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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杭 州 11 月 12 日 讯 （记 者
何冬健） 杭州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联合
斯坦福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外科研机
构宣布，其在时空算法工具包的研究取
得了重大突破，相关成果于 12 日在国际
顶级学术期刊《细胞》（Cell）上发表。这
一名为 Spateo 的高精度生命全景时空
算法工具包，以数学模型的方式实现了
三维时空建模，为器官的三维结构重构
和时空动态过程的量化提供了新方法。

“这就相当于给器官拍了一个‘全息
视频’。”杭州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白寅
琪博士介绍，科研人员由此可从不同视
角观察三维器官的丰富细节，并且能够
对应胚胎发育的时间点逐帧改变影像内
容，使静态的全息图像“活”起来。

这一工具包的实现，得益于我国科
学家自主研发的堪称“超广角百亿像素

生 命 照 相 机 ”的 时 空 组 学 技 术 Ste-
reo-seq，它 的 分 辨 率 达 500 纳 米 ，可

“拍”组织里每个细胞的基因信息和空间
位置。

“我们最具创意的算法，是将宏观组
织的形态变化与微观的基因表达变化关
联起来，实现了对影响器官发生的关键
基因进行分子层面的推断，这是以往工
具未能实现的。”白寅琪告诉记者，以小
鼠心脏的非对称发育研究为例，探索了
三维空间中随时间变化的器官生态形成
机制，并构建了小鼠胚胎发育的“3D分子
全息图”。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邱肖杰教授认为，
Spateo工具包能够将生物系统视为一个
相互连接的整体，这在揭示先天性疾病背
后的分子机制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对促
进人类的健康具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工具包提供多种算法选择，具
备三维重建、区域数字化、细胞间相互作
用推断、“形态计量向量场”以及用于交互
式操作的可视化界面等独特优势。

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徐讯说：
“我们借鉴了多个学科的理论知识，通过
算法弥补了实验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
譬如切片的细微形变、需要克服不连续
间断取样造成的数据丢失问题，还解决
了跨时间点重构发育过程中的细胞分
化、迁移等难题。”

Spateo工具包的应用将助力理解多
种生物系统问题。目前，团队正通过生
成空间分辨的跨物种细胞图谱，比较不
同物种间器官的三维模型，进而揭示组
织结构的进化过程，如脊椎动物的四腔
心脏是如何从无脊椎动物的单腔心脏演
变而来的。

我省科学家牵头发布高精度生命全景时空算法工具包

给器官拍一个全息视频

图为小鼠胚胎发育的“3D 分子全息
图”。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何贤君 杜羽丰
共享联盟·义乌 陈健贤）“以前夏
天担心没水喝，雨天担心水质不好。
现在打开水龙头，清澈干净的水就哗
哗流出来了。”日前，义乌市城西街道
分水塘村村民陈根生点赞道。

义乌七山二水一分田，尤其部分
山区农村供水工程存在旱期水少、雨
天水浑、水质不稳定等薄弱环节。为
此，义乌启动了农村饮用水单村水站
建设改造提升行动，耗资数千万元，
在全市各偏远山区建设了29座农村
饮用水站。

分水塘村之前用水主要来源是山

涧水，来源不稳定，水质也不好。要解
决缺水问题，只能从外界引水。自单
村水站项目立项后，在义乌市水务局
及城西街道的支持下，市水务集团自
来水公司迅速行动，挖水渠埋管道，将
鲤鱼山溪水和丰山水库等水源地的水
引到分水塘村，并建成了城西街道分
水塘供水站。

据悉，义乌对20户以上自然村，
统一建设单村水站；对 20 户以下自
然村，则采取一户一方法，一户一解
决，安装小型家庭净水器，做到一村
不漏、一户不落、长效运维。目前，当
地受益山区人群超4.2万人。

义乌建成29座村级水站服务山区百姓用水

一村不漏 一户不落
义乌建成29座村级水站服务山区百姓用水

一村不漏 一户不落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晏 通讯员
江婵） 近日，一架运载无人机从舟山
本岛的小干岛国际海事服务产业园
腾空而起，仅 10 分钟后，一些食品、
海鲜及药品等邮政快件被顺利送至
普陀区桃花岛。至此，舟山悬水小岛
的快递可实现无人机配送。

本次试飞航线路程为 14 公里，
无人机沿指定路线到达桃花岛，降落
后由快递员接手包裹并进行派送，无
人机则按原路线返回。据测算，这种
配送方式较传统船舶运输减少了
60%的时间。

舟山小岛众多，以往小岛快递只
能通过渡轮运输，不仅要卡船班，而
且时间长。“尤其是小岛居民需要紧
急药物时，很难及时送达。”舟山市交

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说。今年以来，
为更好地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工作，
持续提升海岛居民生活质量，舟山交
通部门抓住低空经济发展契机，研究
可行的无人机物流航线，以配送民生
物资为主，积极推进舟山本岛至嵊泗
至花鸟、长涂至岱山本岛无人机物流
航线的试运行工作。目前，舟山相关
部门已联动谋划了舟山本岛至多个
悬水小岛和小岛岛际之间的多条组
合无人机航线。

“我们将围绕‘低空+政务服务’
‘低空+物流运输’等应用场景，着力
推动无人机试飞航线常态化运行，
为海岛群众提供更高效智能的物流
配送新体验。”舟山市交通运输局相
关负责人说。

舟山岛际快递运送有了新途径

无人机当起小岛搬运工

本报绍兴 11 月 12 日电 （记者
王佳） 12 日上午，绍兴市越城区召
开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会上
发布了多项政策规划，完成了多个项
目签约，为加速发展低空经济注入
动力。

大会发布了《绍兴市越城区关于
推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2024—2035 年）》，越城区将从

“平台、产业、场景、服务”四个方面发
力，打造全省低空经济先行区。同时
配套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从税收、土
地、金融、人才、资本、财政六方面要
素，提出了 23 条“真金白银”支持举
措，助推企业加速成长。

会上还发布了越城区低空经济

专项规划。“低空基础设施与飞行服
务是支撑无人机顺利升空和运行的
关键。空域和航线的规划将确保空
中交通安全有序，同时提高空域利用
效率。”越城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搭平台、建体系、定标准是越
城区发展低空经济的首要任务，在
省、市主管部门的支持下，越城区联
合中国民航大学等权威机构，围绕

“飞得起”“看得见”“管得住”，高标准
编制《越城区低空航路航线网规划》

《越城区低空基础设施网规划》《越城
区低空飞行服务网规划》三大专项规
划，实现区域空中综合性指挥体系顺
畅、高效、完整，全面支撑绍兴争创国
家城市空中交通管理试点。

越城发布低空经济专项规划

本报讯 （记者 赵琛璋） 日前，
总投资 3.77 亿元的温州市洞头区陆
域引调水工程二期开工建设，预计
2026年10月完工。

因原有管线输水能力不足，洞头
水资源已进入紧平衡阶段。为解决
这一难题，温州开展洞头区陆域引调
水工程建设。已于今年 6 月完工的
一期工程包含温州至洞头陆域引供
水第二通道工程洞头段、鹿西乡引供
水工程两部分，其中鹿西乡引供水工
程已于去年 11 月正式通水，彻底解
决离岛乡镇鹿西乡常住4000多位居

民饮用水难题。
当天开工的洞头区陆域引调水

工程二期项目，属洞头区陆域引调
水第二通道工程的二期部分，负责
将位于龙湾区的滨海水厂与洞头区
陆域引调水一期工程联通，实现从
大陆向洞头海岛引水，确保稳定供
水每天 10 万立方米。工程建成投
用后，将构建起“引调适宜，联合供
水”的洞头水资源配置格局，增加洞
头本岛及其周边岛屿的生活、工业
用 水 ，同 时 提 升 供 水 系 统 抗 风 险
能力。

陆域引调水工程二期开工

洞头海岛用水添新通道

11月9日至明年1月9日，宋代鸟类绘画真迹展“问羽：宋代的自然与艺术世界”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举行。展览汇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
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国内外收藏单位的15幅宋代绘画真迹、27幅宋画高清图版，并推出大型3D动画、沉浸式影院等专题数字展项目，吸引众
多市民游客参观。图为游客正在VR交互区观展。 本报记者 吕之遥 孙潇娜 摄

画中观鸟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
化。11 月 11 日至 12 日，浙江首次召开
全省农业科技工作会议。记者从会上获
悉，2023 年度浙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达 67.97%，较农业“双强”行动实施前提
高2.8个百分点。

以 科 技 创 新 塑 造 发 展 新 优 势 。
2021 年，浙江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召开大会，提出“科技强农”“机械强
农”的农业“双强”发展思路。几年间，
全省农业科技提速发展。而本次会议
上，浙江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立足产业、面向市场系统提
升全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加速形成具
有高科技、高品质、高效能特征的农业
新质生产力。

让“土特产”拥有更
多新花样

农业新质生产力，啥样？在嘉善县
中荷循环农业科创示范中心，一切都是
具象的：一盘盘生菜种子住在共 10 层的
育苗“大楼”里，有效育苗面积相当于传
统农业 5000 亩至 7000 亩育苗用地。育
苗全程封闭、隔绝病虫害和重金属，“出
关”后的秧苗无缝衔接叶菜工厂化定制
生产环节，20天左右即可采收。

“我们的水培生菜走订单农业路线，
主要供应海底捞、盒马等中高端市场，是
全亚洲规模最大的单体叶菜种植工厂。”
嘉善铪科中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汝荣告诉记者，基地由嘉善经济技
术开发区和荷兰铪科农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合资成立，亩均收益是露天种植模
式的80倍、设施大棚的10倍。“叶菜工厂
化种植市场潜力很大，华东地区一天的
叶菜需求量约为 5000 吨，仅海底捞上海
地区的日需求量就达 30 吨左右。”他透
露，本月，荷兰铪科将在湖州启动新建又

一座种植工厂。
围绕市场需求进行产业创新升级，

是浙江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
向。在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
心未来食品实验室，记者尝到了一款以
云和雪梨为原材料的气泡果汁饮料。“产
品新鲜出炉，本月刚刚试生产。”未来食
品实验室主任助理刘冠辰说。近两年，
浙江有不少地方上门寻求“土特产”升级
良方，比如实验室联合研发的 NFC 胡柚
复合果汁、福柚膏等产品，就很好地保留
了常山胡柚的营养价值成分，让“土特
产”拥有更多商品形态。

农业新质生产力范围很广，涵盖新
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浙江正着
力强化应用导向的科技攻关，换句话说，
农民是否从中受益，是重要的检验标
准。本次会议上，浙江从近 400 项农业
领域科技创新成果中评选出 20 项重大
农业科技成果。“10 个新品种、10 个新技
术，都是近 5 年推广应用广泛、市场反响
良好的创新成果。”省农业农村厅科技教
育处相关负责人说。

这些科技成果的一大共性，是基于
浙江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做创新。如溪流
性鱼类生态养殖模式，浙江在传统流水
养殖基础上开发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
帆布池流水养殖、微咸水池塘养殖等多
种生态养殖模式，拓展了溪鱼产业发展
空间和场景；山地轨道运输机有效解决
了我省丘陵地区农资、农产品上下山难
题，截至 2023 年底，全省轨道运输机安
装使用保有量超万台，轨道安装长度达
360万米，均列全国第一。

目前，浙江农机装备制造业产值已
跃居全国第四位。2023 年，全省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81.35%，较农业

“双强”行动实施前提升 9.85 个百分点，
增速远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提速创新，接下去如何发力？新印

发的《关于深化农业“双强”行动提升农
业科技创新与推广能力的意见》中明确，
浙江将从完善创新阵型、壮大创新主体、
聚焦重点攻关、加快成果转化、加强人才
培养等多维度系统化、全链条布局。到
2027 年力争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72%，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4%，初步形成具有高科技、高品质、高
效能特征的农业新质生产力。

支持企业参与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

在农业科技领域做创新突破，需要
面对漫长的周期。面向未来，会议设置
的农业科技创新展上，亮相了不少“十年
磨一剑”的科创成果。

省农科院的展位上，几代玉米稻、高
粱稻标本颇为吸睛。“高粱、玉米生长旺
盛，抗性抗逆强，我们从十多年前就开始
研究分子远缘诱变技术，该技术可以绕
过远缘物种间有性杂交的技术瓶颈，将
高粱、玉米的外源 DNA 片段导入水稻，
育出的新种质在区域性试验中亩产提升
10%以上。”省农科院副院长李国景说，
技术诱变出来的第一代玉米稻“身高”近
2米，产量潜能虽大，田间倒伏风险也高，
通过品种自交、纯化，现在第四代杂交稻
的“身高”已基本和常规水稻持平。更重
要的是，省农科院由此搭建起成熟的技
术体系，将其应用于更多新品种、新物种
的研发。

湘湖实验室主任李培武院士团队历
经 20 多年研发的 ARC 微生物菌剂，突
破了豆科作物固氮效率低和阻控黄曲霉
毒素污染两大世界性难题，被农业农村
部遴选为 2024 年全国农业十大重大引
领性技术之一。“南起海南三亚、北至黑
龙江黑河，过去一年我们在全国布置了
187 个试验点做试验示范，试点基地的

大豆、花生平均单产提升在 15%和 19%
以上，在海盐的一个实验基地，鲜食大豆
的亩产增加了23%。”团队副研究员王晓
说，目前 ARC 微生物菌剂每亩施用成本
在 30 元左右，增产带来的收益约为每亩
200 元至 300 元，“产品的示范效应刚刚
显现，我们也会持续迭代，给到农民群体
更实惠、绿色高效的技术成果。”

把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摆到更加突出
的位置，浙江正着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省农业
科技工作会议之后，紧接着就召开了农
业科技企业座谈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和
浙江农业科技企业“领头羊”面对面，开
诚布公聊问题、提建议。

比如持续投入的信心问题。杭州瑞
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全国领先的
生物育种研发型企业，为我国生物育种
贡献了获批生产应用的首个抗虫玉米、
首个抗虫大豆。生物育种是战略性、基
础性核心产业，但周期长、见效慢，在资
本市场上较难得到关注。

本次会议上，瑞丰生物获得了中央
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2.99亿元的投资
支持。“瑞丰的团队和技术都很有潜力。”
投资基金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协同发力，浙
江 正 加 速 整 合 重 塑 农 业 科 技 创 新 体
系。”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浙江 2021 年成立“三农九方”科技
联盟，以“揭榜挂帅”实施农业科技协
作，如今联盟成员数已由 5 家扩展到 24
家。今年，浙江将推动“三农九方”项目
进一步向生产需求靠拢，还将开辟引领
型项目跑道，支持企业参与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记者了解到，我省新确定的 21
个“三农九方”项目中有近一半将由企
业挑大梁、唱主角。

（本报记者 祝梅 来逸晨 通讯员
裘云峰）

“土特产”如何更有竞争力，机械化率怎样再提升，农业科创发力在何处⋯⋯

浙江广袤田野这样作答

本报讯（见习记者 汪文羽 记者
于山 通讯员 徐翠） 日前，“邻礼供
销”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金奥社区
店开业。至此，衢州、杭州、金华三地
已累计开设 15 家“邻礼供销”门店。
而在今年 6 月，这一由衢州供销社率
先探索的“邻礼供销”社区小店模式，
成为全省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
的试点项目。它是如何运营的？群
众满不满意？记者来到衢州第一家
开张的“邻礼供销”白云店一探究竟。

傍晚 6 时后，天色渐暗，嵌入在
衢州市柯城区白云街道白云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的“邻礼供销”白云店灯
火通明，居民进进出出，站在门口就
听见了里面的聊天声。

一进门，高家镇的牛奶、九华乡
的鸡蛋、莲花镇的葡萄等，产自衢州
本地的农产品放在显眼位置。居民
钱玉英正仔细挑选着来自柯城区万
田乡的新鲜毛豆，她满意地表示：“这
里卖的都是我们本地农村种的绿色
无公害蔬菜，品质好，吃得放心。”钱

玉英家离“邻礼供销”白云店仅 5 分
钟路程，她几乎每天会过来采购新鲜
食材。记者看到，在白云店的邻礼微
信群中，一条“参与接龙”正在进行：
江山猕猴桃 2 箱、龙游放养鸽 1 只

（宰杀好）⋯⋯小店里当天有什么新
到 的 农 产 品 ，会 第 一 时 间 在 群 里
通知。

小店还提供家政服务、健康服
务、“乡村游”等多种功能。在墙上，
挂着各服务项目清单，只需扫描小程
序二维码，便可预约服务上门。

负责运营“邻礼供销”的衢州兴
合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巫
伟说，“邻礼供销”不仅畅通农产品进
城路径，连接乡村供给与城市需求，
搭建嵌入式服务场景，还兼顾生活需
要与邻里和谐，并通过连锁经营、多
方合作，形成可持续运营机制。截至
目前，已在杭金衢等网点开展共富市
集、邻里活动、基地溯源、乡村游等各
类活动100余场，带动农产品销售近
800万元。

衢州等地打造邻礼供销社区店

家门口有了“小菜场”，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