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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
第一实验小学的老师带着科学兴趣
小组同学们，参观了国网山东省滨州
市沾化区供电公司的“智慧供电营业
厅”。同学们体验了国网智能家居、
新能源展厅、新能源汽车模拟驾驶。

图为供电所工作人员为同学们
介绍智慧供电营业厅。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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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列满载 74个集装箱货物的西

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从广西钦州

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开出，沿着五年前首趟

“渝桂新”南向通道测试班列运行的线路

驶向重庆团结村站。

据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铁路南宁局）统计数据显示，5

年间，班列集装箱运量达到 132.2 万标箱，

较 2017 年增长了 186 倍。5 年来，西部陆

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从无到有、从试运

行到常态化、从一条线到一张网，已成为

助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复工复产、助

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驱动力。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一经

开行，便具有与生俱来的运输优势。”中国

铁路南宁局货运部副主任陈小辉说，以重

庆为例，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到广西钦州港

出海，比经东部地区出海节省 10 天左右。

完成第一个 50 万标箱目标用了 4 年多时

间，但完成第二个 50万标箱目标不到 1年。

广西沿海铁路公司运营部副部长宋世

军亲眼见证了“渝桂新”南向通道的发展。

“5 年前的首发班列，是我给的发车指

令。当时完全没想到西部陆海新通道班

列发展得这么快。”5 年前时任钦州港站站

长的宋世军说，因货运量迅猛增长，原本

仅设计为钦州保税港区配套车站的钦州

港东站，5 年也一跃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的关键节点，车站发车量由最初

的 每 月 几 列 暴 增 至 如 今 的 一 天 二 十 多

列。如今，以钦州港东站为中心，已建起

了一个占地约 1200 亩、年装卸能力 105 万

标箱的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得益于此，5 年来，西部陆海新通道铁

海联运班列开行实现由线及面、渐渐成网

络。班列线路从最初只有北部湾—重庆 1

条，发展到如今常态化开行北部湾港—重

庆、北部湾港—四川、北部湾港—云南、北部

湾港—贵州、北部湾港—桂东/桂北6条，并

与中欧班列实现无缝衔接；开行范围覆盖

16省（区、市）53市 102个站点，运输货物品

类达 640多种，连通全球 107个国家和地区

的316个港口。

陈小辉介绍，为适应西部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班列线路的增长，5 年来，中国铁

路南宁局持续提升路网基础支撑能力，实

现广西铁路出海通道干线全部电气化，货

物列车运行速度提至时速 80公里，运输时

长压减幅度近 20%，牵引重量提至 4700

吨 ，主 要 干 线 运 输 能 力 比 2017 年 提 高

6.5%。先后建设或建成开通多个重要枢纽

站点，北部湾重要港区实现铁路进港全覆

盖，北部湾港口铁路专用线增至 110条，形

成了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衔接顺畅的铁

海联运体系。

“随着今年 1月 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实施，西部陆海新

通道进一步得到政策赋能，通道物流运输

更加红火。”陈小辉说，今年已先后开通了

“阿联酋—钦州—兰州”“东南亚—钦州—

西安”等铁海联运线路，增加了如中东进

口汽车等特色品类的货物运输，定制物流

服务更加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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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西首场绿色电力交易完成，成

交电量 6600 万千瓦时，预计可降低二氧化

碳排放量 5.8 万吨。此次交易的顺利开展，

标志着广西开启了绿电消费新模式，充分

发挥了市场作用激发供需两侧绿电消纳潜

力，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今

年 1 至 4 月，广西直接交易电量 632.15 亿千

瓦 时 ，其 中 用 户 直 接 交 易 电 量 589.58 亿 千

瓦时，同比增长 4.05%。

参与此次绿色电力交易的共有 10 家发

电企业，其中风电企业 9 家、光伏发电企业

1 家 ，交 易 标 的 涵 盖 5 月 绿 色 电 力 消 费 需

求，平均交易价格为 48.5 分/千瓦时，其中

绿证交易价格为 6.43 分/千瓦时。

据介绍，常规电能量交易、绿色电力交

易、可再生能源消纳量交易是相辅相成的，

绿色电力交易是在现有中长期交易框架下

设立的独立交易品种。绿色电力在电力市

场交易和电网调度运行中优先组织、优先

安排、优先执行、优先结算，通过相关政策

措施调动用电侧购买绿色电力的积极性。

在“ 双 碳 ”目 标 大 背 景 下 ，去 年 9 月 国

家发改委开展绿色电力交易试点，推动构

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向清

洁 低 碳 转 型 ，广 西 区 内 市 场 初 步 达 成 5 对

交易意向。今年，广西正式组织绿色电力

交 易 ，3 月 份 南 方 区 域 各 电 力 交 易 机 构 联

合编制印发了《南方区域绿色电力交易规

则（试 行）》，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工 业 和 信 息

化厅正式印发了《2022 年广西绿色电力市

场化交易实施方案》，明确了区内绿电交易

的具体实施措施，为交易的顺利开展提供

了制度保障。

据了解，用“绿电”置换用能权，除了能

为企业保障正常生产经营外，南方电网广

西电网公司还算了另外一笔账：成交电量

6600 万千瓦时，预计可减少 2.3 万吨标煤燃

烧、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5.8 万吨。同时，

在国际市场上，有“绿色”属性的产品更具

竞争力。对出口企业而言，获取绿色电力

交易凭证，相当于给产品增加了一道绿色

认证。

华润广西售电公司是本次交易的首笔

成交方。该公司为华润怡宝饮料（南宁）有

限公司、广西伊利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等全

国型优质用户购买 5 月份绿色电力 500 万

千瓦时，有效提高企业绿电消费比重，实现

了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高度统一。该公

司总经理史林认为，从长期来看，采购绿色

电 力 将 成 为 企 业 清 洁 低 碳 转 型 的 重 要 措

施，进一步为产品销售赋能。

广西完成首场绿电交易 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近6万吨

科技日报北京5月9日电（记者刘园园）
5 月 9 日，国家能源局公布《关于 2021 年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的通报》

（以下简称《通报》）。

《通报》显示，2021年全年，全国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达 24853亿千瓦时，其中水电发电量

13401 亿千瓦时、风电发电量 6556 亿千瓦时、

太阳能发电量 3259 亿千瓦时、生物质发电量

1637亿千瓦时。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

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10.6 亿千瓦，占全部电力

装机的 44.8%，其中水电装机 3.91 亿千瓦、风

电装机 3.28 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 3.06 亿

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 3798 万千瓦。2021

年全年，全国水电新增装机 2349 万千瓦、风

电新增装机 4757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新增

装机 5488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 808

万千瓦。

根据《通报》，2021 年下达全国最低可再

生 能 源 电 力 总 量 消 纳 责 任 权 重 为 29.4% 。

2021 年实际完成值为 29.4%，与 2020 年同比

增长 0.6个百分点，与 2021年下达的最低总量

消纳责任权重 29.4%持平。

此外，2021 年下达全国最低可再生能源

电力非水消纳责任权重为 12.9%，2021年实际

完成值为 13.7%，与 2020 年同比增长 2.3 个百

分点，超出 2021 年下达的最低非水消纳责任

权重 0.8个百分点。

去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4853亿千瓦时

新华社武汉 5月 9日电 （记者李伟）
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一生只换一次牙。亿

万年前，恐龙又是如何换牙的？记者从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获悉，该校地球科学学

院韩凤禄副教授研究团队联合中外科研人

员，研究了早期角龙的牙齿形态和替换特

征，揭秘了早期角龙的换牙方式。相关研

究成果已于近期在国际生物学期刊《电子

生命》在线发表。

生活在白垩纪晚期的三角龙，因造型

奇特而闻名，其口中牙齿数量最多可达

800 多颗。它们的牙齿终生都在替换，并

且有着很快的替换速率，换一次牙仅需 3

个月左右。然而三角龙的祖先类群却缺乏

这种复杂的牙齿系统。

韩凤禄告诉记者，为了研究早期角龙

的牙齿替换，研究人员对 3 种主要生活在

侏罗纪的早期角龙的头骨及牙齿进行了显

微 CT 扫描，通过重建牙齿的 3D 模型，观

察功能齿和替换齿的发育情况。

研究人员发现早期角龙具有和三角龙

截然不同的牙齿特征：早期角龙有着极少

的替换齿数量，说明早期角龙比晚期出现

的三角龙的换牙频率慢很多。早期角龙新

牙生长的位置也不同于三角龙，三角龙的

新牙从旧牙的底部长出，而早期角龙的新

牙从旧牙的内侧长出。

为什么早期角龙和三角龙的牙齿系统

差异如此之大？韩凤禄认为，早期角龙体

型较小，如当氏隐龙体长仅 1.2 米左右，而

三角龙体长达到 9 米左右，体型增大导致

三角龙对食物的需求变大，对牙齿有着更

高的要求。

“三角龙的牙齿形态复杂，使得它们能

够在口腔内对食物充分咀嚼，而早期角龙

的牙齿形态简单，可能只有简单的切割植

物的功能，功能的差异也导致了两者牙齿

系统的差异。”韩凤禄补充解释，在当氏隐

龙和另一种早期角龙鹦鹉嘴龙中还发现了

胃石，这说明它们很可能像现代鸟类一样

吞咽小石子进入胃中辅助消化，使得牙齿

承担的压力更小，牙齿的磨损更慢。

恐龙如何换牙？古生物学者揭秘古老角龙换牙方式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杨仑）近日，《国务院

关于同意建设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的批复》正式发布，国务院同意

将吉林公主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为吉

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纳入

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范畴管理并

享受相关政策。

长春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地

处黄金玉米带，以玉米为主题申建国家农高

区，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科技优

势、政策优势更好结合起来，对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带动

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引领农业农村

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下一步，长春农高区管理委员会紧紧围

绕保障粮食安全的建设思路，紧扣“农、高、

科”建设发展要求，立足长春市农业发展战

略、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以“松嫩平原绿色

循环农业”为主题，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重

心，以“玉米全产业链高新技术产业化”为主

导，聚集政策、科技、人才、金融、市场等要素

资源，提升玉米全产业链科技创新水平，把长

春农高区建成全国传统农区具有代表性的玉

米全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打造现代农业创

新高地、产业高地、人才高地、开放高地，着力

解决黑土地保护和玉米产业高效发展的瓶颈

问题，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落地，筑

牢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基础。

长 春 再 添 国 家 级 创 新“ 引 擎 ”

新华社拉萨 5月 9 日电 （记者田金
文 吕秋平）我国科研人员在西藏自治区

墨脱县记录到一棵高达 76.8 米的巨树，成

为中国大陆范围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高

的树，这是记者日前从西藏墨脱县林业和

草原局获悉的。

2022 年 4 月，由北京大学牵头的科研

团队采用无人机激光雷达系统对墨脱县

境内的一棵不丹松进行精细测绘，最终取

得的树高数据刷新了此前位于云南怒江

州高黎贡山的 72米秃杉的最高纪录。

北京大学郭庆华教授说，激光雷达是

一种主动遥感技术，能够直接、快速、精确

地获取研究对象的三维点云模型，是目前

最为先进的树高测量手段。

在此次调查中，研究团队在墨脱县格

林村共发现 8 棵 70 米以上的树，高度从

70.2米到 76.8米不等。

墨脱县林草局局长格桑巴珠说，未来

希望科研人员通过进一步的数据采集与

科学分析，探究墨脱巨树的形成条件与生

长机理，为巨树以及雅鲁藏布大峡谷森林

生态系统的长期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图为西藏墨脱县格林村一棵高达76.8
米的不丹松。

新华社发（作者：晋美多吉）

76.8米！西藏墨脱发现中国大陆已知最高的树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5 月 9 日至 13 日，广

西将遭遇今年入汛以来范围最大、强度最强

的暴雨过程，局地降雨有可能突破历史同期

极值。此次降雨有何特点，降水最强时间段

在什么时候，致灾风险如何？就上述问题，记

者采访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首席预报

员、正研级高工农孟松。

农孟松介绍，5月 6日至 9日，受多次短波

槽东移的影响，广西大部地区出现 25 毫米以

上的降水，其中东部部分地区出现 50 毫米以

上的强降水，桂西北局地出现短时雷雨大风、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据统计，5 月 6 日 11 时至 9 日 11 时，两市

两县（区）两乡镇有特大暴雨，6 市 15 县（区）

34 乡镇有大暴雨，14 市 73 个县（区）255 乡镇

有暴雨，最大降水量为福绵野生稻保护区国

家气象观测站 360毫米。

农孟松表示，新一轮降水过程具有以下

特点:持续时间长。9 日晚上雨势开始加强，

强降水将持续到 13 日；强降雨区逐渐南移。

10日主要在河池、柳州、桂林、贺州、百色等市

县；11—12日，主要在来宾、南宁、贵港、梧州、

玉林、崇左等中南部市县；累计雨量大。部分

地区（中南部市县）200 至 300 毫米，局地超过

350 毫米；局地雨势猛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

最大小时雨强 80 至 100 毫米，个别站点日雨

量接近或超过历史极值。

“其中，降水最强时段为 9 日晚上至 12

日。”农孟松说。

具体情况如下：5 月 9 日晚上和 10 日白

天，桂林、柳州、贺州、河池、百色、防城港、钦

州等市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

雨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

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

11 日，贺州、来宾、贵港、梧州、玉林、百

色、南宁、崇左等市及桂林、柳州、河池三市南

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

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

流天气，自治区其他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

12 日，桂中、桂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

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

强对流天气，自治区其他地区有中雨，局部

暴雨。

13 日，桂中、桂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

雹等强对流天气，自治区其他地区有阵雨或

雷雨，局部大雨。

针对新一轮降水过程（9 日至 13 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于 5 月 9 日 9 时 30 分启

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命令，

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于 5 月 9 日 9 时 30 分

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根据气象预报，广西壮

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于 5 月 9 日 12 时起

启动自治区洪涝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本轮强降雨是今年入汛以来范围最大、

强度最强的暴雨过程，局地降雨量有可能突

破历史同期极值，致灾风险高，公众应做好防

范。”农孟松提醒。

经与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会

商，专家建议各地、各有关部门注意加强江河

湖库汛情监测、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等工

作，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做好短时强降水、雷暴

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防御工作，并防范

对疫情防控、交通运输等的不利影响。

或破历史同期极值 广西将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记者王鹏）为积

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抢抓高校

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帮助更多 2022 届高校毕

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 9 日启动 2022 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促进周，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

专场招聘和供需对接等活动，预计为毕业生

提供超过 60万个岗位。

就业促进周以“千方百计拓岗位 攻坚

克难促就业”为主题，在河南郑州设主会场，

在北京、吉林、山东、重庆、云南设 5 个分会

场。活动以线上、线下方式同步启动，主会

场和 5 个分会场同步开展区域性专场招聘

会、人才供需对接会、就业育人主题教育等

活动。

据介绍，就业促进周期间，教育部将依托

国家 24365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陆续推出系

列“24365 校园招聘服务”线上专场招聘活动

30 余场。各地将广泛汇集地方资源，举办区

域性、行业性、联盟性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

全国各高校将举办各级各类线上线下招聘会

预计超过 1.5万场。

据悉，从 5 月开始到 8 月中旬，教育部也

将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系列活

动，通过系列招聘、访企拓岗、万企进校、就业

指导、精准帮扶等五大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潜

创新拓展岗位资源，做实做细就业指导服务，

精心护航毕业生求职之路，全力确保 2022 届

高校毕业生就业大局稳定。

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周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