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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获悉，到目前，山西省 2.8万余个行政村，
全部建成文化资源共享工程拓展型村级基层站点，实现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全覆盖。
目前山西省已建成 1个省级分中心，6个市级支中心，

119个县级图书馆基本建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县级支中心，
894个乡镇基层服务点，81个街道基层服务点，788个社区
服务点。全省已实现县县有支中心、村村建基层服务点的
建设目标。 （程春生）

中国海大校友会成立

本报讯 4月 23日，中国海洋大学校友会成立暨第一
次校友代表大会在青岛召开。校友代表、国家海洋局预报
中心主任王辉，中国海洋大学校友、青岛市副市长王修林
分别讲话。
海大校友会的有关人员表示，中国海洋大学建校 87

年来，累计为国家培养了近十万名优秀人才。校友成为各
行各业，特别是中国海洋、水产行业的骨干和中坚。
目前，中国海洋大学已在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山东、

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海南、香港等地和美国、加拿大、日
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建立了 25个校友组织。（廖洋呼双双）

京津冀应急减灾临建设施示范区落户高碑店

本报讯近日，河北省高碑店市政府与北京融华汇通投
资有限公司的签约，京津冀应急减灾临建设施产业示范园
区正式落户该市。
据介绍，京津冀应急减灾临建设施产业示范园区项目

计划投资 25亿元，建成后，预计年销售收入达 5亿元，上缴
税金 9000万元。 （高长安时爱民）

“科技支新工程”助推中科院成果落地新疆

本报讯“十二五”期间，中国科学院将在已组织实施四
批 72个项目的基础上，每年投入 1000万元引导资金实施
“科技支新工程”，助推成熟成果在新疆转移转化。

中科院新疆分院院长张小雷介绍，在“十二五”期间，
中科院将围绕新疆煤炭资源高质转化、石油石化产业链的
延伸、矿产资源的突破开发，还有新能源产业、农牧业、生物
医药、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方面的科技需求，加强技术
研发和集成应用。
据悉，自“科技支新工程”启动以来，中科院项目投

入经费 2000万元，拉动新疆企业投入研发资金 3.41亿
元。 （高峰）

江西赣州成立首个汽车学院

本报讯日前，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中锐汽车学院”
正式挂牌，这标志着江西赣州首个汽车学院正式成立。这
也是江西省第二家汽车学院。
该学院由上海中锐教育集团、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联合成立。教育内容涵盖汽车运用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车技术与服务营销 3个专业，以 3年全日制模式培养人
才。 （徐立明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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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模糊的字迹可以瞬间变得清晰，风
化褪色的古代壁画和文物彩绘可以恢复
当年的原貌，甚至可以让 2008年汶川大
地震废墟中抢救出的损毁褪色、无法辨认
的珍贵照片恢复原样，这些不是传说更不
是魔术，而是现代科技的力量。

档案、文物保护研究领域专家，陕西
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虎，就是这样一个能化
腐朽为神奇的人。

有志气的穷孩子

李玉虎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逢新中
国特殊时期，他和全国大多数的少年儿童
一样，经历了食不果腹、衣难御寒的艰难
生活，但“有困难是坏事也是好事，困难会
逼着人想办法，困难环境能锻炼出人才
来”。李玉虎说。

中学时代，老师在课堂上讲到牛顿、
爱因斯坦的故事时，李玉虎总有些隐约的
触动。“那时依然是政治挂帅，但也许从事
科研的种子就是那时埋在了我的生命
里。”
虽然酷爱学习，但是李玉虎的求学生

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因为历史原因，李玉虎在高中毕业

后，回乡下做了 3年多农民。每年到青黄
不接的时候，要解决家里上顿不接下顿的
生活困难，每到周末，他用架子车拉上七
八百斤白水煤，送到蒲城或者富平，用煤
换小麦和包谷。
“当时生活过得很艰辛，但回头来看，

这些苦难培养了我的意志品质，让我在后
来的学习和科研工作中不怕吃苦，也特别
能吃苦。”

1979年，高考制度恢复后，为了脱离
农村艰苦的生活环境，实现理想与抱负，
李玉虎回到学校复习。
复习的时候，李玉虎比谁都拼命，每

晚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而每天吃的
是白开水泡包谷和干馍馍。高强度的脑力
劳动和没有营养的伙食，让年轻的李玉虎
体重急剧下降。“高考前，我的体重只剩下
45公斤，脸色如患了大病一样苍白。”

那一年，李玉虎考上了西北大学化
学系，当时的高考录取比例是 1∶50。

“我得一直在科研的道路上走下去”

李玉虎从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

分配到陕西省档案局工作。
去档案局报道那天，“得知要做的

工作就是和几个待业青年一起修护破
损档案，这似乎和自己学的化学专业没
有一点联系。当时，我一下想到了大学
之前艰苦的农村生活，想到了大学四年
艰辛的求学经历，难道就是为了干这么
简单的手工艺活儿！心里无比的沮丧和
失望”。
传统知识分子抱负不能实现的境

遇，让李玉虎陷入困惑和思考之中。
在人生的困惑期，能遇到指点迷津

的前辈，是最大的幸事。李玉虎拥有了
这样的幸运。
一次在南京出差期间，南京博物院

研究员奚三彩与李玉虎倾心长谈，告诉
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大量课题
需要有志青年奉献青春。同期，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冯乐耘也告诉他，档案保护
科学研究与化学密不可分，他所学的专
业大有用武之地。
在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

激起了李玉虎要把专业和档案保护工
作联系起来，进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
想法。
一次，在陕西省档案馆，裱糊非常

珍贵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日战争时
期的档案时，文件一遇到浆糊，字就晕
开，导致档案字迹非常模糊，李玉虎感
到十分痛心。“做一件事情就要把它做
好，要对得起你的使命。”他说。
知识分子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让李玉

虎明确感觉到了他需要做的事情———恢
复清晰的字迹，保护好历史档案。
“那时候，一切研究是从零开始的，

没有资料，没有仪器设备，没有导师，一
切只能靠自己摸索。一穷二白不见得是
件坏事，一张白纸上可以写出最好的文
字，可以画出最美的画。”
李玉虎白手起家，利用自己所学的

化学知识，进行钻研攻关，实验不断地
失败，失败了又继续做……功夫不负有
心人，正是凭靠这种拼命三郎的苦干精
神，凭着他的智慧和执著，经过二十几
年的坚持不懈，在档案和文物保护这片
荒芜的土地上，干出了最漂亮的活儿。

1983年至 1998年，他完成了“褪变
档案字迹的恢复与保护”系列科研课
题，包括 13个子项目，提出了各种档案
字迹褪色、扩散的机理和恢复与保护机

理，能使严重褪色、模糊扩散、无法辨认
的各种档案字迹清晰、恢复原貌，并耐
久保护。
其成果在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

馆、外交部档案馆、国防科技档案馆等国
家档案馆和全国 31个省市区的有关档案
馆推广应用，恢复抢救了一大批国家珍贵
档案，并分别于 1987年、1990年、1998年
通过国家档案局鉴定，获两项国家发明奖
三等奖和两项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李
玉虎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
进工作者奖励。
面对成绩和荣誉，李玉虎清醒地意识

到，他的第一条科研生命线走得比较完
美，但以后要在事业上再上台阶，将是
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说，当时就此止
步，选择一条从政之路也未尝不可，但
是想到陕西有灿若星河的历史遗迹与
珍贵文物需要保护研究，我就无法改变
自己的脚步。哪怕前面有无法预见的瓶
颈和障碍。”
李玉虎把目光和脚步坚定地放在

了一个新领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领域。他说：“留在西安进行档案和文物
保护工作，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里，他始

终是一个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人。虽
然有着辉煌的过去，但他从没停止前进
的脚步，不断攻克一个个技术难题，完
成着一个个国家重点项目。
从 20世纪 90年代起，李玉虎开始

从事“风化褪色的古代壁画、文物彩绘、
建筑彩画的恢复与保护”项目研究，首
次从光散射的角度提出了文物彩绘的
褪色机理和恢复保护机理，能使严重风
化褪色、消失殆尽的古代各朝的图形、
色彩、文字清晰恢复原貌。在部分专家
的质疑中，他没有怨言也没有争论，默
默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这个时期，他恢复抢救了春秋彩

陶、秦代壁画、西汉兵马俑、东汉陶瓶、
唐代彩俑、唐代壁画、唐代木椟、宋代墓
志、明清古建筑等国家珍贵文物，完成
了 9项全国重点文物抢救与修复保护
工程，对显现出的原貌进行了 15年的
跟踪观察，结果是保持稳定，未发生变
化。这是文物保护领域中跟踪观察时间
最长的。
该成果 2003年 9月通过国家文物

局鉴定，2004年 9月获国家文物局文物

保护科学与技术创新奖二等奖，2006年
获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近年来，他在以前科研成果的基础
上，连续涉足“土遗址防风化保护”、“古
代壁画、文物彩绘上粘结土锈，滋生霉
菌与低等植物的保护性去除”、“古代陶
器、木器上脱落、起翘彩绘的回位修
复”、“出土易损毁文物稳定环境营造”、
“褪色历史照片的修复与保护”、“霉变
历史底片的去除与修复”、“衰变电影胶
片原貌与形体恢复”等相关研究方向的
瓶颈性难题，并取得了进展。

李玉虎认为，当前的这些积累与项
目，构成了他的第二条科研生命线，他
将继续以陕西农民的坚韧品格去完成
这些科研项目。

目前，他正在设计并实施“唐含光
门土遗址抢救修复与保护”、“大唐西市
土遗址修复与加固”、“南唐二陵彩绘抢
救修复”、“新四军标语原貌恢复与保
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文件影
片的恢复”、“孙中山珍贵照片的恢复”、
“黑茶山事件照片的恢复”等工程，取得
的相关进展已受到了同行专家的肯定
与好评。

孜孜不倦激励后生

2004年，李玉虎放弃了事业发展的
种种可能，选择到陕西师范大学工作。
“相当多的人由高校走向政府职能

部门，我反其道而行之，由政府职能部
门走向高校。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教育部工程中心，我觉得很充
实，与研究生、博士生一起，感觉自己也
年轻了很多。”

从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开始，李
玉虎的研究工作进入积累时期。“在师
大的这几年，研究做得很扎实，积累也
越来越厚重。我一直在追求事业第二条
生命线的制高点，我相信这需要一个厚
积而薄发的过程，那一天肯定会到来。”

李玉虎博士生汪娟丽说：“在科研
工作中，李老师是一个废寝忘食、精益
求精的人，经常为了一个项目忙碌得忘
了吃饭，一个方案，指导我们前前后后
修改五六遍，直到他基本满意。有时候
为了一个实验，要反复折腾一个月。他
甚至会因为思考从睡梦中惊醒，半夜爬
起来，为一个新的想法去做实验。”

二十几年来，李玉虎一直秉承这样

的科研态度，以至于他神经衰弱，头发
过早地花白，双手不停地颤抖。“作为学
生，每每看到老师都会感到很心疼，但
也很敬佩。他这种孜孜不倦的科研精
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在科研的道路上不
敢懈怠。”汪娟丽说。

2009年，咸阳博物馆交来一个字迹
完全消失、无法辨认的明代墓志，李玉
虎师徒对其进行了显现加固。汪娟丽回
忆道：“当模糊的字迹慢慢清晰起来，李
老师像个孩子一样跳了起来。李老师经
常会为一个小实验的成功欣喜若狂。他
告诉我们，人生的享受莫过于此。”
李玉虎就是这样享受着历史重现

时的美丽，那时候，他一定是忘记了身
体所承受的病痛，他的生命在历史重现
异彩中获得了甜美和宁静。“我知道，很
多博士生并不以科研为乐趣。但是导师
以科研为兴趣，并自然地散发出来，对
学生的影响是无形、巨大的。”博士生周亚
军微笑着说。
李玉虎总是尽他自己最大的能力帮

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以解决其后顾之
忧，让他们能够保持安静的心去读书。
汪娟丽说：“我这 3年的学费都是李

老师交的，而且每次为避免学生尴尬，到
交学费的时候，不等我们开口，他就提前
给交了。生活中也经常帮助我们，我的师
妹，家境比较困难，为使她安心于科研和
论文写作，李老师让她到档案局帮忙，象
征性地做一些实习，每个月给她发工资，
填补家用，3年来从未间断。”
他对学生有着深沉的爱和严格的

要求，对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绝不厚
此薄彼。他的学生说：“导师常同我们交
流思想，非常尊重大家的想法，鼓励多
于鞭策。”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李玉虎对

温家宝总理的这句话很有感触。“做不
到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科学研究，就不
可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他一边说着，
一边用不停微微颤抖的手接起电话。采
访不断被工作电话打断，有催促论证报
告的，有要求他参加会议的，有问他工
作进展的……“现在作研究，就是感到
时间不够、精力不够、人才不够，其他倒
是什么都不缺。”
李玉虎说：“一次去清华大学出差，

在校园中央花园中的一尊石刻上看到
‘行胜于言’四个大字，记忆颇深。”

历史在他的手中重现光彩
———记著名档案、文物保护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虎

□石萍李卫东 本报记者张行勇

李玉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著名档案、文物保护专家。1983年毕业于西北
大学化学系，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教育部工程中心主任。先后被评
为陕西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
专家、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中国海大校友会成立

京津冀应急减灾临建设施示范区落户高碑店

“科技支新工程”助推中科院成果落地新疆

江西赣州成立首个汽车学院

本报讯 中国科
学院武汉植物园系统
生态学科组博士王伟
波的一项最新研究表
明，藻类生物能源副
产物在开发过程中易
受到其他污染物的污
染。因此，研究人员建
议，在将微藻生物能
源副产物应用于食品
或动物饲料之前，必
须要建立详细的安全
标准。该评论文章已
由《科学》杂志在线发
表。

作为最有前景的
生物能源之一，微藻
生物能源一直备受青
睐，世界上以发展生
物柴油产业为目的，
进行较大规模的微藻
产油研究始于上世纪
70年代末。但是微藻
生物能源生产成本相
对较高，长期以来该
产业发展颇受制约。

王伟波认为，在
开发和加工过程中，
不仅要注意维持藻类
生物能源副产物的效
能，更要注意其安全
性。据他介绍，产油藻
类的大规模培养主要
采用跑道式开放培养
池和封闭式光生物反
应器两种方式，目前，
跑道式培养池是最广
泛的开放式微藻培养

系统。在藻类的培养和加工过程中，
特别是在大尺度的开放培养过程中，
很容易受到包括重金属和有机化合
物在内的环境污染物，以及非目标藻
类、真菌、昆虫和细菌等生物污染物
的污染。

此外，由于微藻中核酸相对较
高，可能会增加人体血液的尿酸含
量，从而增加痛风的风险；高密度培
养微藻可能会诱发次生代谢产物的
产生，如水华藻类中的毒素，这些产
物对人类健康也可能产生新的威胁。

因此，王伟波建议如果期待将微
藻生物能源开发成食品或动物饲料，
必须对其营养质量和毒理学安全性
进行评价。

该研究得到中科院知识创新工
程重要方向性项目“主要能源植物规
模化种植综合评价”资助。

（鲁伟 宋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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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到来之际，来自
全球的 5万多名校友返回母校。图为海军
装备部副部长赵登平少将（左二）与冯振明、
周宝全、陆延丰、朱正平老师在一起，共同分
享清华百年华诞的喜悦。 潘锋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在广东省知识
产权局主办的“广东省战略性新
兴产业———LED 产业专利分析
及预警报告会”上，记者获悉，广
东省 LED 照明产业专利申请总
量居全国第一，占国内申请总量
的 26.3%。

截至 2010年 8月，全球专利
数据库的 12.4万件 LED照明相关

专利中，中国专利申请量为 2.5万
多件；我国 LED照明专利的申请，
主要分布在广东、台湾、浙江、上
海、江苏和北京等地区。

但有关专家表示，虽然我国
LED照明专利申请数量大，但关
键技术的创新仍待加强。

据了解，在国内 LED 照明专
利申请总量中，涉及市场应用、封

装的专利申请，分别为 2.1 万件
和 3000余件，分别占申请总量的
82.5%和 12%。而涉及产业上游的
外延技术和芯片制造的申请量差
距明显，国内专利申请在 LED照
明产业中上游的关键技术方面数
量明显不足，需要在关键技术上加
大研发力度，提高关键技术的知识
产权创新能力。 （朱汉斌李伟）

本报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
北工业大学等完成的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项目“西部优势农产品生产
精准管理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近日通过验收。

该项目将无线传感器网络等
信息技术与西部优势农产品精准
化生产紧密结合，开展了适应西部
干旱半干旱生态环境的西部优势
农产品生产精准管理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

该项目建立了苹果、猕猴桃、
甜瓜、番茄、丹参 5种西部优势农作

物的生长发育模型及其数据库，确
定了 5种作物精准化管理技术指
标，形成了 5套作物精准化管理技
术规范。

在此基础上，项目研制了“基
于物联网的农作物生长环境监测
与生产指导系统”。系统由无线感
知节点、无线会聚节点、通信服务
器、基于 WEB的监控中心、农业专
家系统组成，众多的无线自组织感
知节点实时采集空气温湿度、二氧
化碳浓度、光照强度、土壤温湿度
等环境信息，无线会聚节点通过

GPRS 或 3G 上传至实时数据库，
专家系统分析相关数据，生产指导
建议以短消息方式通知农户。

项目开发了适应西北型温室
群的联网测控系统，建立了设施蔬
菜生产示范基地 5处。示范区番茄
精准化示范栽培较常规栽培产量
提高 10%以上；甜瓜精准化示范栽
培产量提高 10%～15%，示范基地
的面积为 1.5万亩。

陕西 2010 年苹果面积达 902
万亩，总产 856万吨，占全国产量的
34％和世界产量的 12.9％，在我国

和世界苹果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
地位。项目建立了苹果精准管理示
范基地 3个，猕猴桃精准管理示范
基地 2个，苹果、猕猴桃累计推广面
积 13.7万亩。

该项目建立了丹参生产的可
追溯系统、质量指纹图谱控制技
术数据库，形成了我国首家中草
药精准化管理体系，同时，丹参示
范基地面积达 1950亩，技术辐射
3.34 万亩；产量增加 20%～30%，
丹参酮ⅡA和丹酚酸 B含量增加
20%～30%。 （黄超张行勇）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山西省水
利部门获悉，“十一五”山西省实施
兴水战略以来，已累计完成水利投
资 380亿元，35项应急水源工程累
计完工 27项，地表水供水总量达
到 37 亿立方米，1188 万农民群众

喝上了放心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500万亩。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为寻求解
决水资源短缺的治本之策，2007年
3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出台《加强水
利建设、实施兴水战略》的重大决
定，“十一五”期间累计支持水利资
金达 60多亿元。

5 年间山西共完成水利投资
380亿元，35项应急水源工程已完
工 27 项，完成投资 85亿元。2010
年水库年末蓄水量已由 2005年的
6 亿立方米增加到 12 亿立方米，
最终可达到 20亿立方米。加上岩
溶大泉和河流取水，山西省内地
表水供水总量将达到 37 亿立方
米。黄河水的利用量也有了较大
增长，2010 年用水总量达到 8 亿
立方米，较 2005年增加了 6.2亿立
方米。
“十二五”期间，山西将以构建

“两纵十横、六河连通”的大水网为
主线，以实施农田灌溉、饮水安全、
河流整治、病险库加固、淤地坝建
设为重点，新建一批蓄、引、提工
程，扎实推进东山调水、西山引黄、
百河整治、百库加固等强农工程，
加快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确保
为全省转型跨越发展提供可靠的
供水保障。

为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
从今年开始，山西省每年拿出 5000
万元，对井深 400米或扬程 200米
以上的饮水工程水价进行补贴。近
两年来，已有 588万人解决了饮水
安全问题。 （程春生）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昆明动
物研究所与安徽大学在合肥签署
了联合办学协议。

根据协议，昆明动物所与安
徽大学将开展联合培养项目，采
取本科 2+2、硕士生 1+2 的培养
模式，共同探索和开拓联合培养

的方法，努力推动双方创新人才
培养和教育工作的发展。同时，加
强大学与研究所联合、建立新型
办学模式还将对探索适应我国社
会发展的青年人才培养、促进科
研与教学的紧密结合产生深远的
影响。

据悉，安徽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为国家和
地方建设输送大批优秀毕业生，
已成为安徽省培养高层次人才、
研究与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重大问题的重要基地。

（张雯雯 李卜）

陕西物联网技术精准管理农产品生产

山西大力实施兴水战略

广东 LED照明专利申请量居全国第一

中科院昆明动物所与安徽大学联合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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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虎（左二）在指导研究生做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