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2024年5月14日 星期二 要闻 编辑：张志善 美编：周春旭 责校：李传富

科技创新迸发青春活力
——一场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见闻

2024年“三支一扶”计划
拟招毕业生3.44万名

新华社重庆5月13日电（记者周
思宇）这是一只通体银白色、闪着荧光
的“蝴蝶”，它高频率振颤着自己的“翅
膀”，时高时低地飞舞在体育馆内，最
终缓缓落在一个手拿遥控器的男孩身
边，全场霎时爆发出阵阵叫好声。

近日，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机械
创新设计大赛重庆赛区竞赛在重庆
大学举行。智能果蔬采摘机、多功能
大豆管理机器人、仿生跳跃机器人
……来自重庆18所高校的186支队
伍展开激烈角逐，展现在机械创新设
计领域的“看家本领”。

此次大赛设实物展示、汇报答辩
等环节，要求参赛者设计制作用于杂
粮生产和蔬菜管理的小型专用机械，
或“仿生青蛙”和“仿生蝴蝶”等高性
能仿生机械。

“我国适应南方丘陵山区作业的
农机产品相对缺乏，杂粮、茶叶、中药
材等特色产业的农机装备难以满足
生产需求。”重庆大学学生武莅茺说，
团队基于此背景设计了一款苦荞采
收脱粒一体自动收获机，将采收、脱
粒、清选功能复合在小型无人车上，
并实现远程操控，达到轻量化、适于
山地作业的设计目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个形似动
物、实为机械的创新装置格外“吸
睛”。其中，重庆理工大学学生刘思
显和团队设计制作的“仿生蝴蝶”一
经“放飞”就惊艳了全场。

参赛选手们介绍，仿生机器人是
一种受到生物界启发而设计的机器
人，通过在运动方式、结构和功能上
模仿生物体，实现更强的性能和适应

性，目前已在搜索营救、环境监测、医
疗辅助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越来越广
泛的应用前景。

来自重庆大学的团队现场展示
了一款名为“跃影蛙”的高性能仿生
跳跃机器人。“我们设计出了具有生
物肌肉特征的支架和连杆，以更好地
模拟青蛙肌肉的特征。”重庆大学学
生梅之涵说，研发过程中团队分析了
青蛙在运动时所采用的策略，例如通
过调整脊柱弯曲程度来实现转向等，
不仅提升了机器人的动作逼真程度，
也为机器人自主控制和优化提供了
新的思路。

据了解，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
计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近年来，大
赛影响持续提升、参与规模持续扩
大，成为培养大学生机械工程设计能
力的综合性、实践性教学环节之一。

“每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

都会结合时代背景设计主题。”重庆大
学教务处副处长李鹏程认为，第十一
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以“机械创新推
进农业现代化、自然和谐迈向仿生新
高度”为主题，正是回应时代之需、培
养农业机械创新人才的重要举措。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重庆赛区评委会主任秦伟表示，大赛
旨在引导大学生针对实际需求进行
机械设计创新，培养青年学生的创新
思维与团队协作精神，不仅为优秀人
才脱颖而出创造了平台，也推进了科
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对我国制造
业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研发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一
次次失败中吸取教训、不断进步，也
是一种乐趣。”梅之涵说，比赛成绩并
非最重要的，创新探索的能力、严谨
的科研态度、团队合作精神才是同学
们参赛的真正收获。

5月11日，参赛选手在比赛现场展示“仿生蝴蝶”。新华社发

国家加快实施分领域分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
新华社武汉5月13日电（记者王

自宸 陈炜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
长袁达13日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会同各有关方面，加快实施分领域分
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

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当天
在湖北武汉举行。袁达在启动仪式
上说，要开展建筑、钢铁、炼油、合成
氨、电解铝、水泥、数据中心等重点领
域和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持续推
进煤电低碳化改造和建设。以提高
能耗、排放、技术等标准为牵引，结合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大有
效投资、老旧小区改造等，加快推进
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统筹中央
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
金，积极支持节能降碳项目。

“十四五”以来，我国节能降碳取
得积极成效。袁达披露了一组数据：

“十四五”前三年，扣除原料用能和非
化石能源消费量后，全国能耗强度累
计降低约7.3％，相当于少消耗化石能
源约3.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
碳约9亿吨；全国完成煤电机组“三改
联动”超过7亿千瓦，火电平均供电煤
耗累计降低3.5克标准煤/千瓦时；完
成城镇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超3亿平方
米，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约3％。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国可再
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5.8亿千瓦，占
全球比重约40％。

他表示，在看到节能降碳工作成
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全国和部
分地区节能降碳形势还比较严峻，完

成“十四五”能耗强度降低目标任务
艰巨。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
盯“十四五”能耗强度降低约束性指
标，不断健全节能降碳管理长效机
制，积极营造全社会节能降碳浓厚氛
围。

启动仪式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宣
布启动重点用能单位能效诊断工作，
国家节能中心推介一批节能降碳先
进技术成果，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发布
了节能降碳标准进展报告。

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为5月13
日至19日，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节
能攻坚”，将举行重点行业企业节能
降碳行动、全国低碳日、公共机构节
能降碳、绿色低碳生活以及全国节能
宣传周进校园、进家庭等宣传活动。

5月12日，由我国
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
首艘圆筒型“海上油
气加工厂”——“海葵
一号”从中国海油青
岛国际化高端装备制
造基地离港启运（无
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张进刚 摄

亚洲首艘圆筒型亚洲首艘圆筒型
““海上油气加工厂海上油气加工厂””
启运珠江口盆地启运珠江口盆地

新华社北京 5 月 13
日电（记者姜琳）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 13 日发布
2024年“三支一扶”计划，
明确今年中央财政支持招
募 3.44 万名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
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
服务期为2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司长
张文淼介绍，今年招募计
划向脱贫地区、东北地
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
革命老区等倾斜。各地要
紧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
要，着重开发基层事业发
展急需岗位，确保 8月底
前完成招募选拔工作，9
月初新招募人员上岗服
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近日印发通
知，要求各地做好经费保
障工作，确保“三支一扶”
人员工作生活补贴达到政

策标准并按月足额发放，
落实一次性安家费，按规
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发放
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有条
件的地方可在政策框架内
结合实际缴纳住房公积
金，按规定办理补充医疗
和商业保险等。

通知还提出，大力加
强“三支一扶”人员教育
培训，实施能力提升专项
计划，鼓励在推动基层发
展中锻炼成长；全力做好
服务期满人员的就业服务
工作，拓宽基层留用渠
道，多措并举促进“三支
一扶”人员扎根基层成长
成才。

据了解，2021年第四
轮“三支一扶”计划实施
以来，全国已选派 12.17
万名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对引导鼓励青年到基层工
作、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
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
发挥了积极作用。

色彩鲜艳的塑料制品
形成微塑料速度更快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
电 微塑料对健康和环境
的 危 害 已 是 全 球 性 问
题。一项发表在国际期
刊《环境污染》上的研究
显示，红、蓝和绿三种颜
色的塑料制品与黑、白、
银等素色的塑料相比，降
解并形成微塑料的速度
更快。

人们日常消费中大量
使用各类塑料制品，这些
塑料被废弃后在降解过程
中逐渐形成微塑料，它们
的直径从几微米到几毫米
不等，肉眼难以分辨。微
塑料可以被废水带入海
洋，并被海洋动物吞食，
还会在食物链中逆流而
上，越接近食物链顶端的
动物，摄入微塑料的可能
性越高。

据英国莱斯特大学介
绍，该校与南非开普敦大
学合作开展了两组实验，
分析不同颜色着色剂对
塑料制品降解速度的影
响。第一组实验中，研究
人员将不同颜色的塑料

瓶盖放置于建筑物楼顶
经历风吹日晒3年；第二
组实验中，研究人员收集
了南非一个沙滩上不同
颜色塑料废弃物样本，然
后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
光谱来分析样本降解过
程中与氧气发生反应的
程度等。这些样本上都
标有生产日期。

两组实验结果都显
示，在相同时间段内，红、
蓝和绿色的塑料样本与
黑、白和银色的样本相比
变得更脆弱、更碎片化。
研究人员表示，这意味着
黑、白和银色着色剂能够
为塑料提供一定的紫外线
保护作用。紫外线会破坏
塑料的聚合物结构，让它
变得脆弱和碎片化。

研究人员呼吁，制造
商在设计塑料制品和包装
时，应更多考虑材料的可
循环性，以及这些塑料制
品和包装被丢弃在环境中
的可能性，比如户外环境
下的塑料用品应尽量避免
鲜艳着色。

（上接A1版）
景俊海强调，当前，我

们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
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大力培育“四大
集群”、发展“六新产业”、
建设“四新设施”，一体构
建高质量发展体系、高品
质生活体系、高水平安全
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汽
车产业集群“上台阶”工
程，支持一汽建设世界一
流企业、长春建成一流国
际汽车城，推动现代汽车
及零部件产业迈向万亿级
规模。这为汽车配套企业
加快发展、做优做强创造
了广阔空间，更为各类人
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
供了重要平台。希望大家
坚定选择吉林、一心扎根

吉林，把吉林作为事业发
展舞台、个人进步起点，
在各自岗位拼搏进取，把
自己所学、所专、所长融入
吉林创新创造实践，努力
在产业壮大、企业成长中
实现自我价值，真正成为
创业奋斗、“就”在吉林的
表率。希望大家多做现身
说法、牵线搭桥、宣传推介
的工作，让更多人了解吉
林实实在在的人才政策，
促使他们走进吉林、留在
吉林、爱上吉林，带动更多
企业、产业、项目落位吉
林，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可
持续振兴增添更多动力活
力。

王秋实、李国强、王子
联参加调研。

吉林日报记者 黄鹭
王艺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