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
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
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
性。”“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
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适
应新形势下的办报要求，不断改进新闻报道工作，更
好地反映盐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更好地为广大读者
服务，本报计划于 2017 年改版，欢迎全区广大读者多
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1、您是如何阅读本报？
逐个版面认真阅读□
阅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仅浏览标题□
2、您阅读本报的途径：
报纸阅读□ 网站数字报□ 手机客户端□
3、您认为本报有哪些特色：（可多选）
新闻性强□ 政策性强□ 贴近性强□
引导性强□ 可读性强□ 地方性强□
4、您经常阅读本报哪些版面？
要闻（一版）□ 综合新闻（二版）□
副刊（三版）□ 专版（四版）□
5、您认为我报存在哪些不足？（可多选）
风格特点不明显□ 版面信息量不够□
内容安排不合理□
区委、区政府出台的政策解读不够□
稿件可读性不强□ 稿件粗糙□
深度报道篇幅少□

有影响的舆论监督不够□
对百姓关心的热点关注不够□
6、您对本报的整体印象：
版面设置:好□ 较好□ 一般□ 差□
文章内容:好□ 较好□ 一般□ 差□
视觉设计:好□ 较好□ 一般□ 差□
印刷质量:好□ 较好□ 一般□ 差□
7、在您看来，本报改版后应在哪些方面有所加

强？（可多选）
强化政策引导□ 强化可读性□
强化舆论监督□ 强化读者参与□
其他 （请具体说明）
8、您认为本报的新闻报道应在哪些方面有所提

升？（可多选）
时效性□ 真实性□ 贴近性□ 监督性□
其他 （请具体说明）
9、您认为本报的记者走基层稿件应该:
增加□ 减少□ 保持现状□
10、您认为本报改版后应侧重哪些类别的新闻

报道？（可多选）
时政新闻□ 经济新闻□ 民生新闻□
社会新闻□ 文体新闻□ 教育新闻□
其他 （请具体说明）
11、关于本报第三版，您最喜欢的内容是（可多选）
大纵湖□ 知味斋□ 理论与实践□ 读书□
12、关于第四版，您最喜欢的内容是（可多选）
关注□ 公益广告□ 健康生活□
科技博览□ 农业科技□

13、您认为我报应如何应对“全媒体时代”挑
战？（可多选）

坚守纸媒阵地□ 强化数字报功能□
推广手机客户端□
通过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发布新闻□
纸媒、数字报、客户端、微信公众号融合发展□
14、您对我报改版的其他建议（可另附纸）：

您的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业： 文化程度：
联系电话：

请您于 12 月 1 日前将填好的《读者意见征求表》
邮寄（或送到）盐都区新闻信息中心办公室（盐城市
新都路 618 号，盐都区行政中心一楼 150 室，邮编：
224008，联系电话：88426330，联系人：王主任）；也
可关注盐都发布微信公众号(yandufabu)，输入“读者
意见征求表”，填写此表。您提出的意见被采纳后，
将给予不少于 50 元的话费奖励。谢谢支持与合作。

盐都区新闻信息中心
2016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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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官网近日发布消息
称，该校材料系副教授王旭东带领他的团队开发出一种
便宜简单的方法，可将踩在地板上的脚步动力转换成可
用的电能，从而把地板变成一种更加“绿色”的产品。

新方法使用了一种常见且经常被废弃的材料——木
浆。木浆主要含有木纤维组成的纳米纤维，是地板中常
见组分。这些纳米纤维经过化学方法处理后，一旦与未
经处理的纳米纤维结合，就会产生电流。

新材料将行走动力转为电能
“将经过化学处理的纳米纤维层和未经化学处理的

纳米纤维层包压在硬纸板内，两层纳米纤维因具有不同
的电学性能，电子就会从其中一层流向另外一层，从而形
成电流。包压着两层纳米木浆纤维的硬纸板，可通过高
压技术整合到木地板中。”王旭东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这种技术很容易整合到市面上任何一种木地
板中。

当把两层纳米纤维集成到地板后，它们就能产生电
能，点亮屋内的照明设施或用来给电池充电。木浆极其
便宜，来源丰富，可回收及生物降解，结合新技术后的木
地板将和普通地板一样，人人都可负担得起。以前也有
利用行走来发电的材料报道，但那些材料往往用到陶瓷

和金属，成本相对较高。
王旭东表示，除了价格便宜外，他们通过实验对纳米

木浆纤维收集能量的使用寿命和效率进行了研究。初步
试验证明，新材料能反复使用数百万次。“我们还不能把
这个次数转化成衡量地板使用寿命的年数，但经过适当
设计修改，新材料一定能超过地板使用年限。”

试验还证明，在含有这种新材料的地板上每走一步
产生的电量，可同时点亮35个LED灯泡。

路边能量收集技术受追捧
多年来，王旭东团队一直在研究利用振动产生电能

的技术，测试各种不同材料，优化被称为“摩擦起电纳米
发电设备”的相关技术。衣服产生静电就是一种摩擦起
电，很多可穿戴电子设备就是利用这种摩擦起电现象来
获得电能。而木浆纳米纤维再次扩展了利用现有机械能
的来源范围。

王旭东团队的研究突破，是受到热捧的绿色能源研
究领域——路边能量收集技术的最新成果。“路边能量收
集技术只需考虑存在足够能量的地方即可收集使用，只
要有人群活动的地方即可考虑收集。”王旭东说，“一种思
路是研制可穿戴的设备，另一种思路就是收集人口密集
穿梭地方能量的设备，比如，我们这次研发的地板技术。”

体育馆、购物中心等人流较多地方，以及拥挤过道等处，
安装集成这种捕获能量新技术的地板，可以产生相当大
的电能。收集能量的纳米纤维功能单位厚度不到一毫
米，因此可以多植入几层这样的功能单位，提高发电量，
且植入后地板并不会明显增厚。

未来或是太阳能的有力补充
路边能量收集技术在某些方面比太阳能更具竞争优

势，它不需依赖天气状况，因此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将在
发展替代化石燃料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占据重要位置。

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人员阿里斯泰尔·
斯普劳尔认为，跟现有发电地板一样，新材料与其他绿色
能源相比没有优势可言。“如果你想让绿色能源能获得社
会效益，应该去找太阳能或风能。新材料虽然在想法上
很有创新，但可能没有实际意义。”

王旭东对此反驳道，新材料是对太阳能的有力补
充。“我们的理念是，把生活中浪费掉的能量转化成可以
使用的电能，它具有太阳能不能比的优势，如能用于太阳
光照射不到的地下，或阳光不够充足的建筑内。”

王旭东已经向所在大学申请，将新材料发电原型设
置在校园，用于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他们还将继续对
各种性能进行优化研究。 （来源：中国科技网）

走一步，点亮三十五盏 LED 灯
下一个再生能源可能就在您脚下

空气人人拥有，但越来越稀少的饮
用水逐渐成为昂贵的商品。据《大众科
学》网站近日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州创业
公司——“零质量水”（Zero Mass Wa-
ter）开发了一种以太阳能电池板为主的
设备，能从稀薄的空气中吸收水分并将
之冷凝为可饮用的水。

公司创始人科迪·福瑞森说：“呼吸
空气和饮用水应该都是基本的人权。每
台空调能从过滤空气中冷凝水，这给了
我们很多启发。我们所做的是开发一种
太阳能电池板装置，用太阳能取代电能，
也从空气中制取水。”

据介绍，该公司为此研制了一种特
殊材料，就像盐瓶中的米粒那样，能从空
气中吸收水分。将水从这种材料中提取
出来并加以纯化，再添加钙和镁，之后这
种水的口感和 pH 值可以媲美瓶装水，每
天产量达到 5 升，足够一家四口一天的
用量。

由于完全由太阳能供电，该公司的
这种设备可以在远离电网或集中供水的
地方使用。福瑞森说，太阳能面板可持
久使用，易于维护，替换零件也很快就能
在互联网上买到。目前，该公司已在美
国、墨西哥、约旦和厄瓜多尔等国家地区
安装了这种设备。

据报道，这项发明吸引了加利福尼
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消费者的兴趣，他们
希望用它来替代瓶装水。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
来说，该设备更有价值。全球大约有 10%的人口无法
获得安全饮用水，而气候变化可能导致这一问题进一
步恶化，能从空气中制取饮用水的设备对偏远地区家
庭将非常有用。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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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如何实现驮背运输？近日，在中车齐齐哈尔
公司，我国首款铁路驮背运输车通过铁总样车试用评
审。这款 QT1、QT2 型驮背运输车标志着我国公铁联
运铁路驮背运输装备实现新突破。

铁路驮背运输是指公路货运汽车整车或半挂车
装载货物后，在始发地火车站装至铁路专用车辆，通
过铁路完成长距离运输到达目的地火车站后，公路货
运汽车驶离铁路专用车辆驶往最终目的地的一种便
捷公铁联合运输方式。这种运输方式在北美和欧洲
已经十分普及，但目前在我国尚属空白。

2010 年以来，中车齐齐哈尔公司联合北京驮丰公
司、中国社会科学院、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铁
道科学研究院、中铁特货公司等单位组成课题组，历
经 4 年完成了我国发展驮背运输的国内外调研、分析、
论证等一系列前期工作。在铁路总公司和中国中车
的大力支持下，借鉴北美和欧洲驮背运输发展经验，
结合我国铁路发展现状，充分利用铁路既有线路及站
场条件，开展了驮背运输专用车辆的创新研发。

QT1、QT2 型驮背运输车通过自身结构即可旋转
升降，公路货车可自行上下铁路车辆实现装卸，铁路
既有平地面站场提供电源即可满足作业要求，可整列
车不摘钩同时装卸作业，基础设施投入小、作业效率
高，灵活性好，特别适合我国现阶段公铁联运门到门
运输的发展需要，成为铁路货运新的增长点。

驮背运输融合了铁路运输大宗长距离、安全准时、
节能环保和公路运输短距离、灵活、门到门的优势，可大
幅减少社会物流成本，降低公路安全管理风险，减少尾气
排放，实现公路和铁路运输共赢。（来源：《科技日报》）

我国铁路也有了驮背运输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