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峥）近年来，
昆明海关通过加强重点领域科技
创新、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为

“科技创新助推海关”提供技术支撑。
目前，昆明海关技术中心已

建成实验室 46个，其中国家检测
重点实验室 11个、区域中心实验
室 14个、常规实验室 21个，设备
数 达 6375 台 套 ，检 测 项 目 达
16000多项，实验室检测范围不断
扩大、检验时效和准确率不断提

升，并构建了检测时限流程自动
化、无纸化管理，提高了服务效率
的数字化管理系统。特别是一批
国家重点检测实验室的建设，在
应对甲型H7N9流感、中东呼吸综
合征疫情、非洲猪瘟疫病的防控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检验检疫
筑牢了科技防线。目前，昆明海关
技术中心实验室建设已达到西部
领先水平。图为检验员利用高新
仪器对食品农残进行快速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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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海关技术中心建设西部领先昆明海关技术中心建设西部领先

2019年9月13日 星期五
编辑/樊丽川 美编/赵行伟 制作/毛秋实 3科教卫生关注

＞ 本期焦点

本报讯（记者陈鑫龙）近日，
保山市施甸县妇幼保健院区域优
生优育检验中心三方签约仪式暨
分子生物实验室启用发布会在该
县妇幼保健院举行。会上，施甸县
妇幼保健院、施甸县 13个乡镇卫
生院与昆明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
公司正式签订三方协议，共建施甸
县区域优生优育检验中心，提升施
甸县区域检验中心技术水平。

据悉，施甸县区域优生优育检
验中心是我省首个区域优生优育
检验中心。2019年初，施甸县妇幼
保健院和昆明金域共建医学实验

室，提升本院的检验水平，进一步
推动分级诊疗在施甸县的落地，加
强妇儿专科能力的水平。在此基础
上，施甸县妇幼保健院及县域 13
家乡镇卫生院与昆明金域正式签
约，建立区域优生优育检验中心，
实现区域内优生优育优质医检资
源共享。

下一步，昆明金域与施甸县妇
幼保健院将共同携手进一步升级、
完善区域优生优育检验中心及平
台，为施甸县各级医疗机构提供检
验资源共享、技术帮扶、质量体系建
设、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等服务。

三方共建
施甸县区域优生优育检验中心成立

本报讯（记者 陈鑫龙）9月 6
日，医疗康养护理应用能力研究院
揭牌仪式暨学术论坛在云南医药
健康职业学院举行。

该研究院由云南医药健康职
业学院、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医学院
与上海菁英好家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成立。云南省在生物医药、
自然环境等健康养老方面具有得
天独厚的资源，上海在护理、康复
等医疗领域有先进的技术和专家
人才。研究院将搭建一个科学研究
与社会服务平台，整合相关医院、

企业、研究机构的社会资源，开展
医疗康养护理应用能力研究。同
时，该研究院的成立，将有利于整
合沪滇两地优质康养护理优质资
源，全面提升医疗、康养、护理类人
才应用能力，更好地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

揭牌仪式后，来自省内外的 8
位专家学者作了《奇彩云南，养生
天堂——构建防治养一体化的大
健康未来》《复合型家庭管家人才
培养与市场需求》《大健康产业下
的康复新视觉》等主题报告。

医疗康养护理应用能力研究院揭牌

走进省政府办公厅圆通幼儿
园，随处可见充满设计巧思的游戏
区域，这一切都出自园长兰元青之
手。工作 30多年来，她在幼教这片
多彩的百花园里勤奋耕耘，用心探
索，让每一株幼苗茁壮成长，让每
朵鲜花灿烂开放。

“立足长远，科学规划幼儿园
发展。”从事幼教工作以来，兰元青
从没有停止探索和实践。她倡导

“爱与自然”的育人思想，坚持“游
戏为基本活动”的基本原则，2003
年起，在全省率先实践区域活动，

积极构建绿色、自然、生态、童趣、
挑战为一体的育人环境，最大限度
地支持和满足孩子通过直接感知、
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来建构能力，
习得经验，奠定终身可持续发展的
素质基础。

作为全省幼儿教育的“领头
羊”，兰元青积极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积极奔走帮扶云南偏远的高
原、农村、民族地区，全心全意为云
南幼教优质、快速发展无私奉献。
为了补齐边疆民族地区学前教育
发展短板，在“三区三州”扶贫攻坚

工作中，她通过入园指导、送教下
乡、现场教研、示教等活动，积极有
效地开展了幼教帮扶工作。

兰元青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地
区学前教研工作坊坊主、教育部园
长培训中心实践教学指导专家、云
南省“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工作坊
坊主、云南省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省“三八
红旗手”、云南省首批“云岭教学名
师”、云南省“教书育人楷模”、云南
省教育功勋奖、云南省人民政府督
学、云南省中小学名校长等荣誉。

本报讯（记者 季征）记者从
省科技厅了解到，8月 30日，国家
统计局发布了《2018年全国科技
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统计显示，
2018年，云南省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达到 187.3亿元，研究与试验
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为1.05%，研究
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大幅提
高，首次实现突破1%。

研究与试验发展（R&D）是国际
上对科学技术活动进行测度所使
用的通用术语，R&D相关指标集
中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实
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

统计显示，与上年相比，2018
年，云南省R&D经费在全国位列
第 19位，R&D经费投入强度位列
全国第 21位，均保持了上年的排
位。R&D经费增加额为 29.5亿元，
排位列全国第 18位；R&D经费增
幅达 18.6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6.89 个百分点，排位列全国第 4
位，高于全国 11.8%的增幅；R&D
经费投入强度提高0.09个百分点，
排全国第 14位；R&D经费投入强
度增幅达9.38%，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 7.52个百分点，排位列全国第 6
位，高于全国1.86%的增幅。

资讯荟萃

云南省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投入首次突破1%

本报讯（记者 陈云芬）为防
止极危植物“版纳西番莲”灭绝，日
前，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开展了第一批60株幼苗的野外
回归工作。

充分考虑多种源的“版纳西番
莲”种苗会携带更多遗传多样性，
回归工作主要以“异地回归”和“增
强回归”两种方式展开。“异地回
归”选择在勐养子保护区的关坪站
附近的保护区内，共回归种植了
20株，这里离原产地近，生境相似
且没有人为的干扰，利于今后保护
区工作人员的长期监测。“增强回
归”选择在其自然分布居群所在
地，共设两个回归点，回归点间相
距约3公里，每个点约有10余株野
生植株及 20棵人工繁育植株，以
期通过扩大两个回归点的种群株
数能够形成连续的分布带。

“版纳西番莲”为柔弱的草质
藤本植物，喜半阴生境，生长于林
缘地带。该物种为当地特有种，目
前仅分布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大渡岗乡至普文镇一带。从
2015年至今，西双版纳植物园园
林园艺部植物引种与信息管理组
仅发现了该物种的3个居群，总数
量不超过100株，且呈明显下降趋
势。依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
标准，该物种达极危等级。为防止
其灭绝，园林园艺部积极采取措
施，对其重点开展了扩繁、保育和
回归工作。

2017年底开始，园林园艺部
工作人员通过扦插和嫁接的方式
对该物种进行了扩繁，至今共繁育
出 200余株。2019年 8月 21日，正
式开展第一批60株幼苗的野外回
归工作。

科技传真

“版纳西番莲”踏上野外回归之路

本报讯（记者 施铭）近年来，
玉溪市生物医药产业持续快速发
展，初步形成了生物技术药和中药
民族药两个特色产业体系，加工制
造能力快速提升、产业发展初具规
模、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
展，玉溪市出台相关政策，设立1000
万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通过创新驱动、集聚联动、重点突
破、精准招商、主动服务等措施，推
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目前，玉溪市
有生物医药企业26户，规模以上企
业19户，覆盖生物疫苗、生物制剂、
化学原料及制剂、中成药及中药饮

片、原料药、植物提取等六大类生产
领域；拥有药品批准文号 257个。
2019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生物医药
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20.3%。

以疫苗、单抗为代表的生物技术
药取得突破。经多年培育，玉溪疫苗
产业园区聚集沃森生物、九洲生物、
泽润生物、嘉和生物4家企业，拥有A
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等
六个品种的产品上市销售，2016年至
2018年主营收入从 2亿元增长到
8.25亿元，年均增长约100%。在研13
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新型2价
宫颈癌疫苗、新型9价宫颈癌疫苗、马
破伤风免疫球蛋白、马抗狂犬病免疫

球蛋白等5个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以民族药、特色药为代表的中

成药稳步增长。积极推动中药产业
发展。通过牵线搭桥，湖南赛灵集团
与本地克雷斯制药联手，促成了省
外资源和管理模式与玉溪传统名方

“恒古骨伤愈合剂”的结合，使该单
品主营收入从 2016年的 0.72亿元
增长到 2018年的 2.3亿元，年均增
长约80%，目前已在美国、土耳其、
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上市。据悉，玉溪
9 家中成药生产企业，2016 年至
2018年主营收入从 5.49亿元增长
到8.32亿元，年均增长约20%。

以芦荟、冰片为代表的天然保

健日化品产业初具规模。近年来，玉
溪市不断加强保健食品、特殊用途
化妆品、药食同源产品等健康类产
品的开发与生产，先后培育万绿、林
缘、健坤等一批企业。其中万绿生物
公司成为亚洲最大的芦荟工业原料
生产企业；林缘香料公司建成年产
1000吨原料药冰片生产线，并通过
国家新版GMP认证；健坤生物建有
15吨辅酶Q10原料药生产线，开发
了辅酶Q10原料药及系列产品、维
生素K2系列产品。据了解，玉溪 7
家主要化学药、原料药、植物提取生
产企业2018年主营收入2.38亿元，
同比增长50%以上。

玉溪市生物医药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2019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生物医药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20.3%

三尺讲台铸师魂
本报记者陈怡希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

者，更是文明的传播者。社会不断进

步的背后，有一批批坚守在三尺讲台

上传授知识、播撒希望、传承文明的

人民教师。在第35个教师节，我们走

近2位乡村教师和3位全国优秀教

师，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对教

育事业的热爱与坚持。

“在大学中，每一个教师其实
亦是一个学生，要学会将自己的知
识与年轻一代分享，学会在现有
的知识架构中发现问题，探求未
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与学
生共享。”这是云南大学“教育部
自然资源药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主任张洪彬常对学生说的话，也
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多年来，这位

“海归”教授始终为云南的教育事
业辛勤耕耘，为云南建设发展献
计献策。

1985年，张洪彬从云南大学化
学系毕业。1988年，他在中科院上
海药物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学位后
便出国深造。出国前，他主持完成了

“油菜素内酯类物质的合成及农业

应用研究”项目，率先在国内制定了
芸苔素内酯类物质的企业标准。通
过与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研发
出新型植物生长调节剂“云大-
120”。这一研究工作的产业化，为国
家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2000
年，张洪彬怀着对祖国、对云南这片
养育他成长的土地的热爱，回到云
南大学工作。回国后，他以最快的速
度组建了药学院，并利用自己出国
前为云南企业做出过贡献的优势，
搭建起当时在西南片区一流的实
验室，打开了良好的教育、科研局
面。回国之初，云南省没有化学博士
学位授权点，严重制约了化学学科
的发展。2003年，张洪彬作为学术
带头人申报获得云南省首个化学

类博士学位授权点，为云南大学化
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2010年，他再次主持申报并
获得化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2014年，他作为学科带头人主
持申报并获得云南省首个化学一
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圆满实现了
全方位培养化学学科人才的奋斗
目标。在他的带领下，云南大学化学
学科多年来连续进入全球基础科
学指标（ESI）前1%。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张洪彬要
求学生勤奋刻苦、勤思善辩，既培
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又培养学生的
解决能力。他勤奋的工作作风、严
谨的科学态度、对事业的执著追求
精神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我热爱教育，只要能让我从
事教育工作，能和可爱的孩子们在
一起，哪里需要我，我就乐意去哪
里！”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特
殊教育学校的乡村教师艾党从教
的 39年里，有 36年的岁月都奉献
给了山区的孩子们。

1980年，艾党被分配到墨江县
最边远的团田乡工作，先后担任扫
盲专干、班主任、村校长、教导主
任、副校长、校长等职，一干便是30
年。那时，学校请不起修理工，他在
努力上好课、教好书、育好人的同
时，利用周末、节假日维修桌椅、床
架、房屋，维护水电线路，成了名副
其实的木工师傅、水电师傅，同事
们对他的称呼也由“艾老师”变成

了亲切的“艾师傅”。
2013年，他再次选择了离县城

10多公里的特殊教育学校担任校
长。这是一所新建学校，任何事情都
从头开始。学生刚进校时，由于智力
障碍，不少出现了大哭大闹、晚上不
睡觉，到处乱跑、乱扔垃圾等情况，
甚至随时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情，针对棘手的现状，艾党带领教师
们为每个学生制定了不同的个别
教育计划，确立“快乐动手、适应生
活”校本课程的研究，进一步加强生
活自理能力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
成教育。一段时间后，学生乱扔垃圾
等现象没有了，会主动向老师问好，
早上起床能整理宿舍内务。在开齐
开足课程的同时，他组织教师开展

钢琴、书画、劳动技能、手工制作、康
复训练等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如今，
听障班的学生也能弹钢琴和吹葫
芦丝了。艾党还和老师们带领学生
到食堂学做饭菜，到实训基地学种
菜、学养猪鸡、学采摘加工茶叶等劳
动技能培训，让学生做到有一定的
文化知识，有一定的劳动技能，会生
活、能生存、自食其力。目前，学校已
招收培智班 7个 44人，听障班 2个
11人，送教上门75人，用爱心和责
任心为山区残疾儿童撑起了一片
蓝天，更撑起了一片希望。

扎根边远山区36年，因为山区
的孩子早已成为他放不下的“甜蜜
负担”。为山区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
美好的青春年华，艾党无怨无悔。

兰元青
守护幼苗茁壮成长

艾 党
扎根山区特教事业

张莲珍
永守初心平凡相伴

“不让一个孩子辍学，永守自
己从教的那份初心，做一名人民
满意的教师。”这是临沧市双江拉
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忙糯
乡荒田完小的乡村教师张莲珍对
自己的要求。从教 39年来，张莲珍
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工作，用自
己的坚守和执着默默耕耘，践行
着自己作为乡村教师的初心。

张莲珍刚参加工作时，50多
个学生只有 3间很小的土坯房可
以上课，公路、水电都不通。没有
教室她就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上

课，没有黑板就自己劈一块木板
靠在墙上教孩子们写字。学校的
很多设施都是一边教学，一边带
领学生一起建设。有的学生交不
出学费，甚至有的学生连饭都吃
不饱。为了让所有的孩子有学上，
她用自己一个月 30 多元的工资
垫付孩子们上学的费用，买学习
用具。而张莲珍对自己却能省则
省，穿在脚上的永远是那双“解放
牌”胶鞋，几年都舍不得买一件新
衣服。

即使是平凡的乡村教师，在

张莲珍看来也是无比神圣的，她
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师职业、热
爱每一位学生。为做好教师这份
神圣的工作，她始终坚持不断学
习，增加知识储备，刻苦钻研业
务，提升教育教学能力。

“除了我以外，学校已经有了8
名教师，还有3名是今年刚刚招聘的
特岗教师。”现如今，张莲珍扎根了
30余年的荒田完小已有 114个学
生，少数民族学生46人，占41% ，主
要有拉祜族、布朗族和佤族，留守儿
童16人，入学率达到100%。

黄红燕
点亮学生希望之灯

为盲人学生下厨做菜，带聋哑
学生体验DIY蛋糕，为“家馨社区”
聋人流浪儿童找学校上学，和青春
期的孩子们促膝谈心……

从事特教 20年来，“为孩子们
真心实意付出”是昆明市盲哑学校
教师黄红燕坚守的信条，她用无私
的爱，为一个个迷失方向的盲孩、
聋孩点亮了希望之灯。

1999年，特教老师的急缺让刚
刚大学毕业的黄红燕走进了这一
行。不懂手语、不会盲文，从未接触
过特殊学生的她茫然而紧张。在接
下来的时间里，她铆足劲，投入大
量时间精力在手语、盲文、学生特

点、课堂教学、特教基本原理、课程
改革上，从一个特教基本功为零的
教师成长为盲教育、聋教育的市级
骨干教师。

在课堂上，聋哑孩子喜欢她
轻松、活泼的教学方式，盲孩子喜
欢她渊博的知识和动听的声音，
在初中、中专语文课堂上，总是能
够听到从她课堂中传出来的一阵
阵热烈掌声和欢笑声。课后，学生
们喜欢找她谈心，诉说自己的小
秘密。

在多年的特殊教育教学中，黄
红燕意识到特教老师只奉献爱心、
传授知识是不够的，更要帮助学生

寻找到希望的心灯，让他们有目标、
有想象、有憧憬、有希望。春游外出
活动时，她带领盲生触摸植物、雕
塑，感受阳光、花香，聆听鸟语、笑
声，用语言描述看到的美景，发现大
自然的美。她积极接待志愿者到校
做义工，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社
会人士走进寄宿制特校和学生们
交朋友、聊天、游戏。争取机会，带领
特殊学生走出校园，走向外面的世
界。带领聋哑学生赴广州、福建比
赛，带学生实现人生第一次坐火车、
第一次看大海的经历。这群特殊学
生们对自身目标的设定也清晰起
来，纷纷从职高走向大学。

张洪彬

“海归”教授辛勤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