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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日，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

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新村，宽阔的柏油路

村道上车来车往，干净整洁的村庄里孩

童们正追逐嬉闹。7 年前，住在大山深

处的班彦村村民，整体搬迁到现在公路

旁的班彦新村后，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

际的产业发展之路。“零碳乡村”建设，

让班彦新村日日展新颜。

“富光、丰水、好风”，高原青海清洁

能源风景独好。在一次次创新实践中，

青海省形成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引

领作用的清洁能源创新成果。这些成

果正加速碰撞，释放出“新质生产力”。

全绿电供应 班彦村
村民富了
“班彦”在土族语中意为富足、幸

福。村庄秀美、产业兴旺，村民的腰包

鼓起来了，班彦新村洋溢着满满的幸

福感。

1 月 4 日，跟随海东供电公司五十

供电所工作人员，记者到“零碳乡村”班

彦新村一探究竟。海东供电公司五十

供电所所长宋福向记者展示一份光伏

电站损耗管理分析报告，这份报告由源

网荷储配电网一体化智慧能源管控平

台（以下简称“智慧能源平台”）出具，旨

在通过能效优化促进乡村可再生能源

消纳和利用。

据了解，智慧能源平台是海东供电

公司以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

为契机，为班彦新村“量身打造”的全绿

电零碳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之一。

“如今，智能技术让供电越来越可

靠，我们酒坊生产动力十足。2023年酩

馏酒销售情况非常好，班彦新村酩馏酒

作坊总产值达194万元。”在班彦新村酩

馏酒作坊，相关负责人曹成库高兴地向

记者介绍。酒坊用电数据已接入智慧能

源平台，一旦用电量出现大幅波动，平台

就会发出异常警示，供电公司将第一时

间开展隐患排查，消除异常情况。

有了充足的电力支撑，班彦新村

酩馏酒作坊稳产增销，乡村产业兴旺

有奔头。

不仅如此，2023 年 12 月 1 日，智慧

能源平台全面接入新建分布式光伏、用

户侧储能、“光储充”一体化停车场数

据，逐步实现班彦新村光伏“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

“全绿电零碳能源互联网示范项

目全部投运后，每年可为班彦新村节

约用电成本约 3 万元，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 300 吨。”国网海东供电公司发

展策划部副主任段成斌介绍，这个项

目让班彦新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绿色

“零碳乡村”。

告别传统取暖方式
三江源头百姓笑了

入冬以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玛多县迎来了多场降雪，室外温度已低

至零下 15 摄氏度以下。家住果洛州玛

多县玛查理镇玛拉驿村的拉姆家却温

暖如春，阳台上的盆栽花开得正艳。

玛多县地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核心区，县域平均海拔超过 4500

米，年平均气温为零下 4 摄氏度，一年

中采暖期长达 11 个月。国网公司与青

海省政府合力推进玛多县清洁取暖工

程建设。

一边是脆弱生态，一边是民生改

善，如何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让源头百

姓不再被严寒笼罩？玛多县有自己的

答案。

自 2017 年起，玛多县分片区、分乡

镇陆续建成投运“煤改电”清洁取暖项

目，当地群众逐渐告别传统取暖方式。

1 月 3 日，伴着朗朗读书声，记者

走进玛多县民族寄宿制中学，和孩子

们一同坐在恒温教室上课。“孩子们在

学校不用穿太多厚衣服，教室、操场、

食堂和宿舍都跟家里一样温暖。”拉姆

家两个孩子都在玛多县民族寄宿制中

学上学，提及学校取暖环境，她笑着竖

起大拇指。

“清洁取暖改扩建工程保障了 2000

余名师生温暖过冬。”国网玛多县供电

公司副经理丛海鹏告诉记者，2023 年 9

月，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第四

片区清洁取暖改扩建工程竣工投运，该

片区清洁取暖用电安全性和可靠性得

到了大幅提升。

玛多县开展的偏远地区清洁能源

多能供给实践，只是青海的科技创新赋

能乡村振兴战略，在农牧区大力推动能

源低碳转型创新示范的缩影。丛海鹏

介绍，该工程预计年可节约标准煤 4105

吨，减排碳粉尘 1667 吨、二氧化硫 163

吨、氮氧化物 73 吨，助力青海建设国家

清洁能源示范省。

建设“零碳乡村” 推动低碳转型

青海：让清洁能源与创新成果“双向奔赴”
一枚小小的微流控芯片，不仅让技术人员能

在短时间内完成 12 项癌症标记物检测，也推动着

癌症早期筛查费用从几万元降低到了如今的几百

元。

这枚芯片运用的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济南磐升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磐升生物”）自主研发的新技术。1 月 2 日，记者

在该企业采访时了解到，该技术已被列入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

在再生医学赛道上，这不是济南高新区企业

创造的唯一新场景。

再生医学，也称细胞治疗，旨在修复或替换人

体内受损细胞、组织和器官。布局再生医学赛道，

济南高新区如今已经打造了一条全产业链，集齐

了细胞采集与贮存、细胞技术及产品开发、细胞移

植与治疗、细胞制备与生产等上下游企业。

肝硬化“可逆了”，小白鼠“长
头发了”

如果把人体比作一栋大楼，细胞就是砖瓦。

专家们发现，细胞可以成为治疗疾病的手段，细胞

治疗应运而生。

眼下，山东省齐鲁细胞治疗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齐鲁细胞”）副总经理、研发总监谭

毅博士和同事们正在做的便是在细胞储存、应用、

衍生品开发上发力。简而言之，他们制造细胞作

为“炮弹”，交给医生，帮助患者清除“病灶”。

在临床上，肝硬化不可逆。但当为患者注入

活的干细胞之后，肝硬化变得“可逆了”。其中的

干细胞便来自齐鲁细胞研发的“人脐带间充质干

细胞注射液”。谭毅强调，这是山东首款申报并已

受理的利用干细胞技术治疗肝硬化的药品。

据了解，济南高新区拥有近 300 家细胞基因

类企业，主要集聚在济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这些企业身怀绝技，成为各自细分领域的“小

巨人”企业。

赤裸裸的小白鼠长出人类的浓密头发，这为

“秃顶”人士找到了治疗线索；在体外培养出带有

活性细胞的人工皮肤，烧伤患者再也不用为植皮

手术发愁……距离齐鲁细胞十分钟车程的磐升生物制造着上述神奇场景。

磐升生物副总裁张巨鹏告诉来访的记者：“我们从皮肤组织中分离出皮肤干

细胞，在体外进行培养和扩增，将皮肤干细胞移植到创伤处再生出新的完整皮

肤。再生的皮肤几乎与正常皮肤无异。”

将皮肤再生与修复技术打造成“王牌”，磐升生物的科研人员用了十年。

比黄金还贵重的“病毒”，背后是独家技术

虽然同处细胞与基因领域，但与齐鲁细胞、磐升生物在细分的再生医学赛道

上的打拼不同，山东维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真生物”）在生物制剂

赛道上闯出了名堂。

维真生物专注的领域与“病毒”有关。在维真生物副总经理周庆峰的眼中，

“病毒”比黄金还贵重。采访过程中，周庆峰向记者展示了公司制备的 4 支腺相

关病毒。它们外形平淡无奇，区区 4毫升，价值却近 5万元，比黄金还贵重。

维真生物与之打交道的“病毒”，并非常人眼中的病毒，而是一种载体，是用

来递送基因的常用工具。

在维真生物车间内，多台超低温保存冰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些冰箱温

度常年恒定在-80℃左右，腺相关病毒、慢病毒、腺病毒等产品便存储于其中。

腺相关病毒是目前人类发现的一类结构最简单的单链 DNA缺陷型病毒，由

于安全性好、宿主细胞范围广等特点，被广泛应用在基因治疗和疫苗研究中。但

很多实验室不具备这一制备平台，更不掌握相关包装技术。

“我们的拳头产品就是腺相关病毒，可以提供病毒的定制包装服务。病毒纯

度好、滴度高，满足了科研人员需求。”周庆峰介绍，目前，他们已与全球数千家科

研院所展开了合作。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济南高新区，这些在细胞与基因领域内研究的企业

苦练内功，并从环境中汲取营养，最终成长为“小巨人”。

不久前，济南高新区出台了山东首个细胞治疗产业创新发展措施，从增强产

业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产业临床研究转化、培育产业发展动能、加强产业保障体

系等四个方面制定了 14条创新政策，推动济南细胞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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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斌

元旦过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澧
浦镇花卉苗木城内，600余家花卉苗木
商户开始展销不同品种的年宵花，
1000 多个品种的年宵花卉供市民、游
客挑选。

近年来，金华市金东区苗木产业呈
现区域化集聚发展趋势，花木种植面积
10万余亩，相关从业人员达 3万余人，
间接带动农户5万余户，花木成为金华
市金东区农民增收致富重要来源。

图为1月4日，顾客在澧浦镇花卉
苗木城选购年宵花卉。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五彩花卉

扮靓新年

（上接第一版）

聚力打造新质生产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

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面向未

来，申长雨强调，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

度供给和技术供给双重作用，更好服

务国家发展大局。

一是聚力支持全面创新，更好发

挥知识产权的激励保障作用。要加快

完善与新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知识产权

工作体系，推动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

键核心技术问题，为抢占创新发展制

高点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聚力产业转型升级，更好发

挥知识产权的赋能增效作用。提高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益，需要深入开展

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促进专利链

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

度融合。要充分发挥专利、商标、地理

标志和数据知识产权的作用，促进创

新型经济、品牌经济、特色经济和数字

经济发展，服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具体到 2024 年知识产权重点工

作，申长雨表示，要加快推进商标法及

其实施条例新一轮修订、地理标志专

门立法研究，深入推进数据知识产权

保护规则构建。

在全面推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方面，申长雨说，要深入实施专利转

化运用专项行动；要健全产业知识产

权协同发展机制，完善知识产权支撑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作体系，优化专

利导航服务，充分发挥专利在支撑绿

色技术和未来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促进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打造新

质生产力。

（科技日报北京1月4日电）

1 月 3 日，记者来到河北省故城县

康宏牧场挤奶大厅。伴随着优雅舒缓

的钢琴曲，一群佩戴着智能项圈的黑白

花奶牛缓缓入场。随着转盘式挤奶机

缓缓开动，新鲜的牛奶就顺着真空管道

流进奶罐中。

“ 智 能 项 圈 ，相 当 于 人 的 运 动 手

环，可以实时监测奶牛的采食情况、运

动量以及反刍等信息，并将这些信息

传输到公司的牛群数字化管理系统。

牧场会根据这些信息，采取相关措施

对牛的状况进行调整。”康宏牧场总经

理韩纯刚说。

智慧牧场，让奶牛产奶更“牛气”。

“以前管牧场靠经验；现在管牧场

看数据。通过对各类数据的采集、分

析、预测，牧场管理变得更轻松、更智能

了。”韩纯刚笑着说。

“目前，这个牧场共存栏荷斯坦奶

牛 1.1 万头，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生鲜

乳产出。企业有了活力，家门口的就业

机会也就有了。”韩纯刚介绍，当地有

300 多名村民在牧场务工，周边村的一

些农户也种植起了牧草饲料，成了养殖

业的受益者。

牧场不远处，新建的年产 18 万吨

液态奶加工项目已经投产。项目配置

国外先进液态奶生产线，主要生产纯牛

奶、学生奶、花色奶等液态奶。一条种

养加销运、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全产

业链条已经在这里形成。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故城县依托

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把畜牧业作为调

整产业结构、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

举措，因地制宜引导农民饲养肉牛、奶

牛等牲畜，发展绿色生态养殖，引领农

牧业转型升级。

“我们对奶业龙头企业第一时间落

实奶业振兴各项扶持政策，‘一对一’

上门服务，下大力推进奶牛养殖产业

转型发展、提档升级，对奶牛养殖场在

用地、用水、用电、金融等方面给予大

力支持，全力推进奶业振兴。”故城县

农业农村局局长秦立燕说，在龙头企

业带动下，故城县不断培育壮大奶牛

产业集群，着力打造绿色优质奶源基

地。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故城县已建

成超万头奶牛养殖场 2 家，超百头养

殖场 13 家；故城县荷斯坦奶牛、娟姗

牛存栏 3 万头，年生鲜乳产量可达 16

万余吨。

秦立燕介绍，故城县采取“龙头企

业+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延长产

业链，畜禽产品加工流通不断延伸，形

成产销一体化发展体系。通过龙头企

业带动，广大养殖户依靠养殖产业走上

了致富路。

数字化管理牛群 锻造全产业链条

河北故城：智慧牧场打造绿色优质奶源基地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迎霞 通讯员

周序鹏 高任龙）1 月 2 日，随着国家第

一批 300 万千瓦“沙戈荒”光伏发电项

目并网，宁夏新能源装机达到 3600.15

万千瓦，装机占比超过总装机 54%。至

此，宁夏新能源人均装机达到 5 千瓦，

成为单位国土面积新能源装机开发强

度最大的省份。

宁夏是国家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

区，具有“地域小、风光足、电网强、送出

稳”的独特优势。2023 年，宁夏新能源

单日最大出力及单日发电量连续 14 次

创历史新高，最大发电量达到 3.15亿千

瓦时，全年发电量达到 563.09 亿千瓦

时，新能源利用率连续 5年超 97%，居西

北地区第一，整体呈现“发电占比增、调

度交易足、储能调用强、政策运用好、整

体指标稳”的局面。

近年来，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不

断创新举措，促请自治区政府出台存量

新能源配储激励政策，率先建设风光火

储协同控制系统，规范储能日均“一充

一放”调用，全年利用小时数达到 1006

小时；进一步优化完善现货市场“1+7”

规则体系，形成“中长期差价合约+现

货全电量集中优化出清”市场模式，迈

出省内现货交易市场化改革第一步；推

动政府出台虚拟电厂、储能等经营主体

参与辅助服务市场细则，形成储能“调

峰+顶峰+容量租赁”盈利模式，充分挖

掘储能“消纳+保供”双重价值。

与此同时，该公司通过宁东电网优

化，提升“沙戈荒”大基地光伏项目并网

消纳水平；加快落实大基地项目外送电

计划，优化午间直流曲线，提升新能源

外送比例；加强技术支持系统建设，细

化新能源分时、分域、分不同置信区间

纳入平衡策略，提升新能源预测精度。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网架优化、统

筹检修安排、强化储能建设、全力组织

交易，不断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确保

2024 年新能源外送规模达到 150 亿千

瓦时以上。”宁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

总工程师兼新能源处处长马军说。

宁 夏 ：新 能 源 装 机 超 3600 万 千 瓦

◎通 讯 员 王希录 陈凤来
本报记者 陈汝健
实习记者 李诏宇

科技日报北京 1 月 4 日电 （记

者何亮）记者 4 日从中国中化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获悉，中国中化所属桂林

橡机自主研发的智能化 57 吋子午线

巨型工程轮胎成型机完成创新升级，

最大可生产直径超 3.6 米的子午线巨

型工程轮胎。

据了解，57 吋子午线巨型工程轮

胎成型机长 45 米，宽 32 米，高 6.8 米，

拥有 36 项专利技术，是轮胎生产的核

心装备。

子午线巨型工程轮胎制造难度

大，制造技术和品质要求高，一旦出现

废胎，将造成极大资源浪费和成本损

失。桂林橡机 57 吋子午线巨型工程

轮胎成型机对胎坯成型的质量控制进

行了重点攻关，通过优化升级自动指

型正反包装置、胎体层胶料纠偏装置、

新型卸胎装置等，在提高自动化水平

的同时还提高了胎坯的品质。

“经过多轮实地考察，我们的设备

不 仅 占 地 面 积 比 同 规 格 机 型 减 少

30%，还能直接接入生产制造执行系

统（MES）进行数字化生产管理，满足

客户实现 100%绿色制造的要求。”桂

林橡机副总经理雷激介绍说。

目前该设备各部件已分批全部运

抵客户现场，正在顺利安装中。

国产巨型工程轮胎成型机完成升级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4日电 （记者

马爱平）4 日，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

棉花研究所获悉，该所棉花优质育种创

新团队鉴定到参与调控棉花产量和纤

维品质的关键基因。相关研究日前发

表于国际期刊《尖端研究》。

陆地棉是四大棉花栽培品种之一，

是世界上第一大天然纤维作物。协同

改良陆地棉产量和纤维品质，是棉花育

种的重要目标。“陆地棉是一种重要的

异源四倍体作物，其为纺织工业提供天

然纤维。因此，解析陆地棉纤维品质和

产量相关性状间负相关（两个变量之间

的关系反向变动）的遗传基础，并发掘

关键基因，对棉花育种和遗传改良具有

重要意义。”论文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

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袁有禄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

该研究利用陆地棉重组自交系群

体，挖掘发现了可以同时调控纤维品质

和 产 量 性 状 形 成 的 关 键 基 因

（GH_D07G2262），并 进 行 了 功 能 验

证。“全基因组挖掘纤维产量和纤维品

质相关的数量性状位点，有利于更好地

了解其基因组水平分布。本研究共鉴

定出了 64 个稳定的纤维产量数量性状

位点和 75 个稳定的纤维品质数量性状

位点，形成了 33 个簇，表明了纤维产量

与品质性状的相关性具有复杂的遗传

成分。最后挖掘发现了可以同时调控

纤维品质和产量性状形成的关键基

因。”袁有禄表示。

研究结果表明，该基因可以正向调

控纤维强度的形成，负向调控棉花产量

指标——衣分的形成。“育种者通常需

要在提高纤维品质的同时保持或提高

产量，发现调控棉花产量和纤维品质的

关键基因，可以帮助育种者更有效地培

育出既高产又优质的棉花新品种。”袁

有禄说。

调控棉花产量和纤维品质关键基因发现

◎本报记者 张 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