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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上孕育的希望

本报赫尔辛基 6月 18日讯（见习记者孙爱民）芬兰以完
善的教育体系闻名世界，其平等教育理念及充足的资金投入
保证了全体国民享受免费接受教育的机会。6月 18日，在芬
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高等教育合作高端论坛”上，来
自芬兰教育与文化部、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坦佩雷大学、中
国教育研究交流中心的专家学者们，就中国与芬兰教育合
作，尤其是高等教育合作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驻芬兰大使黄兴介绍说，40多年来，中芬在教育领
域展开了长期、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在各个层面都取得了一
系列的进展，但两国在高等教育合作领域仍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关于基础教育教师培训的合作应该加强，芬兰也应该让
更多的学生到中国交流学习。”
“无论你是在中国做生意还是搞研究，都必须要了解

中国人与中国的文化。”芬兰就业与经济部副部长雅尼·海
诺恩表示，“我们必须慢慢了解中国，因此应当发展教育领
域的合作。”

据统计，2009年有 2000个中国留学生在芬兰毕业，而其
中只有一半在芬兰实现了就业。芬兰教育与文化部教育顾问
贝吉塔·乌热恩在分析此问题时表示，语言问题是妨碍芬兰
留住这些中国人才的关键因素。她建议芬兰的大学应加强对
中国留学生英语与芬兰语的教学关注度，“不能因语言而错
失这么多的人才”。

来自坦佩雷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交流中心的蔡瑜琢博士
指出，芬兰的大学在推动国际教育合作中存在结构性问
题———芬兰的大学针对中国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做得不够好，
“应该通过国际项目来推动中芬的教育合作”。

国际高等教育合作高端论坛聚焦中国

姻本报记者彭科峰
近日，由中科院电工所自主研发的“发电设

备蒸发冷却技术”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安装在三
峡右岸水电站的两台 80万千瓦量级的蒸发冷
却水轮发电机通过检测并安全运行。为此，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科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顾国彪
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他再三强调：
“社会应多给自主创新一点时间。”

据顾国彪介绍，大型发电机在运行时会产
生大量热量，需要对其进行冷却。目前国际上主
要有空冷、水冷两种冷却方式，而蒸发冷却技术
则是利用低沸点的液体通过相变换热来传递热
量，实现对发电设备的冷却。这种经济高效的新
型冷却技术，由我国科学家提出并实现。

顾国彪表示，早在 1958年左右，他和同事就

研制出了一台 15千瓦的低温蒸发冷却电机，证明
了蒸发冷却技术用于大型电机设备的可行性。
上世纪 80年代初，顾国彪带队完成 1万千

瓦蒸发冷却水轮发电机的研制，该发电机在云
南运行良好。1992 年，安康的 5 万千瓦蒸发冷
却水轮发电机发电成功。1999 年，黄河李家峡
电站的 40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同样顺利完工
并运行。2013年，三峡的大功率水轮发电机组
再次通过验收。“从 1千瓦到 80万千瓦，每一个
台阶，我们都花了大约 10年的时间。”顾国彪回
忆，项目组先后因各种原因被解散了三次，但他
一直没有放弃，在第四次重组后终于取得了现
在的成就。
目前，在三峡水电站安装的 32台发电机组

中，有两台采用了顾国彪等人研发的蒸发冷却
技术，其他发电机组采用的都是国外的空冷、水

冷技术。“事实证明，我们的技术比他们要稳定，
噪音也比他们小。未来我们的设备完全可以替
换他们的技术。”

顾国彪表示，三峡水电站的 70万千瓦水轮
发电机组是目前全世界功率最大的水轮机，蒸
发冷却技术已被证明可以和这种大功率发电机
组相适用。“如果水轮发电机的功率提高到百万
千瓦以上，水冷技术估计是满足不了的，但我们
的蒸发冷却技术完全可以。”目前，在建的云南
乌东德水电站已经和电工所接洽，打算就百万
千瓦级水电机组的冷却技术进行合作，“国外的
阿尔斯通公司也在找我们洽谈。”他说。
“现在大家都在说自主创新，有关这方面，

我想多说几句。”顾国彪表示，社会各界需要给
自主创新技术多一点包容和理解，因为自主创
新意味着更多的风险，“目前国内习惯从国际科

研的热点出发，进行跟踪创新，而原始创新因为
没有国外相关技术的参考，常常遭受打击或不
受重视，这一现象亟须引起重视。”

他还认为，自主创新的技术必须经过一个
又一个发展台阶才能往上走，每个台阶都需要
得到社会承认，然后才能走下一步。因此，“我们
应该呼吁一下，多给自主创新一点时间”。

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国彪：

多给自主创新一点时间

○主持：张明伟邱锐○邮箱：rqiu@stimes.cn

据不久前发布的《2013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
示，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
生总体签约率与去年相比
明显下滑，本科毕业生签约
率仅为 35%，低于去年同期
12%。据专家预计，到 7月学
生离校，高校学生签约率也
不会超过五成。

然而，当数以百万计的
毕业生为找工作奔波时，另
一部分人———企业领导者
也在为能否找到高素质的
毕业生担忧不已。此次报告
显示，无论本科毕业生还是
高职毕业生，毕业时的基本
工作能力均低于工作岗位
要求水平。

这些年，人们对这种被
称为“结构性供需矛盾”的就
业现象其实已经见怪不怪
了，很多人也在呼吁提高毕
业生的自身能力，但是如何
提高呢？

在此，我们可以对比一
组数字：今年全国高校毕业
生人数为 699万。而 4年前，
普通高校实际招收本专科
人数约在 630万～640 万之

间；2010 年全国报考研究生人数为 180 万，
按照通常录取率计算，当年研究生人数约在
50万～60万之间。两者相加，今年毕业生在
入学时的总人数基本等同于毕业人数。

这只是笔者的粗略计算，其中也许有误
差，但一个基本事实却是清楚的：当年入学的
学生基本上全数毕业，没有任何“淘汰率”可
言。难道我们的“教学效果”真的如此之好吗？
答案显然不是。真实的情况，或是高校追求自
身的高毕业率，或是念在学生十年寒窗的不
易，“心慈手软”，对其能力不作严格要求。

事实上，按照制度，对达不到一定要求
的学生进行淘汰，本是高校的一项职责，且
不说国外很多高校的毕业率只有六七成。单
就国内而言，早在上世纪 90年代，国务院发
布《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
意见》，明确指出，高校要“建立合理的淘汰
制和优秀学生奖励制等教育教学制度”。

必须指出的是，高校在行使权力上的畏
首畏尾，除了自身的“心慈手软”外，在很大
程度上也源于社会的压力。由于在学生与高
校的对抗中，社会舆论会天然地偏向处于弱
势的学生，使得学校很难理直气壮地对学生
说“不”。比如今年 3月，山东大学劝退 95名
学习成绩达不到标准的正常行为，便为自己
引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类似的情况其实还有很多，比如一些老
师为了博取学生对其的“满意度”，有意放松
对学生的教学管理。而就是在这种或自愿或
被迫的放纵之下，高校毕业生的整体素质始
终得不到有效提升。

当然，笔者并不是要求高校仅仅通过
“卡”学生的方式提高就业率。需要认识到的
一点是，对学生要求严格，是符合学生的根
本利益的，尤其是在高度竞争的社会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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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科学家
搭“蛟龙”入海

本报讯（记者陆琦）6 月 18 日，正在执
行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的“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搭载首位科学家下潜，下潜区域仍然是
17日“蛟龙”号下潜的南海冷泉区。

员愿日上午 怨时左右，“蛟龙”号开始试
验性应用航次的第二次下潜。这个潜次由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潜航员唐嘉陵担任
主驾驶，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
东升进行定位系统测试，首位科学家———同
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周怀阳搭
乘潜水器在海底实地观察冷泉区。

怨时 圆园分左右，潜水器被布放至水中，
蛙人解开潜水器的绳缆。怨时 猿苑分，潜水器
注水完毕开始下潜。员园时 圆圆分，潜水器已
经下潜至水下 员猿园园多米，并抛载第一组压
载铁开始水下作业。

据了解，此次下潜任务是以长基线定位
系统性能验证为主，首次搭载科学家下潜，
采集冷泉区样品，获得海底相关环境参数。

这个潜次在水下作业大约 源小时，上沉
和下浮各 员小时，布放与回收 员小时。当天
下午 员远时左右，潜水器被回收至母船甲板。

据悉，“蛟龙”号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
员苑日进行了首潜，最大下潜深度 员缘园怨米，
中船重工 苑园圆所“蛟龙”号主任设计师叶聪
等三位潜水器设计人员下潜，拍摄了大量冷
泉区生物的高清图像，并取得了一块比较完
整的碳酸盐气囱样品和 15个贻贝样品。

所谓冷泉，指来自海底沉积界面之下，
含有硫化氢、甲烷及其他富碳氢化合物的流
体的渗漏活动。这些流体与海底温度相近，
与天然气水合物、全球变化及极端环境生命
之间密切相关。

姻本报见习记者 孙爱民
“这片农场是南皮县最好的土地，你看这

个地有多硬。”
炎炎夏日里，戴着草帽、墨镜的中科院院

士李振声拿着一截竹竿在麦子地旁使劲地戳
了两下。竹竿并没有插进地里，只形成了两个
浅浅的坑。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的中国
科学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站里的麦子郁郁
葱葱，个个顶着饱满的麦穗在阳光下挺立着。
“之所以戳不动，是因为这儿的土含盐量

达 1.3‰到 1.5‰。这样的地，种上麦子就相当
于腌咸菜了。”这位已经 82岁高龄的老院士说
话铿锵有力，在麦田里行走也是大步流星。

59年前，李振声来到沧州，从当地老百姓
那里得到了一个“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治理盐
碱的秘方：“一个坷垃一碗油。”
北方称泥土块为“坷垃”，这些不起眼、遍

地都是的土玩意儿在科研人员眼中却是实实
在在的好东西。
“盐碱地里布满土坷垃，切断了土壤上下

层之间的毛细管联系，能防止水分蒸发，也就
防止了盐分上升。”李振声拿下草帽扇了扇。天
太热，这样的天麦子喜欢，可是人却很容易受
不了。
“一个土坷垃旁边长几株麦苗，不就是一

碗油吗？”
“利用这个方法就能实现高产吗？”记者问。
“这还不能根本上解决脱盐问题，最突出的

问题是如何研发耐盐品种。”李振声拿竹竿指了
指不远处的一片麦田，“那就是问题的答案。”
循着竹竿指向的方向，记者看到一片绿油

油的“矮胖子”———他们比旁边的麦子矮很多，
可是麦穗却很饱满。他们就是李振声引以为豪
的“小堰 60”。
“旁边这些是老祖宗使用最广的‘冀麦

32’，他们一亩最多成穗 30万；‘小堰 60’能达
到 40万。”李振声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小堰 60”不仅比“冀麦 32”矮，叶

子还很少，记者猜想这可能跟高产有关。
李振声解答了记者的疑问：“他们是‘一

麦二草’，茎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收获指数
只有 30%；‘小堰 60’是‘一麦一草’，收获指

数达到 50%。”
“这个品种能增产多少？”
“去年海兴县的这个品种增产 22%，今年我

们预测能达到 22.9%。”李振声告诉记者，南皮县
白坊子村的小堰谷物生产合作社种植小堰麦后，
三年产量连上三个台阶，“2008年前他们的小麦
亩产 600斤，现在能达到 1000斤以上。”
亩产 1000斤，这在土地富饶的农田里算不

上高产，然而在干旱缺水、土壤瘠薄、盐碱严重的
环渤海低平原区，已经算是难以企及的高产。
在一块“小堰 81”的试验田旁，李振声告诉

记者，这块土地去年亩产达到了 1102斤。
“这块试验田是一个小粮仓，我们在这里

能看到未来的渤海粮仓。”
作为“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的一部分，

由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
研究中心建立的南皮试验站自成立后取得的
一系列科研成果，让李振声看到了整个示范区
增产 100亿斤的希望。
“我们现在已经研制出比‘小堰 60’更好的

品种了，所以我们的科研人员不是干一年两年
就走了，我们要扎根在这里干。”

记者注意到，南皮试验站除了有小麦外，
还有玉米苗、棉花苗，这些都是科研人员培育
的耐盐抗旱的实验苗。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化榜正在查看一片玉米苗的生长情况。

这位在美国学习、工作过 17年的博士生
导师蹲在一丛丛玉米间，宛如一个朴实的农民
在照看自己的孩子。
“我们发明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玉米无

隔离制种技术，能降低 50%的种子成本。”陈化
榜告诉记者，“我们称这种技术为‘一夫一
妻’。”

陈化榜告诉记者，由于玉米是异花授粉作
物，为防止品种间串粉杂交，制种就需要一个
大的隔离区，“这种大的隔离区在内地不好找，
所以我们的制种基地一般都在甘肃、新疆”。

陈化榜说：“我们将把南皮打造成小麦和
玉米的种源基地。”

中国最新航天成果
亮相巴黎航展

据新华社电（记者唐霁、郑斌）第 缘园 届
巴黎—布尔歇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以下简
称巴黎航展）6 月 员苑 日在巴黎附近的布尔
歇机场开幕。位于三号展厅的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公司所属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城工业）展示了中国最新航
天科技成果，引起各方关注。

记者在展会看到，在长城工业的火箭、
卫星模型和示意图前，不断有外国展商和
客户前来问询。长城工业发射服务部副总
经理周媛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巴黎航
展是中国航天成果展示和交流的一个很好
的平台。

周媛英介绍说，这是长城工业第 员源次
参加巴黎航展。为了让国际同行和客户更
近距离地接触和感受中国航天的最新成
果，公司除了带来现役的已经成熟的长征
火箭以外，还带来了长征五号等新一代运
载火箭和探空火箭的模型。此外，公司还带
来一些卫星方面的资料，包括通信卫星东
方红四号、东方红 五号、遥感 卫星
悦粤杂栽圆园园园等卫星平台。

周媛英认为，中国火箭发射技术在国
际市场上拥有很强的竞争力，新一代火箭
技术更是取得了长足进步。

与火箭技术相比，周媛英认为，中国卫
星技术还属于较低发展阶段，在国际市场
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但她同时指出，中国
通信卫星和遥感卫星的性能、指标和可靠
性都在不断完善，而中国可以利用在发射
场、火箭、卫星和融资方面的综合优势，克服
困难，争取到更多客户。

6月 17日，参观者在展会上参观食品安全移动检测室。
当日，2013中国国际食品安全与创新技术展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2013食品安全展汇集近百家食品生产、流

通及检测产业链上的知名企业（机构），展示其在食品安全管理与技术创新方面的最新成果。 赵冰摄（新华社供图）

顾国彪

开栏的话：
当前，一场自上而下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即将拉开帷幕。媒体是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基层是新闻工作的源头活水。从今天起，本报推出

“走基层·院所行”专栏，围绕实践活动主题主线，聚焦科研人员工作生活，通过记者蹲点调研的所见所闻，展现院所一线的新风貌新梦想。敬请关注。

北京举办国际食品安全与创新技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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