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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欧洲

2008年，26岁的侯精明赴德国攻读
博士学位。学习之余，侯精明时常去住处
附近的广场散步。行走其间，侯精明一直
琢磨着这里“灰绿结合”的设计理念。

“‘灰’，是疏管修堤式的人工建
设；‘绿’，是植树种草式的拥抱自然。”
侯精明说，每逢下雨天，广场建筑上的
雨水流下来，可用作园林灌溉，也能流
入人工湖，形成雨水循环系统。“这种
新的城市设计理念，是我在留学生涯
学到的重要一课。”

几年读博时光，侯精明潜心于水
动力模拟、水灾害管理、城市水利等领
域的研究，主攻“地表水动力模型”开
发。2013 年博士毕业时，模型已基本
成型，但有一点仍需优化——运算速
度有待提升。

“比如灾害预报，如果算得够
快，提早1小时预警，那么社会的应
对能力就有量级式的提升。”为了完
善成果，侯精明再赴英国，完成了3
年博士后研究。2016 年，侯精明回
国加入西安理工大学，他的目光投向
了城市“看海”的问题。

“当时，我看到一些城市存在雨
季内涝的现象，我想用所学知识，
尽一份微薄之力。”侯精明说。

“闻雨则喜”

回国后，侯精明的科研重点仍是

“城市水利”。经过多年研究，他的团
队研发出智慧雨洪管理系统。

“我们依据气象预报进行积水预
报，并根据降雨和积水的实时监测数
据，实现预报预警、智慧调度。这其
中，模型算法是技术核心。”侯精明
介绍，“我们将分析数据及时提供给
政府相关部门，从而更科学、有效地
应对城市内涝灾害。”

常年与水打交道，侯精明和团队
“闻雨则喜”——为了采集实验数
据，每逢大雨来临，街上行人都往家
里跑，科研团队成员却总是向外冲。

“典型暴雨不容易遇到，尤其是
几场大暴雨，可能得等几年。”侯精
明说，“为了检验智慧雨洪管理系统
精度的可靠性，我们必须逆向而行、
迎雨而上。”

有一年盛夏深夜，暴雨倾盆。侯
精明的学生收到了老师的紧急通知：
整装出发，采集数据！大家赶忙穿上
雨衣、雨靴，拿上水尺，跑下楼集合
出发。

风雨交加，团队成员开着车，直
奔“海绵城市”试点区——陕西西咸
新区沣西新城。“那时街上路灯还没
装 好 ， 黑 漆 漆 一 片 ， 天 上 还 打 着
雷。”学生李东来说，“但我们心里最
惦记的，还是数据测得够不够准。”

待暴雨退去，积水消散，大伙
儿才收工，回到家已近凌晨 3 点。

“在暴雨中工作当然辛苦，但采集到
了主要积涝点的面积、深度、历时
等一手数据，就是最好的回报。”侯

精明笑言。
一晃数载，当年的本科生李东来

现已博士毕业，侯精明的科研团队也
壮大至 30 余人。近几年，通过自动
监测等新技术，科研人员不用再冒雨
去采集数据了。

“晴天时，我们用无人机，通过
激光雷达就能采集地面相关数据。”
侯精明介绍，大雨一来，提前布设的
摄像头可以拍下积水图片，“系统会
自动识别分析，算出水深、面积等多
项数据”。

如今，凭靠洪涝灾害防控关键技
术，侯精明团队的科研成果已经运用
到陕西西咸新区、宁夏固原、山西长
治等多个地区。“看着电脑上的模型
转化成了实际的效应，大家都很有获
得 感 ， 这 就 是 科 研 工 作 的 意 义 所
在。”侯精明说。

“水的感受”

小寨是西安市核心商业区之一。
走在这里，人来车往川流不息。“这
里有个大型调蓄池。”侯精明指着不
远处的地方说，“就在地下，比游泳
池大得多。”

“小寨十字地势相对较低，像个
‘大锅底’。”侯精明说，以前下暴
雨，这里会出现局部积水，造成交通
堵塞。后来，在这一片区海绵城市改
造工程中，团队提供了技术支持。

“源头上，在周边小区建海绵设
施，进行雨水调蓄；过程上，增设道

路排水设施，优化管网改造；末端
上，建设地下调蓄池。”侯精明说，

“多管齐下，效果明显。现在，这里
的积水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

多年研究，侯精明对于城市内
涝的成因及其解决对策有着自己的
思考。“有时，在城市化进程中，人
们没来得及考虑‘水的感受’。水发
了‘脾气’，因为人们占了它的生存
空间。”

“水要‘回家’，人要发展，咋
办？”在侯精明看来，关键在于平衡
的技巧、共存的智慧。“城市内涝只
是一个方面，从更宏阔的视野来看，
城市发展要关注水资源、水环境、水
生态，进而更好地拥抱绿色理念、和
谐共生。”侯精明说。

2019 年，侯精明作为归国青年
科技工作者代表，受邀在北京参加
国庆观礼。在侯精明办公室的桌子
上，一张他挥着国旗的照片放在最
显眼的位置。“作为一名扎根西部
的归国学者，我会继续努力，用所
学的知识解决更多实际问题。”侯
精明说。

谈及未来，侯精明说：“下一
步，我们要继续做好城市内涝的精准
预报预警。与此同时，团队计划引入
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在洪
涝灾害防控领域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给城市内涝“把脉开方”
本报记者 高 炳文/图

暴雨突至，时常给不少城市带
来内涝风险。治理内涝、提升城市
排水防涝能力，既是事关民众财产
安全的民生工程，也是事关建设宜
居、韧性城市的发展工程。

“城市和人一样，也会‘生病’。
我们努力做的，就是为城市内涝积
水问题‘把准脉’‘开药方’。”西安理
工大学水模拟及灾害管理团队负责
人侯精明是一位“专治”水问题的

“医生”——“城市出现内涝时，我们
通过技术和设备，诊断出积水原因，
再‘对症下药’。”

多年来，侯精明带领团队成员
开展水灾害治理、海绵城市建设等
方面的研究。他的愿望就是让城市
不再“看海”。

侯精明 （左一） 与研究生讨论VR城市洪涝逃生体验的演示情况。

近日，2024 第十四届中国泡菜食品国际博览会
在四川省眉山市开幕。眉山将萝卜、青菜制作成泡
菜，一年竟卖出 220亿元。“小菜一碟”是如何做成

“大产业”的呢？
走进本届泡菜博览会展馆，各家企业正在展示

咸香、麻辣、酸辣等口味的泡菜产品。还有企业将
一人多高的巨大泡菜坛子搬进展馆，展示泡菜制作
技艺。观展的市民人来人往，来自国内外的参展
商、投资商、采购商不时坐下洽谈。

四川眉山古称眉州，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故
乡。泡菜制作在当地民间已有 1500多年历史，几乎
家家做、人人吃。

“据史料记载，苏东坡当年不仅喜食泡菜，还亲
手制作泡菜。”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兼企业
发展部主任沈志勇介绍，为纪念苏东坡，眉山老百
姓习惯将腌制的泡菜统称为“东坡泡菜”，如今，眉
山“东坡泡菜”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东坡泡
菜制作技艺”成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
化内涵为当地泡菜产业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

眉山市深挖传统文化的价值潜力，多年来通过
历届泡菜博览会持续向世界推介“东坡泡菜”名
片，让“东坡泡菜”以整体形象参与市场竞争。

“食品农产品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我国重
要的出口产品。而泡菜作为蔬菜的深加工产品，被
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
喜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德荣说。

眉山市委书记胡元坤说，“东坡泡菜”一头连着
田间地头，一头连着大众餐桌，是促农增收的富民
产业，去年，眉山泡菜销售收入超220亿元，市场份
额占四川省二分之一，带动 20 多万农户致富增收，

“东坡泡菜”也再次荣登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
看似“土味”十足的泡菜，还蕴含着不少现代

科技。眉山市成立“民办公助”的四川东坡中国泡
菜产业技术研究院，构建以研究院为龙头、企业为
主体的科研创新体系。

四川东坡中国泡菜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张伟
介绍，研究院从全国各地的泡菜、腌菜企业收集了
1.1万株不同菌种，筛选出部分优势菌种供泡菜企业
选用。例如，泡菜在运输、贮藏、销售过程中，会
继续缓慢发酵，导致酸味过重，研究院研发的“浅发酵”技术，通过调
控核心菌种，有效控制了后期酸化问题。

现代科技还体现在生产线上。在四川李记乐宝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线
上，除了削皮、择菜两道工序需要人工操作外，其余的浸泡、清洗、拌
料、包装等诸多工序，均由智能化设备、机械臂等自动完成。

“正是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实现自动化、标准化生产，才
有了泡菜产业的大发展。”四川李记乐宝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斌说，
对于消费市场前景，企业信心十足。 （据新华社电 记者陈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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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近年来瞄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加快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
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为新质生产力发展
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图为在深圳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厅内，熊猫机器人从冰柜中
取出一听可乐。 新华社记者 洪泽华摄

近日，重庆市南川区供销合作社农技工作人员开展植保无人
机飞防作业，助力油菜管理。通过无人机技术和智能控制系统，
工作人员能够实现对油菜田的精准施药和施肥。与传统施药方式
相比，无人机飞防作业提高了作业效率，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
降低了对环境的污染。 罗 川摄 （人民视觉）

植保无人机显身手

本报电（立风）“AI善治论坛——人工智
能法律治理前瞻”专题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
行。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引导和规范
人工智能发展，并就相关法律建设进行了交
流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数据法治研究院
院长时建中表示，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应明确人工智能法的立法定位，把握立法的

重点问题，分析立法学科建设的意义，也要
为制度成长预留空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副
教授赵精武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要兼顾
技术创新和技术安全，科技伦理审查制度、
人工介入制度作为衡量技术应用方式的价值
评判标准，能够有效统筹人工智能的高速创
新与相关法律的内在稳定。

人工智能法律治理前瞻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电（陈渡归） 日前，由南京工业职业
技术大学与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合作共建的
中国职业教育第一所海外应用技术大学——
柬华应用科技大学首批本科生开学典礼在柬
埔寨金边举行。

柬华应用科技大学于 2023 年 12 月揭牌。
学校采用“4+0”“2+2”“3+1”等模式，在柬埔寨
开展职业本科学历教育，学生可同时获得中柬
两国的学历和学位证书。学校首批开设 6个本

科专业，包括新能源发电工程技术、汽车服务
工程技术、网络工程技术、电子商务、现代物流
管理、旅游管理。本学期学校共招收160名本科
学历生和 400 名校企合作订单班非学历生。学
生主要使用中文学习技术技能。

柬埔寨教育青年体育部副部长萨恩·瓦塔
纳表示，双方将以技术技能为纽带，助力培
养柬埔寨高素质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为中
柬两国教育合作发展提供动力。

中国职业教育助力柬埔寨人才培养

据新华社电 （记者侯文坤） 据中国科学
院武汉植物园消息，我国科研人员在大别山
区开展植物多样性科学考察时，发现了天门
冬科天门冬属新物种，并将其命名为大别山
天门冬。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知名
植物分类学期刊《植物分类》上。

据介绍，2020 年以来，中国科学院武汉
植物园组织的植物多样性科考队在大别山区
开展了 40 余次野外科学考察。野外科考过程
中，科考人员于 2022 年发现了一未知物种，
后来对其进行了长期观察，全面收集了该植

物的花、果和种子等信息。2023 年，科考人
员在湖北黄梅县和武穴市再次发现该物种的
居群。经过详细的形态比对和分子系统学分
析，确定其为天门冬科天门冬属新物种，因其
目前仅发现于大别山区，故将其命名为大别山
天门冬。大别山天门冬与天门冬、羊齿天门冬
相比，在形态上较为相似。它们在大别山区均
有分布，但可以根据形态特征进行区分：大别
山天门冬的花梗相对较短，只有1至3毫米长，
而且花梗上没有关节，但其叶状枝比天门冬、
羊齿天门冬更长更直，长可达16.4厘米。

科研人员在大别山区发现植物新物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