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张荣川）“3，2，1，
开始！”日前，在荣昌区国网220kV昌州
变电站测试现场，随着工作人员按下测
试启动按钮，安装在3号主变四周的水
喷雾防护装置瞬间启动，数十个喷头对
着主变喷射水雾，形成了一道水雾屏障。

“当变压器出现火情，变压器会立
即自动断电。”国网永川供电公司建设
部技术员苏家奇一边观察测试现场，一
边介绍，“温度传感器采集到变压器外
壳温度达到105摄氏度的信号后，雨淋
电磁阀启动，同时抽水泵启动开始喷
水，在变压器外部形成全覆盖水雾，60
秒内完成火情控制。”

变电站水喷雾消防系统由水源、供

水设备、管道、雨淋阀组、过滤器和水雾
喷头等组成，通过加压将水滴雾化进行
喷射，其原理是用水形成细小的雾状水
滴喷射到燃烧的变压器，产生表面冷
却、窒息、乳化的综合效应来实现快速
灭火。该系统主要适用于120兆伏安
及以上的主变压器，相较于重庆范围内
广泛使用的充氮灭火装置更加安全环
保，且不具备导电性，也不会给环境和
设备带来伤害。

“经测试，该系统在灭火后没有残
留物。”苏家奇表示，未来在国网220kV
昌州变电站1、2号主变改造中，水喷雾
系统将取代原有的充氮灭火系统，保障
供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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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改善
民生、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近年来，大足区通过中小企业数
字赋能、构建梯次培育体系以及暖心
给力的助企服务，加速壮大中小企业
主体，加快高质高效发展，今年第一季
度实现 GDP192.5 亿元，同比增长
6.8%。

一把产自大足的刀，掏出手机扫
一扫刀身的二维码，就能获取包括产
品名称、刀柄材质、品牌归属、产品质
量、包装规格、生产日期，乃至产品介
绍、品牌故事、防伪标识、购买渠道等
在内的10多项信息。这正是大足建
成投用的国内首个五金制品行业标识
解析二级节点发挥的作用。通过数字
化赋能，大足五金企业搭上了工业互
联网这趟“高速列车”。

“通过智能化升级改造和接入工
业互联网平台，在工序不变、工艺不减
的情况下，一条生产线所需要的工人，

从过去的30人缩减至现在的25人，
一年多来，生产效率提高了约10%，
良品率也同步提高约5%。”重庆桥丰
五金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黎勇介绍
说，接入平台后，企业一年降本增效的
综合收益近百万元。

重庆桥丰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发展
至今，已由过去的一间手工作坊，成长
为一家年产各类刀剪上千万把、产值
超2亿元的规上工业企业，150余款
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该公司只是大足549家五金企业
的一个缩影。越来越多的企业正通过
数字化平台实现生产物资、人力线上
调度，节约生产周期，减少用工量，通
过平台可溯源产品生产环节，精准把
控质量，逐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

“臂厚镗薄、省力好使、耐磨经用，
是大足刀具赢得好口碑的关键。”大足
区经济信息委副主任覃勇说，为大足
五金企业提供数字化赋能服务，就是
要将“小”“散”“弱”的传统五金企业用

“网”链接在一起，从而引导五金企业
内提品质、外拓市场，精益生产、敢于
溯源。

目前，大足已开发完成云智销、云
智采、云智造、云码系统、云ERP、标
识解析二级节点应用、电商平台、生产
制造执行系统、供应协同平台、仓储管
理平台等功能模块。通过赋予产品

“数字身份”，可实现上下游企业标准
化对接、产品质量全生命周期溯源、消
费用户与生产工厂直联，推动企业管
理数字化。目前，大足五金产业工业
互联网平台入驻企业549家，每年企
业平均生产效率提高12%，企业库存
降低21%，交货周期缩短27%，为企
业降本4600余万元。

不只五金产业，在汽摩产业，大足
区依托台铃、金箭等龙头企业加快补
链强链，已集聚汽摩整车生产企业23
家、配套企业100余家，正加快成长为
中国西部重要的新能源摩托车生产与
出口基地。

近年来，大足区聚焦汽摩、五金、

电梯等产业，制定支持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10条政策措施，相继实施了“苗
圃计划”“育林计划”“参天计划”，构建
起梯次培育体系，加速壮大中小企业
主体。截至目前，第一季度新增市场
主体3414户、增长4.2%；规上企业、专
精特新企业分别达到400家、64家。

据了解，今年以来，大足区多措并
举为中小企业提供暖心给力的助企服
务，共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65项任
务，解决企业困难861个。设立7000
万元产业发展资金，搭建起“政银企”对
接平台，帮助1719家企业融资244亿
元，保障企业用工2万余人。启动了全
市首个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进
出口额增长11.7%、出口增长16.8%，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4.5%。

下一步，大足区还将进一步加大
对中小企业的帮扶力度，坚持管理和
服务并重，坚持帮扶和发展并举，强化
政策惠企、服务助企、环境活企、创新
强企，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全力推动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5月20日，位于永川区临江镇的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临江加压站，施
工人员正在进行泵房上部梁柱、泵房
下部技术供水管安装、2#调蓄水池基
础开挖、管理楼基础开挖。

据了解，由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

公司重庆市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
EPC 总承包部五分部建设的临江加
压站，是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中装机
容量最大的加压泵站，也是目前唯一
的一级加压泵站工程。临江加压站
将从永安隧洞中引出的长江水经过

加压输送到黄瓜山高位水池，主要承
担永川、大足、荣昌等地的供水任
务。目前，该五分部正按专项方案有
序进行施工，下一步将全力推进泵站
各项施工建设。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新华社电（记者 郭爽）在首个人
类基因组图谱发布20年后，第一个人
类“泛基因组”草图在最新一期英国《自
然》杂志发布，旨在更完整描绘遗传多
样性。

泛基因组指人类群体基因序列的
总和。“泛基因组”草图由人类泛基因组
参考联盟制作。这一国际项目于2019
年启动，旨在绘制完整的人类遗传变异
图谱来创建一个综合参照物，帮助科研
人员与其他基因序列进行对比。研究
人员认为，这将有助于研究基因与疾病
间的潜在联系。

2003年，科学家们宣布，人类基因
组序列图谱绘制成功，绘制了约92%
的基因序列。2022年，首个完整人类
基因组序列发布，填补了人类基因组计
划留下的空白。与前述两次基因主要
来源于一个人不同，“泛基因组”草图是
包括非洲、亚洲、美洲和欧洲的全球多
地47人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合集，
地域和种族构成更多元化。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
分校的一名研究人员说，“泛基因组”草

图的发布，就像从黑白电视时代进入了
1080p超清分辨率画质时代。

平均来说，人类共享约99.6%的基
因组，但剩余约0.4%则导致了人们眼
睛颜色、身高和其他差异。绘制完整、
有代表性的“泛基因组”草图也因此意
义重大，可对人类基因和疾病研究提供
可靠的参考。

研究人员指出，与使用原始的线性
参考基因组相比，“泛基因组”使他们能
够识别出更多的基因结构变异，比如基
因复制或缺失等较大的基因组变动。
研究人员计划不断完善人类基因组图
谱，旨在到2024年年中对350人进行
测序。

相关系列研究论文已分别刊登在英
国《自然》《自然·生物技术》等期刊上。

本报讯（通讯员 何冬梅）近日，铜
梁区安居镇联合中国电信铜梁分公司举
行了数字乡村建设工作启动仪式。

会上，中国电信铜梁分公司相关负
责人围绕数字乡村的概念、数字乡村建
设内容等方面，为镇村干部培训了相关
知识。据了解，为了夯实数字乡村基
础，中国电信将投入650万元用于安居
镇数字乡村建设，将每家每户都有的电
视机“变身”为集党建、法律、政务、新
闻、宣传、服务等于一体的综合信息服
务电视屏，助力“互联网+政务服务”向

乡村延伸，加快乡村治理规范化、数字
化建设步伐。

学习培训后，大家纷纷表示，将加
强数字乡村建设相关知识宣传推广，加
深群众对数字乡村建设的认识和了解，
让农村居民也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便
利与高效。“为赋能乡村振兴健康快速
发展，我镇与铜梁电信就数字乡村建设
签订了合作协议。接下来，我们将努力
创造条件，争取尽快建好村级数字乡村
平台，让村民享受到现代科技的成果。”
安居镇相关负责人彭扬林说。

大足区数字赋能中小企业构建梯次培育体系 铜梁区安居镇启动数字乡村建设

荣昌区昌州变电站水喷雾消防系统测试成功

第一份人类“泛基因组”草图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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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

有序推进渝西水资源
配置工程临江加压站施工

黄桃翠：

每一朵油菜花都是百姓给我的奖章

人物简介>> >>
黄桃翠，土家族，1978年出生，中

共党员，党的二十大代表，重庆市农业
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重
庆市油菜产业体系首席专家，重庆市
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理事，重庆青
年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重庆英才·创
新领军人才。主要从事油菜遗传育种
研究工作，是“庆油系列”油菜品种的
创始人，主持培育了多个油菜新品种，
在优质高产的基础上实现了特高含油
率育种的跨越。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巾帼建功标
兵等荣誉称号。

□记者 曾露娇

她，以第一完成人成功培育6个超
高含油量油菜新品种……

她，曾两次刷新我国油菜含油率最
高纪录，其中“庆油8号”含油率高达
51.54%……

她，让农民种植油菜实现了“两碗
菜籽一碗油”的梦想……

这位攥紧中国人“油瓶子”的她，就
是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表彰，长期从事
油菜遗传育种研究工作的重庆市农业
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黄桃翠。

让老百姓油瓶子里多装中国油

18年前，黄桃翠还在老家湖北恩
施一所高中执教。没有任何人料到，
2005年，一篇名为《一颗种子要改写世
界油菜历史》的新闻报道会彻底改变她
的人生轨迹。

报道讲述了西南大学教授、著名油
菜专家李加纳的故事，一位年仅43岁
的教师，用20年的心血和汗水，建立了
黄籽油菜育种技术体系，成功培育出了
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油菜品种。

当年，28岁的黄桃翠觉得这个培
育过程特别新奇，就像着了魔一样，陷
入了深深的沉思中，“我能不能成为第
二个李加纳？”

黄桃翠暗自下决心，走前辈科研之
路。次年，她考上西南农业大学作物遗
传与育种专业（现西南大学）的研究生，
师从李加纳，自此开启了油菜科研历程。

通过李加纳教授的指导，辅以储备
丰富的油菜新品种的培育母本，她开始
培育自己的新品种，并取名“庆油”，简
明扼要，重庆的好油菜，既是她的期望，

也是她的希冀。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油菜籽生产国，

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油料作物种植规
模、种植业产值和覆盖农民就业数量仅
次于粮食作物。同时，我国也是第一大
油菜籽消费国，但单产和产油量较一些
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加之耕地面积减
少、劳动力不足等多种因素，我国油菜
籽供需缺口较大，主要依靠库存和进口
弥补供应缺口。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老
百姓油瓶子里多装中国自己生产的
油。”黄桃翠说。

于是，她带领团队通过分子育种、
细胞育种等多种现代育种手段，培育出

“庆油3号”，创下了我国油菜含油量最
高纪录。之后培育出的“庆油8号”，则
再次刷新纪录，其含油率高达51.54%。

“近10年时间，我和我的团队研发
的品种，被大面积推广应用，为种源自
主可控，为中国人端牢中国饭碗，提交
了一份科技创新答卷。”黄桃翠感慨道。

油菜花田是科研广袤的舞台

油菜要经过春化才能开花，在重庆
一年只能种一季。为了争取科研时间，
黄桃翠带领团队在夏天选择适宜的地
方再种一季。

她介绍，重庆油菜是9月播种，次
年5月收获，因气候差异，云贵高原可
以5月播种，当年9月收获。正是这种
差异，可以让上半年收获的油菜新材
料，接着下半年在云南又能加代，能把
两年的科研时间，缩短到一年完成。

2010年，黄桃翠第一次去云南的
撒营盘，从老百姓手里租了8亩地，没地
方住，就租住老乡的土坯房子。房梁上
挂满了玉米，每到晚上，房梁上的老鼠
跑来跑去，第二天早上一看，被子上全
是玉米粒，都是老鼠啃食后掉下来的。

“从一开始的害怕睡不着，到泰然处
之，直到后来直接拿起鞋子拍打老鼠。”讲
起这段经历，黄桃翠满脸喜悦。但这条路
到底有多苦，只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培育新品种，是非常不易的事，从

无到有再到优，是实验室彻夜的艰辛，
是田间劳作的汗水，是研究失败的失
落，是找不到方向的迷茫，还有是否坚
持下去的彷徨。过程中的失败，单拎出
来任何一个，也许都足以覆灭微光。但
黄桃翠却一次又一次借着微弱的火苗，
逆风而行。

在业界有一个共识——油菜高油
不高产，高产不高油。“为了培育既高产
又高油的油菜品种，我和团队经过了4
年时间，做了无数次试验，以为已经成
功了，试验室的数据都很漂亮，却没想
到……”提及过往的不好经历，黄桃翠
的眼神有些黯淡。

2013年4月，种在地里的材料感
染了菌核病，这是对油菜品种产量影响
极大的病害。当黄桃翠目睹这个结果
的时候，两腿一软，一屁股就坐到了田
坎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无比难过，甚
至开始怀疑自己能不能完成任务，也无
数次想放弃。

但她没有倒下，她明白成功路上从
来都没有一帆风顺，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她开始找原因，解决
问题，最终摸索出了一套油菜高含油量
的育种方法，并获得了国家专利。也正
是利用这套方法，培育出了“庆油3号”
等一系列特高含油量油菜品种。

晨光洒在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地，远远
望去，好像一片金色海洋。2021年3月，
黄桃翠下乡做调研，穿梭在平坝与高山之
间，一眼就认出了她培育的“庆油3号”。

一个60多岁的老农听说黄桃翠是
育种人，转身就走了。在她纳闷的时
候，老农却手捧一大束鲜花气喘吁吁地
跑来，“黄老师，我种了一辈子油菜，从
没种过像‘庆油3号’这么好的品种，我
5亩地多卖了7000多块钱！”老农激动
地说。

黄桃翠一瞬间开心得像个孩子，此
刻她感觉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这是一种被老百姓认可、被老百姓信
任、被老百姓称赞的幸福，这里的每一
朵油菜花，都是百姓给她的奖章！

“虽然多数时间我住的是简陋的房
子，穿的是沾染泥渍的衣物，太阳把我

的皮肤晒得黝黑，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
就是明星，油菜花田就是我广袤的舞
台！”黄桃翠笑着说。

科技创新是未来农业发
展的必由之路

“从‘庆油’系列到‘晶油’系列，再
到如今我的‘庆康’系列，我们手中的油
菜种子越攥越紧，油瓶子里的中国油也
越来越多。”黄桃翠说。

未来，黄桃翠和她的团队将继续奋
斗在田间地头和实验室，聚焦培育聚合
高含油、早熟性状的油菜新品种，解决
我国稻油轮作茬口问题，扩大油菜种植
面积，同时选育聚合高含油和宜机化性
状的油菜品种，减少机收损失率，实现
油菜机械化，推动实现种源自主可控，
做强民族种业。

“研发绝对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要
多方合作，优势互补。”黄桃翠说，油菜
机械化收割易导致裂荚，油菜籽粒损耗
高达20%左右，“目前，我们已与中国
农科院达成合作，获取到抗裂荚基因，
把宜机化性状的油菜品种作为重点攻
关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种
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

撑，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
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

“科技创新对农业而言至关重要，
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黄桃翠
目光坚定，“科研无止尽，我和团队也不
会止步，我们把目光锁定在十年、二十
年后的百姓所需，我们坚持为农业的现
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当前，重庆正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以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
生活新范例为统领，打造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基地，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探索一条具有重庆特色的城乡
融合发展新路子，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迈出坚实步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重庆打下坚实基础。

谈及之后重庆科技创新工作发展
的重点，黄桃翠认为，想要提升科技创
新力，应加大力度培养创新人才，想要
未来有更好地发展，应提升基础教育阶
段科学教育水平，重视青少年科学普
及，提高青少年综合素养，激发青少年
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
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为之后储备科技
创新人才夯实基础。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
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黄桃翠
寄语广大青少年，一定要找到梦想、追寻
梦想、坚守梦想，经过坚忍和磨砺，经过
疾行和奔跑，经过困苦和涅槃，直到实现
梦想。她期待，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能
积极投身到农业农村科技创新发展中
去，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作出积极贡献。

黄桃翠在查看油菜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