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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窦圆娜 通讯员 李琛）近
日，在“7 . 8 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期间，太平人
寿潍坊中心支公司紧扣“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
美好”年度主题，立足金融“五篇大文章”，精
心组织“五进入”系列宣传服务活动，将金融保
险的温情守护与专业服务精准送达基层一线。
　　公司充分发挥营销队伍覆盖城乡的优势，内外
勤员工齐动员，构建“多方参与、上下联动”协作机
制，通过服务进社区、知识进农村、宣讲进校园、防
护进商圈等“五进入”活动精准滴灌不同群体金融
需求，揭露金融陷阱，切实助力百姓捂紧“钱袋子”。
　　公司将持续探索服务创新，提升服务品质，
以更优质的金融保险服务护航百姓美好生活，为
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坚实力量。

太平人寿潍坊中心支公司：

开展“五进入”活动
金融保险服务暖人心

  记者7月11日从西藏（当雄）金丝野牦牛繁育基地
了解到，10日中午12时40分，该基地剖腹诞生了第一
头克隆牦牛（上图），体重33.5公斤。

　　记者在繁育基地看到，这头新出生的克隆牛犊个
头比正常新生牛犊较大，全身通黑，能够正常行走，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据悉，这一成果是浙江大学方盛国团队和西藏自
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联合攻关取得的。从2023年7月起
的两年来，科研人员克服高原缺氧、实验设备短缺等
困难，通过全基因组选择和体细胞克隆的复合技术，
培育诞生了第一头克隆牦牛。
　　浙江大学国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质基因保护中心
主任方盛国教授说：“西藏是牦牛的主要生活区域，
数量较大。开展牦牛克隆工作，不仅有助于西藏构建
牦牛繁育体系，还可以精准复制繁育能力强、肉产量
高、抗病性强的牦牛个体，快速扩大优质种群，提升
牦牛养殖的经济效益。”

我国科学家成功克隆牦牛

  7月14日，在江
苏省张家港市常阴沙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常
北社区拍摄的稻田
画。两幅占地近百亩
的稻田画分别以“并
肩作战 勇往直前”
和“骑行常阴沙 人
生尽坦途”为主题，
前者采用国风动漫哪
吒IP形象，后者则展
现了常阴沙的特色文
旅场景。

　　记者从7月8日至10日举行的第十二届世界高速铁
路大会上了解到，由中车长客股份公司研制的国内首
辆超导电动高速磁浮列车（上图）正式亮相。该列车
采用高温超导技术，通过列车自带的超导磁体与轨道
线圈之间形成强大磁力，达速后即可实现无接触悬浮

运行，最高运营时速达600公里。
　　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工程师邵南介绍，超导电
动高速磁浮列车通过车载超导磁体与轨道上的线圈相
互作用，实现了列车与轨道之间的无接触运行。车辆
低速运行时，通过橡胶轮走行；达到150公里速度后，
橡胶轮收起，车辆实现悬浮运行，可适用于地面、隧
道等多种地形线路。
　　“时速600公里的超导电动高速磁浮列车的显著特
点就是速度快。”邵南表示，超导电动磁浮悬浮导向
间隙大、提速空间广，列车具有爬坡能力强、转弯半
径小、行驶速度高等优势，可有效填补高铁和飞机之
间的速度空白，提高出行效率，改善出行体验。
　　“时速600公里的超导电动高速磁浮列车项目目前
进展顺利，第一阶段的工程样车已于2024年7月圆满完
成研制。”邵南表示，预计不久，300米全尺寸试验线
将建成投用，届时超导电动高速磁浮列车即可开展地
面速度运行试验。

超导电动高速磁浮列车亮相世界高铁大会

  一项新研究发现，鱼类悬停在水中时并不像看起
来那般轻松，而是要消耗不少能量。这一发现为设计
灵活的水下机器人提供了新思路。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等机构的研究人
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介绍，科
学界长期以来认为鱼类悬停在水中是一种类似休息的
状态，但他们通过实验发现，鱼类在悬停时消耗的能
量几乎是静止休息时的2倍，这是因为它们需要不断划
动鱼鳍以维持身体稳定。
  研究人员对13种带鱼鳔的鱼进行了实验。他们将
每条鱼放入一个专门设计的水箱中，记录它们在主动
悬停和静止休息时的氧气消耗情况。在鱼悬停时，研

究人员用高速摄像机拍摄它们，以捕捉每条鱼鳍的运
动方式及划动频率。
  结果发现，尽管鱼鳔产生的浮力能让鱼类几乎处
于“失重”状态，但重心与浮心不重合会导致鱼类身
体倾斜或翻滚，这迫使它们必须持续划动鳍来维持姿
态。重心与浮心距离越大的鱼种，在悬停时消耗的能
量也越多，这表明对抗不稳定性是悬停耗能的一个关
键因素。
  此外，鱼类的体形和胸鳍位置也会影响其悬停效
率。细长的鱼类悬停效率较低，反之则悬停效率更
高。胸鳍位置更靠后的鱼在悬停时一般耗能更少，研
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与杠杆效应有关。

鱼类悬停在水中其实很“费劲”

  意大利东北部费拉拉省日前飞来大批火烈鸟
（上图），这些不速之客在水稻田里落脚，捕食水中
的软体动物、藻类、虫子。在捕食过程中，它们的爪
子翻起稻田里的土，让水稻遭了殃，也让当地不少
种稻米的农户头疼不已。
  据有关媒体报道，火烈鸟似乎来自意大利最长
河流波河入海口以南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尚不清
楚它们为何飞到更靠近内陆的地方觅食。
  57岁的水稻种植者马西莫·皮瓦说，虽然火烈鸟
是美丽的动物，但它们对稻田造成了危害，因此得
设法“尽可能限制它们的活动范围”。农民们用了
多种办法驱赶火烈鸟，包括按汽车喇叭、敲桶等，不
过收效不大，这些噪声往往只是把它们从一块稻田
赶到另一块稻田。
  艾米利亚－ 罗马涅区鸟类学家协会的罗伯托·
蒂纳雷利建议农民将稻田里水的深度从30厘米减少
到5厘米至10厘米，这样足以让水稻生长，但肯定不
太吸引火烈鸟，因为它们需要较多水来“扑腾”。

意大利东北部水稻田

遭大批火烈鸟“入侵”

  日本警察厅当地时间7月10日宣布，将提高外国
人换发日本驾照的门槛，并停止为外国游客和其他
短期居留日本的外国人换发日本驾照。
  依据日本现行规定，持有外国驾照者在日本经
过简单考试后，可以获得日本驾照。现行考试有约
20种外语版本，仅需在10道配图判断题中答对7题就
算合格，通过率高达九成。警察厅数据显示，去年
通过该制度取得日本驾照的外国人超过6.8万人，人
数创新高。
  但先前有日本国会议员指出，外国人在换驾照
时，居住地址通常会填写酒店，这加大了警察在发
生交通事故后的执法难度。另外，考试内容“过于
简单”，很多外国人根本没弄清日本交通法规就开
车上路。
  鉴于此，警察厅决定要求申请日本驾照的人无
论哪国国籍，都必须提交居住证明。另外，考试难
度将提高，除了考试题数量将从10道增至50道，正确
率需达到九成以上，还增加实际驾驶能力考核项
目，比如增加通过人行横道、道口等考试内容。
           本报综合新华社等报道

日本宣布将停止

为外国游客换发驾照

稻田绘就
好“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