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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复旦-中植科学奖”得主、中国
科学院院士、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教授：

绝大多数时候， 没人知道该如何实现从0到1

的突破，但这就是科学家的工作，也是所有关
键技术突破的基础，更是最优秀的科学家之所
以优秀的原因

茛 李子柒的视频充满了诗意。 视频截图
荩 丁真拿起耳机听马匹声音。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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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重要论述选编》英文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3 ?电 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 》 英文版 ，

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 中文

版， 已于 2020 年 10 月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 收入习近平同志有关

重要文稿 43 篇 。 为便于国外读者

阅读和理解， 英文版增加了注释和

索引。 该书英文版的出版发行， 有

助于国外读者全面深入了解习近平

同志关于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和实践， 了解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 快速实现经济社会恢复和发

展付出的艰辛努力、 取得的显著成

效 ， 对于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

制度巨大优势和深刻理解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内涵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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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身为

“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其“身高”是

何时超过4600米的？ 国际学术界过去

的主流观点认为，早在4000万年前其中

南部就已达到此高度。我国科学家根据

首次精确测定的青藏高原中南部新生

代地层年代序列发现，该区域4000万年

前“身高”尚不足2300米，直到2600万年

至2100万年前， 才可能达到3500米至

4500米。日前，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科学

进展》在线发表了这一改写青藏高原隆

升和生态环境历史的结论。

青藏高原的隆起过程及其对亚洲

和全球气候、生物演化的影响，一直是

地学前沿科学问题。 不同高度变化历

史意味着不同的隆升过程和驱动机

制， 导致的气候环境和生态效应变化

也完全不同。

伦坡拉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中南

部，这里堆积了青藏高原“身高”达到

4000多米时最全最连续的新生代地层，

是研究青藏高原构造、气候、生态最为

关键的地区之一。科学家已从该区域地

层中发现了大量热带棕榈、樟树、攀鲈

鱼、水蜘蛛等化石和多层古土壤及火山

灰，它们详细记录着青藏高原中南部隆

起和气候环境的变化历史。

2006年， 外国科学家通过对该区

古土壤钙结核氧同位素比值的测定，

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称“约4000万

年前， 青藏高原中南部隆起到现今海

拔约4600米高度”。 该观点成为国际学

术界的主流认识，以此为基础，后续有

近千篇地质机制模型、亚洲季风和内陆

干旱演化等诸多学科研究的论文发表。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经过持续

十多年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新生代环境团队方小敏研究员

等， 联合中科院院士、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王成善教授团队，以及兰州大

学等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大学， 首次精

确测定和建立了青藏高原中南部伦坡

拉盆地约4100万年至2150万年前的新

生代地层年代序列。

研究团队对伦坡拉盆地北部达玉

山山前近2000米新生代地层剖面进行

了系统的古地磁年代测定， 对剖面上

发现的三层火山凝灰岩和沉凝灰岩进

行了绝对年龄激光测定， 首次获得了

伦坡拉盆地早新生代连续高精度的磁

性地层年代序列。研究认为，该区域古

土壤的年代约为2600万年至2200万年

前， 热带动植物化石的年代为约3900

万年前。

利用年代测定结合盆地古高度与

构造演化推断， 伦坡拉盆地具有明显

的两期形成演化和变形历史： 早期约

4200万年到2500万年前， 以每百万年

约100米的速度缓慢变形沉陷；晚期约

2500万年至2000万年前， 则快速变形

隆升。

据此， 研究团队提出了青藏高原

中南部隆升的新认识———约2500万年

到2000万年前， 伦坡拉盆地两侧山体

下地壳被挤入盆地下方， 像千斤顶一

样托举盆地隆升到现在的高度。

该研究将对青藏高原中南部新生代地层年代限定及与此有

关承上启下的诸多研究起到关键作用， 为深入理解青藏高原形

成过程、 机制及其与气候环境和生物演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年

代学约束，将推动重新深入审视青藏高原隆升机制模型、大地貌

形成以及深部—表层地球圈层相互作用研究。

“全球最智能”蛋鸡场明年在崇明投产
在崇明区西北部的新村乡， 一座世界

级蛋鸡场呼之欲出， 这就是由崇明区联手

正大集团共同打造的“正大崇明300万羽蛋

鸡全产业链项目”。

自筹备之初，该项目就被打上了“未来

农场”的烙印，并收获“亚洲规模最大”“全

球智能化程度最高”等美誉，关于未来农业

的想象一触即发。根据计划，项目整体将在

明年3月竣工投产，有望引领上海畜禽养殖

业高水平、高质量发展。

全自动生产线，一人管
理数万只鸡

18栋蛋鸡舍，300万羽蛋鸡；10栋青年

鸡舍，85万羽青年鸡，如此巨大的养殖规模

背后，是一套成熟的全自动生产线。一排排

整齐的笼体分层次排列，供水、喂料、照明

等设施齐全， 可以实现养殖规模化、 现代

化、自动化。一栋鸡舍数万只鸡，今后只需

一个人就可轻松管理。

整个蛋鸡场总投资约7.51亿元，分为4

个区域：存栏85万羽的青年鸡场，饲养产蛋

期前的小鸡； 存栏量300万羽的蛋鸡场，饲

养进入产蛋期的蛋鸡； 存栏4000尾的鳄鱼

养殖场，用于处理死鸡和淘汰鸡，通过生物

转化保护生态环境；年产7万吨规模的有机

肥场，使鸡粪变废为宝。据正大集团方面介

绍，目前，鳄鱼场因功能升级，正在进行设

计改造，预计近期开工建设；其余3个子项

目总体工程已完成85%。

专家表示，“未来农场”是对农业生产体

系的一种升级。一方面，实现种养结合、生态

循环，引领养殖业进一步向绿色转型。另一

方面，守好食品安全关，从土地到餐桌，把控

“种、养、加、销、配、运”全流程。

这一“未来农场”的落地，立足于产业

布局的先进性， 高度契合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的建设要求。众所周知，上海土地资源有

限，如何利用更少的土地实现更大批量、更

高品质的农产品供应， 工厂化的绿色种养

模式无疑是面向未来的一个选择。 崇明区

以此为先手棋、关键招，通过高科技的工厂

化项目助推农业提质发展。

引入14个重大生态农
业项目，把生态优势转化成
发展优势

近年来， 崇明区滚动实施生态岛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生态基础设施等九大专项、

33个重点项目投资约660亿元，每年安排约

100个重大生态项目。

有好风景的地方一定有好产品。 以绿

色为底色、“两无化”为特色，崇明区绿色食

品认证率达到90%以上 ，2019年农业绿色

发展指数位列全国第一。回眸“十三五”，崇

明区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面积18.3万亩 、

蔬菜保护区面积9.5万亩、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3个、蔬菜保护镇3个。建立全程可追溯的

1+16绿色农药封闭式管控体系，制定绿色

农药推荐目录。

有好产品的地方一定有新经济。 崇明

区以“高科技、高品质、高附加值”理念为引

领，面向全球开展农业招商，引进落地正大

300万羽蛋鸡场、 恒大·上海高科技农业基

地等14个重大生态农业项目， 大力推进生

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有新经济的地方一定有新机遇。 崇明

区已启动大型企业“福利工厂”和当地特色

“农夫集市”试点，支持企业与合作社联合

做强做大区域公共品牌，拓展盒马鲜生、叮

咚买菜、联华超市等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本报记者 史博臻

訛怀同胞英烈 祈愿世界和平
国家公祭日，上海举行悼念活动

昨天是第七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

祭无辜死难之生命， 悼血泪浸染之土地。 以国家之

名祭奠死难者， 是为了牢记我们民族曾经的苦难 ；

以尊崇之心珍视和平， 是为了建设一个没有战争 、

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 以民族之力矢志复兴， 是为

了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昨天，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在上海四行抗

日纪念地晋元纪念广场举行 “铭记历史 ， 共祈和

平———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 主题活动 ；

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联手上海音乐学院在龙华烈士

陵园 “万众一心” 雕塑前， 共同举办 “庚子·音祭”

活动， 以此缅怀遇难同胞与英烈， 也启迪世人珍视

和平。

?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举办
主题活动

“铭记历史， 共祈和平———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 主题活动举行了下半旗仪式。 静立默

哀后， 祭文 《国殇不可忘， 吾辈当自强》 展示了中

国军民面对侵略者的野蛮暴行， 绝不退缩的意志和

不屈的呐喊。 茛 下转第三版
昨天，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举行“铭记历史，共祈和平———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图/?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记者 何易│周辰

从围观李子柒到@?真，

数字中国正派发新红利
”里闪着清澈的光， 藏族小伙子丁真

从甘孜走来， 成为 2020 年尾声时中国社

交媒体平台上的一大焦点， 与他相关的微

博话题阅读总量已超 10 亿。 有意思的是，

丁真的拥趸不仅有中国人 ， 从日韩到欧

美， 世界各地都有网民注意到了这位如高

天净土般干净的少年， “去看看丁真的世

界” 被列入了许多人疫情后的旅行计划。

从国内到世界， 中国的 “超级网红”

绝不止丁真一个。 12 月 7 日 ， 博主李子

柒上传的一条视频在 12 小时内播放量突

破 2000 万。 去年霜降时采摘的柿子经历

一年有余的酿藏后开坛， 柿子树下鱼汤点

醋的围炉暖意， 加上 “万柿如意、 好柿连

连” 的祝福， 从数千万微博粉丝到海外视

频网站上的千万关注， 更吸引网上的旧雨

新知欣然下单。

在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看来， 丁真与

李子柒卷起的流量热潮， 有着相似之处，

“他们都有一种超越凡俗物质性、 回归辽

远淳朴民俗文化的一面”。 但他们又是不

同的， “李子柒以个体代表着 ‘中国’ 田

园生活的优雅； 而丁真更像是个链接点，

多地的文旅部门和各地网友通过在微博上

@ 丁真， 邀他前去做客， 形成了少见的线

上大联动”。

从围观李子柒到 @ 丁真 ， 如今的

“超级网红”， 既是能打动世界的 “中国流

量 ”， 向外界打开展现中国的又一扇窗 ；

他们也拥有向内输出的启迪， 展示了更多

地区、 更多人在注意力经济中打开全新发

展机遇的可能。 而这一切， 离不开全面小

康、 数字中国建设所派发的新红利。

天然去雕饰的民间红
人，为“美好中国”代言

12 月初， 理塘县勒通古镇的喜马拉

雅之声微博物馆， 丁真拿起耳机听马匹的

声音。 这里， 是康巴小伙子未来的工作场

所之一。 在成为网红之后， 外界跟着丁真

的视角认识了他的家乡。 镜头所及之处，

是牧牛和赛马的驰骋天堂 、 诗里的白月

光， 也是脱贫之后的乡村与自由快意的中

国少数民族生活。 茛 下转第六版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 在昨天举行的2020上海金融论坛上 ，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标与发展建议》重
磅发布。这份课题报告提出：新发展格局中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长期目标应进一步明
确， 到2035年， 要基本建成引领亚洲辐射全
球、 以开放的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为核心、以
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为标志、与纽约和伦
敦并驾齐驱的顶级全球金融中心

2020上海金融论坛

2035年上海基本建成
顶级全球金融中心

荩 刊第二版

尽量少问优秀科学家
“你的研究成果有什么用”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标
与发展建议》发布并提出———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