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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生活知多少
本栏目由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协办

点睛科技点睛科技

寻找被子植物最早的“红娘”

水上遇险时信号工具如何使用

近日，涪陵
区科协组织科技
志愿服务支队志
愿者深入马武镇
平桥村开展“助
农收砍青菜头”
活动，帮助村民
收青菜头。

通讯员 周
兴林 摄

本报讯（记者 壹刀 通讯员 高小新）2月16日，
记者从重庆高新区融媒体中心获悉，在刚刚召开的西
部（重庆）科学城2022年工作会暨“项目攻坚年”动员
大会上明确，科学城上下要切实把思想统一起来、劲
头激发出来、力量汇聚上来，与时间赛跑、与形势赛
跑、与发展赛跑，人人盯项目、人人抓项目、人人为项
目，推动科学城建设出进度、出形象、出亮点，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市第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据了解，2022年重庆高新区把“大抓项目、快抓
项目”作为鲜明导向。要求科学城上下要牢固树立

“稳”“进”思想，“稳”要靠项目托底，“进”要靠项目来
推动，形象要靠项目来支撑，民心要靠项目来凝聚，
工作要靠项目来接续，信心要靠项目来提振。要坚
持“项目为王”理念，持续发扬“项目建设年”形成的
好机制、好做法、好作风，着力引进建设更多的大项
目、好项目、新项目，推动科学城建设迈新步、开新

局、创新篇。
2022年，重庆高新区要加速形成“塔吊林立、热

火朝天”的建设场面。瞄准重大科技项目储备“再加
力”，紧盯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再加劲”，聚焦校地院
地央地合作“再加压”，加快签约落地释放“投资量”，
加速开工建设形成“实物量”，提速投产达效贡献“产
出量”，吹响功能性设施建设“冲锋号”，按下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快进键”，跑出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加速
度”，打好城市更新项目建设“主动仗”，加强普惠性、
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科学城上下要切实增强“围着项目转、盯着项目
干”的行动自觉。增加净地“交付量”，扩大资金“储备
量”，提升政策“含金量”，做好“加”法，“管”出活力，做
好“乘”法，“服”出效力，做好“除”法，“改”出潜力。项
目强化“专班推进”，督察敢于“亮剑揭丑”，宣传突出

“特色亮点”。
高新区全体干部、员工要着力营造“抓项目比担

当、以实绩论英雄”的浓厚氛围。把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把组织建设推向纵深，把廉政建设贯穿始终，锻造
勇于担当的“宽肩膀”，增强善于成事的“真本领”，锻
炼勤于落实的“硬作风”，把好干部育出来、选上来、用
起来，用好奖优罚劣、容错纠错等制度办法，激励广大
干部职工在“项目攻坚年”的火热实践中经风雨、见世
面、壮筋骨、长才干，打造一支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
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的“战斗部队”。

重庆高新区有关领导表示，科学城是重庆科技
创新的未来，是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承载着全市
人民的共同期盼。2021年深入实施“项目建设年”，
交出了底色好、成色足、特色亮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2022年将深入推进“项目攻坚年”，共建科学城，一
起向未来。

重庆高新区与时间赛跑、与形势赛跑、与发展赛跑

共建科学城 一起向未来

被子植物（有花植物）是当今最繁盛的植物类
群，谁是被子植物最早的传粉者，一直是科学家探
索的问题。达尔文认为，一切类群都应该有一个
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这一反常现象他称为“讨厌
之谜”。

被子植物的繁衍需要传粉，谁是最早的传粉
者？科学家普遍认为是昆虫。昆虫通过传粉行为
充当“红娘”，促进基因流动，实现被子植物的“传
宗接代”。目前，科学家在约1亿年前白垩纪中期
的缅甸琥珀中首次发现了被子植物经甲虫（原始
花蚤类）进行传粉的直接证据，从而填补了早期被
子植物虫媒授粉证据的空白。

人类的大部分食物来自被子植物，90%以上的
被子植物需要昆虫进行授粉。因此，寻找被子植物
最早的“红娘”意义重大，有助于解答达尔文的“讨厌
之谜”。科学探索无止境，被子植
物最早的“红娘”究竟是谁，一直倍
受科学家关注，直到今天，他们仍
期望找出真正的“红娘”。

在江河或海上遇险后，有效地利用各种信号工
具，发出求救信号，会加大得救的可能性。

1.反射光。利用铁或闪光的金属物，将阳光反射
到目标物上。如果阳光强烈，反射光可达15公里左
右，而且从高处更容易发现。

2.信号筒。信号筒有白天用和晚上用两种。白
天用的信号筒会发出红色烟雾，晚上用的时候会发出
红色的光柱，燃烧时间1~1.5分钟。夜间在20公里外
都能看到，白天在10公里内才能看到。

3.防水电筒。可以在夜间发出信号，但最多只能

照射2公里左右。
4.自制信号旗。将布绕在长棒的顶端作为信号

旗使用。
5.海上救生灯。海上救生灯点着后靠海水来发

光，将其浸入海水可连续发光15小时，在2公里远的
地方就可以发现，该工具寿
命为3年。

6.铝制尼龙布。铝制尼龙
布的反光性强，从远处就能发
现，而且也容易被雷达发现。

本报讯（通讯员 周舟）随着气温的回升，在
永川广袤大地上，科技特派员积极行动起来，走
进田间地头、农业园区，为种植户们提供技术指
导服务。

“湿度大，就容易产生灰霉病，还有白粉病，
就要注意常通风，注意观察……”近日，在永川区
十里原乡农业园区，来自市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
所的科技特派员王春萍正和草莓种植户齐玉吉
交流水肥、温湿等管护经验。这段时间正是冬草
莓成熟上市的季节，重庆冬季低温高湿寡日照，
种植高质量冬草莓难度大，半年前，齐玉吉在科
技特派员的指导下，尝试应用无土栽培技术种植
了2.5亩草莓。

如今，在一排排栽培槽中，红彤彤的草莓洁净
美观、香气诱人，坐果态势良好。有了科技特派员
的助力，齐玉吉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来到一个
新的环境，必须由本地的特殊方案来改进一下，推
动技术落地，感谢科技特派员的帮助，指导技术、
管理、适应本地化，提出了不少改进方案。”王春萍
博士介绍，高架草莓无土栽培技术是从国外引进
的一套比较前沿的技术，有很多优势，比如可以节
约肥料、人力，商品果率高，“我们科技特派员的
任务，就是给种植户和服务对象带来最大的收益，
也希望发挥科技优势，助推产业蓬勃发展。”

永川区科技特派员
助力春耕生产

本报讯（通讯员 云苛）近日，科技部办公厅公布
了2021年度“大美科技特派员”优秀微视频作品名
单，云阳县科技局组织拍摄的作品《星河》获奖。

科技部2021年度“大美科技特派员”微视频征集活
动启动以来，云阳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县科学技术
局积极参赛，结合本县科技特派员工作实际，确定以西
南大学科技特派员刘亚敏副教授工作事迹为素材，与西
南大学科技特派员团队共同组织开展微视频摄制。

据了解，自2014年以来，云阳县借助“三区”人才
政策和市科技特派员入乡进村扶贫帮扶项目，累计选

派科技特派员422人次，进村帮扶和服务企业2100次
以上，组织技术培训150次以上，解决技术难题900个
以上，引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500项以上。通过农
科院、西南大学、中药研究院等专家团队努力，引进推
广了柑橘害螨等病虫害防治，菊花钩藤等中药材种
植以及毯苗机插秧、病虫害生物防控、优利有机疏润
营养液肥施用、生猪良繁良育及重大疫病防控等先进
实用技术30余项。

《星河》从一侧面反映了云阳县广大科技特派员
科技扶贫的先进事迹。

《星河》获“大美科技特派员”优秀微视频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