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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出台20项养老服务清单
解决老年人的“急难愁盼”

璧山区科协调研
农村科普基地建设情况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提提
升升全全民民科科学学素素质质在在行行

动动

夏天供电“法宝”
特高压

江津区科协开展
急救知识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万萍）为进一步提
升青少年急救意识，正确应对自然灾害和
突发危险，日前，江津区科协、江津区阳光
社工在桥南社区儿童服务站开展急救知识
宣传活动。

科普志愿者通过PPT讲解的方式向桥
南社区儿童服务站的小朋友们科普了止血
包扎、心肺复苏等急救理论知识。随后，借
助模型让小朋友们现场练习，正确掌握伤
口包扎、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的详细操作
步骤。接着，小朋友们在科普志愿者的引
导下学习了逃生结的系法。活动结束后，
有朋友满脸兴奋地说道：“怎么处理伤口，
我学会了，怎么打逃生结，我也学会了，以
后我也可以帮助别人了。”

武隆区科协志愿者
进村宣传流感预防知识

本报讯（通讯员 郑洁）为了提高群众
预防、应对季节性流感的能力，武隆区科协
科普志愿分队日前在平桥镇红隆村开展

“预防季节性流感”等科普宣传活动。
“天气热就怕得流感，听了科普知识心

里就踏实了”村民李大姐说。活动中，志愿
者们从什么是季节性流感、季节性流感的
征兆、如何预防季节性流感、应对季节性流
感的有效方法等几个方面，向村民展开宣
传，帮助村民科学应对季节性流感。同时，
志愿者们借助“乡村振兴暑期公益课堂”平
台，向村里的中小学生们讲解了如何预防
中暑等生活小常识。活动现场发放相关宣
传资料共计80多份。

綦江区举办暑期科普讲座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

本报讯（通讯员 龙小姗）日前，綦江区
2022年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和近视防控
科普讲座暑期活动启动仪式在文龙街道九
龙社区会议室举行。活动由区科协、区社科
联、区民政局联合主办。

活动期间，区心理学会专家运用丰富的
心理学知识，结合现实生活，图文并茂地带
来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区惠视眼科医院专家则围绕什么是近视、近
视的原因及危害、如何科学防控近视、近视
后如何控制度数增长等四方面展开讲述，倡
导青少年养成良好坐姿习惯，合理用眼时
间，正确用眼距离，均衡膳食结构，坚持户外
运动，定期检查视力，科学防控近视。

近日，渝北区民政局出台20余项养老服务清单，明
确了基本养老服务为了谁、怎么服务、由谁提供服务等问
题，通过老年人助餐助浴、家庭适老化改造等实打实的

“干货”，托起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据了解，渝北区民政局今年推出20余项养老服务

清单，包括依托有资质的养老服务机构，为中度失能、
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远程监测、安全协助等基础服务6
项；送餐、皮肤护理、康复锻炼等自选服务14项。其中，
低保家庭中的老年人政府补贴100%，除低保、特困之外
的其他低收入老年人政府补贴30%，普通老年人政府

补贴70%。
为满足老人的多元化养老需求，渝北区民政局按照

“养老服务清单”内容，建立了街道中心、社区养老服务
站、养老机构“三级联动·中心带站”模式和“数字+人员”
双护工、AB角互助模式。截至今年5月，已为双龙湖街
道、龙山街道的40余名中度、重度失能老年人办理了家
庭养老床位服务包，提供一对一或二对一的照护服务，为
龙溪、龙塔、仙桃等7个街道的104余名老人提供生活协
助、家庭适老化改造、慢病康复等点餐式的普惠服务670
人次。

（重庆市民政局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江丽）近日，璧山区
科协调研组来到八塘镇凉水樱桃科普基
地，调研基地生产经营和科技推广普及等
情况，为基地发展“把脉支招”。

调研组实地查看了基地樱桃种植园、科
普宣传专栏等建设情况，与基地负责人深入
交流，详细了解了基地生产经营、农技培训、
农村科普、辐射带动等方面的情况。调研组
充分肯定了基地在推广樱桃种植新品种、新
技术方面取得的工作成绩，并针对基地建
设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指导性
意见建议。区科协领导强调，基地要通过
技术培训、技术推广、科普员现场指导等，
将科技要素引入农村，带动农民增收。

电压与电压分级

简单地说，特高压就是电压等级特别高的电压。
多高才算高呢？这就要从电压与电压的分级说起。

电压，也被称作电势差或电位差，是衡量单位电荷
在静电场中由于电势不同所产生的能量差的物理量，
国际单位制为伏特（简称伏）。电压按等级可分为低
压、高压、超高压和特高压。在我国，低压为220伏和
380伏，高压为10~220千伏，超高压为330~750千伏，
而特高压是指±800千伏及以上的直流电和1000千伏
及以上交流电的电压等级。

低压是生产生活用电压，涉及有一定距离的电力
传输，通常就得采用高压、超高压和特高压。在采用特
高压输电技术输送电力时，发电厂发出的电先要通过
升压变压器将电压升高至特高压等级，然后待到达用
电地区后，再通过降压变压器将电压降至220伏或380
伏供用户使用。

为什么要将电压升到那么高来进行传输呢？目的
是为了电力传输的长距离、大容量、低损耗。

为何要用特高压输电

输电线路就像一条公路，电流所带的能量就像公
路上的汽车，要想“汽车”开得远、开得快，就必须加大
电压，扩宽“道路”。而特高压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帮助
化解拥堵问题。

我国80%以上的能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而75%
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部和中部，供需端相距约800~
3000千米。并且用电量极大，2015年仅江苏一个省份
就和德国全国的用电量相当。每天都有巨量的电流

“奔跑”在西电东输的长距离“道路”上。
但电流太大会引起电线发热，造成安全隐患，同

时还会在输送过程中损耗，怎么办呢？方法就是升高
电压。根据欧姆定律，在相同输电功率的情况下，电
压越高电流就越小，输电过程中对电能的损耗就会越
低，同时还能降低因电流产生的热损耗和远距离输电
的材料成本。在输送功率和输电距离方面，特高压约
等于超高压的4倍；在输电损耗方面，特高压约等于
超高压的三分之一；而在单位造价方面，特高压比超
高压更省，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三，同时还能节省60%
的土地资源。

中国特高压有多“牛”

特高压不仅彻底扭转了中国电力发展长期受制于
煤炭运力的难题，它还充分利用了中西部风能光能等
可再生能源，有力推动了清洁低碳转型。更重要的是
这项技术直接帮助中国掌握了全球特高压技术的话语
权。

目前，我国是唯一全面掌握特高压输电技术的国
家，也是特高压输电领域的标准制定者。例如，特高压
直流输电的核心装备，世界首个特高压柔性直流换流
阀就是由我国科学家研制的。除了攻克特高压输电技
术难点，实现大功率的中、远距离输电之外，我国还实
现了远距离的电力系统互联，建成联合电力系统。

简单说，就是打造了一张国家级别的特高压
电力调度网络，随时可以将电力进行跨省市
的远距离调度。这使得因电力运输不足
而导致的大面积停电事故，成为了人
们遥远的回忆。 （本报综合）

汗流浃背的夏天，人们开玩笑称“全靠
空调续命”，但本质上其实是靠电。没有
电，空调就是个摆设。如今，电，充斥着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旦停电，生活
将会很不方便，更别说在高温天气下
突然停电了。一般来说，要安全、高
效、稳定地将电输送到千家万户，
那就得靠特高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