，
重庆地属丘陵山区，山高坡陡，地块小而散，榨菜
种植、管理和采收主要依靠人工完成，生产效率低
下。

从2017年开始，市农科院农机所围绕榨菜机
械化生产开展了一系列试验，先后研发出旋耕起
垄一体机、榨菜播种施肥一体机等技术装备，实现
了榨菜耕整地、播种施肥等关键环节的机械化生
产。但对无损切根、无损夹持输送、茎叶分离等技
术，却一时无法攻克，成为推进榨菜机械化生产的

“拦路虎”。
市农科院农机科研团队为此历经多次技术攻

关、5次设备改进，设计出自适应仿地形割台，解
决了切根难题。科研团队又设计出自适应柔性夹
持机构，实现了青菜头的无损夹持输送。

日前，记者在市农科院农机所榨菜试验田看
到了这款国内首创的榨菜联合收割机。在试验人
员的一番流利操作下，该机器一次性完成切根、打
叶、夹持输送、提升归框等榨菜收货作业。

“收割一亩青菜头，这台机器只需要两小时。”
市农科院农机所所长庞有伦告诉记者，“在实现机
械化、标准化种植的前提下，这款榨菜联合收割
机，作业效率是人工的10倍以上。”

据悉，此次榨菜联合收割机的成功研发，不仅
实现了青菜头的无损高效收获，还集成了榨菜机
械化生产的技术标准。目前，我市榨菜全程机械
化生产技术装备体系已基本形成，为重庆榨菜全
程机械化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

重庆研发国内首台榨菜联合收割机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日前，以
“未来智慧 无限想象”为主题的第五届重庆市青
少年科学素养大赛正式启动，即时起至3月30
日，感兴趣的中小学生可以个人报名或学校集体
报名的方式在大赛官网（http://kx.ktnw.cn）上
报名。

本届大赛由市科协、市委宣传部、市教委、
市科技局、团市委、市社科联、市少工委七部委
联合主办，旨在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的好奇
心和想象力，让更多青少年走进科学、热爱科
学。比赛分为小学低年级组（1—3 年级）、小学
高年级组（4—6 年级）、初中组、高中组四个组
别。初赛以中小学生科学课内容为基础，重点
考察青少年科学知识积累和科学理解；复赛设
有“科学实践”“智能创意”“科幻绘画”“科幻写
作”四个类别的比赛；决赛将统一讲解项目原理
及制作方法，采用标准、客观的评价方式进行角
逐，充分展示学生对科学的理解与应用、科学思
维与实践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大赛首次开展了“科学实
践”“智能创意”项目。其中，“科学实践”项目采用

国际前沿的“交互”试题手段，让学生以线上实验
的方式，安全快速地呈现实验结果，让参赛的青少
年在线探索科学结论、挖掘科学原理；“智能创意”
项目紧跟时代，以人工智能为突破点，利用最前沿
的“人工智能3D创意云平台”，全面融合科学、技
术、工程、艺术、数学等多学科，采用虚拟现实、三
维建模等技术，实现智能搭建、场景设计、程序设
计、虚拟仿真等功能，完成主题任务，让参赛的青
少年可以在线创造各种形态的机器人，培养三维
几何空间感和抽象思维能力，锻炼和启发逻辑思
维和数学思维。

即日起至4月12日，组委会还将组织开展大
赛有奖热身答题活动，形成中小学生学科学、爱科
学的良好氛围。具体可关注大赛微信公众号“课
堂内外少年科学院”。

另据了解，为推动各地区科学教育发展，打造
新时代的科学教师标杆，大赛组委会还将整合科
学教育专家资源与公益力量，开展公益“科学成
长”助力计划，包括寻找科学“好老师”公益行动计
划、科学主题特色活动、科学专家大讲堂、科学教
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等活动。

未来智慧 无限想象

第五届重庆市青少年科学素养大赛启动

上汽红岩推出智能渣土车
违规倾倒超载超速均可智能识别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日前，上汽红
岩一款智能渣土车产品——红岩杰狮C6 8X4正式
上市。该车拥有强大的智能平台和主动监控功能，
能够帮助建筑垃圾处理等行业解决关键痛点。

红岩杰狮C6 8X4智能渣土车搭载有“六定功
能”智能平台，可实现指定时间段开工行驶、指定取
土点装载、指定驾驶员启动车辆，并可指定行驶路
线、限定最高行驶速度、指定消纳场卸土，从而实现
对建筑渣土的产生、收集、运输、处置四个环节的全
天候、全过程、全覆盖监管。

该车还配备防滴漏、防抛洒的全密闭式自动折
叠顶盖、抑制扬尘的立体抑尘雾化喷淋装置，可有效
解决运输车辆扬尘、滴撒漏等问题。

世界口径最大折射光学望远镜
将落地拉萨

据新华社拉萨3月 13日电 (记者 王泽昊
李键)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牵头、西藏自然科学
博物馆等单位参加联合申报的“高海拔地区科研及
科普双重功能一米级光学天文望远镜建设”项目日
前正式启动，这意味着世界上口径最大的折射式光
学望远镜将落地拉萨。

一米级光学天文望远镜将由中国科学家自主研
发建造，建成后，凭借西藏海拔高、观测条件好的特
点，可以进行变星、双星等天体的较差测光，近地小
行星及空间目标监测等多项科研观测工作。同时，
还将深度服务于西藏科普教育。

据了解，下一步西藏还将建设首个自治区（省）
级天文馆，该一米级光学望远镜将会安装在天文馆
上面，进一步完善西藏科普资源。

助推光伏产业集群发展
青海180亿元单晶硅棒项目开建

据新华社西宁3月14日电 （记者 解统强）青
海高景光伏科技产业园50GW直拉单晶硅棒项目近
日在西宁奠基动工。这个项目的落户建设将带动青
海光伏全产业链发展，助力当地打造光伏产业集群。

青海高景光伏科技产业园50GW直拉单晶硅棒
项目总投资约180亿元，主要研发制造大尺寸单晶硅
棒。项目计划分三期投资建设，全部投产后预计可
实现年产值约170亿元。除50GW直拉单晶硅棒项
目落户外，青海省内的光伏智能工厂200兆瓦N型电
池项目已投产，青海亚洲硅业半导体有限公司年产3
万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一期工程去年开工。一系列
光伏产业项目的落地投产，将助推青海光伏产业集
群加速壮大，成为当地特色支柱产业。

2021年度
市级工业园区特色产业基地启动申报

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日前，2021年
度市级工业园区特色产业基地启动申报，合规园区
可在3月31日前向所在地区县经信委或市经信委提
出申报。

此次特色产业基地申报的创建方向将聚焦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及
智能网联汽车、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电子、
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消费品、材料等产业集群，重
点推进工业设计、软件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和节能
环保、安全应急等产业协同发展，计划通过集中创建
一批市级特色产业基地，建设一批个性鲜明、生态完
善、支撑有力、带动力强的特色产业园。

据悉，市经信委支持获批3年以上、产业基础雄
厚、达到创建条件的工业园区申报创建示范基地，力
争全年创建10个示范基地。

日前，在位于重庆高新区的重庆禾裕田精密
电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自主研发的笔电外
壳自动组装线作业。

近年来，该公司以产值的4%持续投入研发，
成立了专门的技术研发中心,打造智能发展新模
式。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