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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治国：在实验台上“守护国门”
在呼和浩特海关技术中心的实验室里，高

级兽医师赵治国正在进行能够快速检测食源

性致病菌活菌方法的开发研究。此项研究如

能获突破，预计可使致病菌活菌检测时间缩短

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从而大大缩短相关食品通

关时间。

2010年博士毕业后，赵治国一直从事食品

微生物检测、动物检疫、象牙及其制品鉴定等

工作。近年来，内蒙古进口国外种畜数量增长

较快，赵治国和同事多次参与进口种畜的检疫

工作，守在国门生物安全第一线。

2015年6月，内蒙古从国外单次进口种羊

5326只，创我国单批进口种羊之最。赵治国和

团队任务艰巨：进境种羊隔离期45天，他和团

队共8名工作人员需要在30天内完成5万多项

检测项目，还承担着食品微生物检测、植物转

基因成分检测以及其他动物产品检测等工

作。赵治国通过合理统筹安排各项工作，带领

团队加班加点、克服重重困难，检出患副结核

病、黏膜病、衣原体病的种羊共计48只，保质保

量地按时完成了检疫任务。

其间，有几个样品由于标签字迹模糊难以

溯源，赵治国和团队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才从

5000多个样品中将其核对出来。“每一个样品号

代表着价值万元的种羊，万一这头种羊患有传染

病，可能会给国内养殖业带来巨大损失，号码和

羊只必须一一对应，马虎不得！”赵治国说。

从参加工作以来，赵治国共参与保障进境

种羊、种牛、种猪、羊驼、驯鹿等30余批次，检疫

各类动物3.7万余头，带领团队连续完成2个海

关总署科研项目，首次利用数字PCR（聚合酶

链式反应）技术将种畜冷冻精液中病原检测灵

敏度提高了100倍，降低了漏检率。

赵治国总是告诉团队中的其他人员：“检

测数据质量是我们的把关底线，服务外

贸发展是我们的重要职责。”

2012年，某企业出口蒙古国饲料

中检出沙门氏菌，导致饲料出口受阻，

面临大量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存在供货

不及时造成国际违约风险。紧急情况下，赵治

国分析：“如果不是生产环节污染，那一定是某

种原料中含有沙门氏菌。”随后他们在一种关

键原料——鱼粉中检出沙门氏菌。问题解决

后，企业很快恢复出口，维护了我国企业对外

良好形象。

近年来，赵治国带领团队完成省部级科研

项目12项，制定各类标准20余项，在国内外权

威期刊发表科技论文30余篇，获专利授权8

项，参编专著6部，组织上授予了他“全国海关

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内蒙古自

治区“有为青年”称号。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呼和浩特

海关技术中心承担了入境航班人员核酸检测

工作。作为技术中心的骨干人员，赵治国与同

事一起郑重签下了关区第一份疫情防控请战

书，开始了“吃住都在实验楼”的隔离生活。

那段时间，样品几点来，他们就几点干，专

业人员不足，他们常常穿着纸尿裤一干就是10

多个小时。由于长时间佩戴N95口罩，鼻梁出

血、脸颊起泡、眼睛红肿的事时常发生，赵治国

和同事们脸上都贴上了创可贴。

每天在实验室当病毒“侦探”，与成百上千

的样品“打交道”，赵治国不敢有丝毫懈怠。“在

新冠肺炎核酸检测中，要把每次样品检测都当

作‘拆炸弹’一样，精准拆除、不留后期引爆的

机会。”赵治国说。

有一次，妻子带着孩子为他送一些换季衣

服。由于赵治国当时处于全封闭工作环境中，

不能与家人接触，他只能在实验楼里隔着窗户

与女儿“见面”。他透过实验楼九楼窗户看着

楼下不断挥手的双胞胎女儿，听着孩子们大声

呼喊“爸爸”，心中涌起带着酸楚的幸福感。赵

治国和科技日报记者聊起当时的感受：“疫情

期间不能陪在孩子身边有点遗憾，但自己做的

事是‘舍小家、顾大家’，非常值得！能隔着窗

户见到女儿已经很幸福了。”

2020年11月，随着入境航班保障任务的

调整，赵治国结束了连续200多天的一线检疫

工作，暂时离开了新冠肺炎核酸检测一线。他

与同事们共保障了 102 架航班检疫，完成

16000余人次核酸检测任务，共检出120例阳

性病例，未发生任何实验室安全事件。

(孙瑜)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加快建设美丽安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好山好水要保护

好。8月24日，省委宣传部举办“安徽这十年”

生态环境保护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生态

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成效。十年

间，我省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生态

环境质量大幅改善。

2021年，全省PM2.5平均浓度为34.9微

克/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32.7%；地表水国考

断面水质优良比例83.5%，总体水质优良比例

较2012年上升10.6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

例由11.4%下降为零，城市黑臭水体全部消除；

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屡创新高，2021 年达

93.4%。

源头治理 持续降污减排

生态环境保护关键在治理。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省始终坚持对大气、水资源、山水林田

湖等进行治理，减污降碳力度持续加大。

在打赢蓝天保卫战中，我省严格落实大气

污染防治控煤、控气、控车、控尘、控烧“五控”措

施。控制煤炭消费，全面完成35蒸吨以下燃煤

锅炉淘汰，大力推动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替代，将

散煤燃烧转变为集中高效燃烧；严控工业废气，

开展工业炉窑深度治理，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

改造，全面推动石化、化工等重点工业企业污染

物减排；控制机动车污染，开展柴油货车污染专

项治理，全省机动车国六排放标准全面实施，注

销老旧车辆近98万辆，基本杜绝“冒黑烟”机动

车上路现象；控制各类扬尘污染，实行施工扬尘

“六个百分百”提升工程，一改城市建设“尘土飞

扬”现象；控制秸秆焚烧、烟花爆竹燃放，通过卫

星遥感、视频监控、人工巡查相结合，立体化开展

秸秆禁烧；划定烟花爆竹禁燃区与倡导文明过节

相结合，减少春节等时段集中燃放烟花爆竹对环

境空气的影响。

水是生命之源，万物之本。这十年，我省水

环境治理取得了转折性变化，优良水体比例稳步

提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定了保护区并实施

了保护区问题“清零行动”，从源头上保障了群众

饮水安全。我省落实长江保护法，实施更为严格

的巢湖流域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六期环

巢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全面完成环巢湖十大

湿地建设，巢湖水质保持Ⅳ类，连续两年未发生

大面积蓝藻水华；长江流域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

例提高到92.7%，干流水质稳定在Ⅱ类；淮河干

流水质优于Ⅲ类；新安江出境水质长期保持在Ⅱ
类，高锰酸盐指数、氨氮较2012年分别下降

11.1%、50%，新安江黄山段入选全国首批美丽

河湖，水质优良比例始终保持100%；城市和县

城生活污水处理能力达990万吨/日，污水管网

总长近3万公里。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这十年，我省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绿色生态屏障织密筑

牢。建设长江、淮河、江淮运河、新安江生态廊

道和皖西大别山、皖南山区生态屏障，全省森

林覆盖率超过3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圆满

完成新安江生态补偿三轮试点后，启动建设新

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试验区，每年向千

岛湖输送近70亿吨好水，新安江模式在全国其

他10个流域、15个省份复制推广；生物多样性

不断丰富，“十年禁渔”严格落实，长江江豚嬉

逐皖江，东方白鹳展翅巢湖，扬子鳄扩繁到1.4

万余条。

绿色发展 助力“双碳”目标

这十年，我省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加快，引

导结构优化升级取得显著成效，推动经济发展

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

这十年，全省碳排放强度降低了21.3%，单

位GDP能耗下降了31%，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氨氮等主要污染物下降幅度均超20%。全省

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下降14个百分点，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26.5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

规上工业比重，分别由2012年34.8%、18.1%提

高到2021年的45.7%、41%。水路运输量一直

排名全国第1位，在全省公路、铁路、水路三大

运输结构中占比达35.81%。水路运输量一直

排名全国第1位，在全省公路、铁路、水路三大

运输结构中占比达35.81%。

我省制订《安徽省碳达峰实施方案》，设立

“双碳”科技创新专项，制修订《安徽省环境保

护条例》等8项地方法规，出台《水泥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等31项地方标准。加强司法

保障，推深做实“生态检察”，办理199起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案件，多个案例成为全国正面典

型。完成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管理改革和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建设“数字安

徽-智慧环保”基础平台，入选全国“智慧环保

创新案例”。

针对碳达峰阶段的重点工作，我省积极开

展多种形式的探索实践，例如中国科大成立高

规格的碳中和研究院，国内首座兆瓦级氢能综

合利用示范站在六安建成投运。我省将重点

围绕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持续优

化经济结构、建设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提

升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推进农林降碳

增汇、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加强绿色低碳科技

创新等“6+1”领域，大力实施碳达峰行动，确保

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边督边改力解环保“顽症”

这十年，我省做细做实生态环保督察，坚

持较真碰硬，一大批突出环境问题得以解决。

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走在全国前列，实

现“四个率先”，即率先启动省级环保督察、率

先实现督察“全覆盖”、率先创新督察方式、率

先拓展督察范围。2015年12月，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启动试点后，我省立即启动第一

轮省级督察，到2019年底，完成所有省辖市两

轮例行督察全覆盖，今年又率先启动第三轮

例行督察。我省还有针对性地开展了长江保

护修复、巢湖综合治理攻坚战、自然保护地管

理等专项督察，2021年以来，对6家省属企业

和5家省直部门开展例行督察。同时，按季度

拍摄省级警示片，强化常态化震慑，建立闭环

管理机制，认真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一大批群众关切的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顺利解决。其中，三次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的296个问题完成整改238

个；四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的

69个问题完成整改52个；省级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和警示片发现问题3049个，已完成整改

2616个；各地排查发现上报问题1541个，已

完成整改779个。

生态环境保护是关乎社会、民生的大事。

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安徽考察时殷殷嘱托，

始终把“好山好水保护好”作为重要任务，以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快建设环境

优的美丽安徽。

（罗晓宇）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非凡的成就 安徽这十年

本报讯（殷骁）8月22日，共青团中央、全

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印发《关于颁

发第十三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的决定》，

89名来自全国各地具有较强探索精神、实践

能力和创新潜力的大中小学生获得表彰。其

中，我省阜阳市成效中学8年级学生李景泰、

安徽工业大学冶金工程学院冶金工程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郑伟成、安徽农业大学

2018级生物类创新实验班学生吴菲、皖南医

学院医学信息学院学生桂媛媛等4名同学获

得该项荣誉。

因疫情防控要求，本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奖评选工作创新开展网络评审和“云答辩”，

全面客观了解候选人真实水平。最终获奖者

中有的从小以伟大科学家为榜样，将好奇心转

化为对科学技术持之以恒的探索；有的刻苦攻

关，立志保护雪域高原的生物多样性；有的积

极投身国防科技事业，聚焦攻克“卡脖子”技

术。他们将示范带动更广大青少年服务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参与科技创新。

据悉，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是鼓励中国

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的最高荣誉，奖励初始基

金由邓小平同志生前全部稿费设立，至今共有

1279名大中小学生获奖。

安徽4人获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