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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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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不仅仅
要说科学“实话”

日前，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时指出，全

球变暖趋势在持续。2019年，全球平均温
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 1.1℃，是有完整

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年份，过去五
年（2015~2019年）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

以来最暖的五个年份；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每个连续十年都比前一个十年更暖。
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戴维·格

罗斯尖锐地指出，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流行
性疾病、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核武器的威

胁，是人类所面临的三大危机。“科学快速发
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蓬勃，但是，当

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存在时，国家与国家之
间、政府和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相

互合作、协调，应对这些危机，而不是开展以
国家、政治利益为主导的不良竞争。”

他认为，科学家不仅要作科学研究和

预测，更要说出科学的“实话”，并思考和努
力让这些“实话”影响到政治决策，从而帮

助人类共同应对危机。“这也恰是世界顶级
科学家协会存在的重要性。”

创新和人才
是未来发展首位

2017 年京都奖基础科学奖得主格雷
厄姆·法夸尔是一位植物生理学家，他对气

候变化的关注从上世纪 70年代便开始了。
“全球变暖并不是某一天的毒太阳导致的，

而是发生在长时间维度中，对人类生活产
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气候变化会对

每年的降雨量带来改变，而降雨对农业而

言非常关键。未来，有许多地区面临着降雨
趋势的不确定性，无论是从农业生产者还

是市场经营者的角度而言，快速的适应能
力显得尤为重要。”

2019年沃尔夫农业奖得主戴维·齐尔

伯曼也不无担忧地表示，气候迁移会导致

地区农业危机，冰川融化会带来极端天气

对农业生产率产生影响，突发气候事件会
破坏农业生产链条稳定性。齐尔伯曼将创

新、人才和贸易灵活性放在未来发展的首
位，并综合科学、社会、政治角度考虑地区

移民的可能性。当前，齐尔伯曼正致力于
“气候智能农业”项目，希望为发展中国家

提出新的经济解决方案。

科学传播
有助公众行动

无论是早在 1987年通过的《蒙特利尔
协定》，还是 2016年签署的《巴黎协定》，都

象征着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决
心。无论是对于科学家、个人还是商业社会

而言，都能够通过相应的措施促进气候变
化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地球系统科学

系主任宫鹏认为，或许科研人员很难从机

构直接面向公众，但媒体乃至高校内的新

闻传播机构在传播中的作用更应该被强
调。“在中国，通过媒体中潜移默化的公众

教育来强化地球保护意识，这一方法在培
养公众意识层面作用显著。但其局限是，公

众对‘为什么’的理解并不到位，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具体措施的落实。”

2005年京都奖基础科学奖得主西蒙·

莱文说，科学家和业界、政府的合作关系很
大程度上能够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科学方案

的应用，“应对气候变化，多中心、模块化的
模式或许更存在可行性。比如，美国和中

国、欧洲国家间等模块化组合，达成气候协
议，并有所行动。除此之外，企业也需要认

识到它必须成为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在解
决自我利益的同时更要考虑商业生态系

统、社会可持续发展等。行业内某些前沿公
司的力量不可忽视，我们或许能够在这些

公司展开应对气候变化的试点工作，最终
推广到更大的区域。” 本报记者 马丹

科学家们呼吁团结一致帮助人类共同应对危机

应对气候变化不仅要靠科技
“科学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能提供什么？解决办法其实

很简单。就科学而言，我们拥有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
问题并不在于科学或技术，而是我们如何使用它。”

面对气候变化，人类的命运将会如何？在日前落幕的
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专家们呼吁：不要再忽视
科学家针对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气候变化已经是全球人
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我们无法团结一致为了人类共同的
福祉做出贡献，这才是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北斗在天，与地上社区手拉手，会产生

怎样的化学反应？日前记者在上海市青浦
区看到，依托北斗产业基地的地缘优势，北

斗卫星技术和红黄绿三色社区管理巧妙结
合，“青浦北斗社区通”一站式社区管理平

台，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青浦社区基
层治理的新路径。干部喜欢用，居民经常

用，“北斗＋”社区已经成为青浦当地基层干

部和工作人员的“贴身管理新神器”。
青浦朱家角镇的夏老师是一位退休

多年的高中语文老师，罹患阿尔茨海默病
症，已经多次发生了离家出门买菜，忘记

家里地址的情况。“青浦北斗社区通”平台
上线后，夏老师的女儿第一时间申请了基

于北斗技术的智能手环。这个手环不仅能
够记录夏老师的位置和行踪，还有实时定

位、历史轨迹、电子围栏等服务应用，并记
录血压、脉搏等一系列生理指标。夏老师

戴上北斗手环后，如果离开所设的围栏范
围，手环将主动给她女儿发送通知以及向

平台报警。
女儿女婿还可以依靠系统上的北斗

服务进行实时定位查看到夏老师的位置。

同时夏老师本人及监护人可以随时监测
血压、心率，如若突发心脏病、中风等紧急

情况，通过独有的一键救助模式，启动紧
急安全救助功能，通过 SOS一健报警功能

向亲情号码发出警示信息，并轮流拨打亲
情号码，守护老人的安全。“以前就希望有

这样的一个智能手环，不仅能实时查看我

妈的位置，而且如果她离家走远了，我们
也能及时收到报警通知，现在终于给我妈

装上了这个高科技装备，我上班再也不用
提心吊胆了。”夏老师的女儿使用平台半

年，由衷地感谢天上北斗来帮忙。
据介绍，“青浦北斗社区通”平台，还

全面借助“一网统管”“社区云”“租管家”
等基础信息系统，全量、实时、全覆盖汇聚

社区治理的各类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借助技术优

势，建立建全社区民生档案数据库，进一

步用好现有云资源，形成支撑“社区中心”
的基础数据资源池。同时，创新红黄绿三

色管理机制，采用亮灯制度提醒各级管理

人员及时处理居民关注度高、迫切需要解

决的各种问题。
有了“青浦北斗社区通”平台，疫情期

间，当地居委通过“社区公告”发布口罩领
取通知，疫情防控信息等，方便了广大居

民“不出门便知小区事”，有时候通知发布
才过了几分钟，就有不少居民点赞和评

论，大大增强了小区便民信息的时效性和

流动性。夏阳街道青华委会居民老赵，就

是通过“青浦北斗社区通”的“家园治理”
版块，反映电瓶车在公共楼道乱停放、随

意拉电线充电等问题，很快得到了满意答
复。“以前怕影响邻里关系，不好意思提问

题。现在有了这个平台，可以及时反映，并
得到即时反馈了。”
目前，这一系统在青浦区赵巷镇、徐

泾镇、朱家角镇、练塘镇和夏阳街道率先
开展推广应用，基于街镇一级更基层的社

区服务，根据更精准的居民需求出发为街
镇居民量身定做，实现了更全面、快捷、直

观地解社会运行情况，让“门对门陌生人”
变“社区里老熟人”。 本报记者 马亚宁

科研
动态

    近日，市科委公布 2020年度科技创新

行动计划“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项目评审结
果:华东理工大学“钾锂战略资源国际联合

实验室”获批立项。该国际联合实验室项目
由于建国教授牵头，以华东理工大学为依

托单位，联合泰国钾矿有限公司开展钾锂
战略资源开发的国际合作研究，首轮建设

周期为三年。这是目前上海高校唯一校企
合作、以产业化为导向目标的国际联合实

验室建设项目。

钾肥众人皆知，却不知它源于重要矿产
资源。钾锂位列国家 24种战略性矿产目录，

是国家粮食安全、新能源战略及国防事业发
展的关键原材料。由于资源与加工技术的限

制，我国钾肥供应长期依赖进口，锂矿开发
尚处于初级阶段，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钾锂战

略资源对外依存度仍会保持高位运行。

钾锂战略资源国际联合实验室聚焦国
家紧缺资源海外开发的战略需求，重点围绕

中南半岛岩盐矿钾溴资源开展国际合作研
究，助力国家钾锂战略资源海外基地建设。

据悉，华东理工大学国家盐湖资源综
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泰国钾矿有限

公司自 2012年开始国际技术转移项目合
作。本次国际联合实验室项目是双方合作

的进一步升华，通过首轮三年的周期建设，
致力于在钾锂矿产资源开发领域建立具有

重大自主创新的成套工业技术与核心装备
体系，践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凝心聚力

谋求国际资源开发共发展。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华理获批建设
钾锂战略资源
国际联合实验室

除了实时定位，“新神器”还有
更多便民服务功能

“北斗＋”社区上线
与居民智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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