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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岚展示岚山根自产的“零添加”食材 姻 受访者供图

清明时节，运城岚山根景区换上春季

的妆容，景区入口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

区”竖匾招牌耀眼夺目，披挂一新的粉色笑

脸明媚靓丽，提升改造后的岚山根以更温

暖的形象迎接八方来客。

“清明后即将开启旅游旺季，今年我们

对景区升级改造，希望来此的游客能感受到

‘最美人间四月天’。”4 月 6 日，岚山根景区

创始人王岚接受《科学导报》记者采访时说。

矢志不渝创建“岚山根”

王岚，运城市政协委员，山西中邦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岚山根创始人，荣获盐湖

区“实干有为楷模”“十大道德模范”“山西省

劳模”“山西省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

手”……在这众多荣誉中，有一个最特殊的称

号“河东阿庆嫂”。对此王岚坦言：“我觉得这

个称呼应该是善意的，虽然我在管理中对商

户要求严格，甚至有些‘残暴’，但只要景区天

天游人如织，我愿意当这个‘阿庆嫂’。”

岚山根的创立，颇费周折。一直从事建

材行业的王岚，偶然间游览陕西袁家村就

喜欢上这里，之后又多次前往。“我当时想

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没有名胜古迹和独特

山水资源，却能够每日吸引数万名游客，能

不能在运城也建一个‘袁家村’呢？”想法一

旦萌生就难以抑制。回来之后，王岚便开始

研究探索袁家村的发展奥秘，并积极与袁

家村方面展开沟通交流。

想要拿下袁家村这样的项目并非易

事，袁家村只在省会城市 50 公里范围以内

设立项目的“硬杠杠”，将不少投资者都拦

在了门外，而王岚选择的位置则位于运城

市盐湖区东郭镇南山脚下，不符合设立条

件。这一切，王岚心里十分清楚，但她不想

轻易放弃，“不管怎样，我都要尽最大的努

力去尝试一下。”

从 2016 年春节开始，王岚带着助手在

袁家村住了下来，每天清晨七八时出门，深

夜才离开，希望能够等到与袁家村负责人

当面洽谈的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岚用

诚意感动了袁家村创始人郭裕禄。经过沟

通，袁家村方面为王岚打破惯例，同意在运

城设立项目———岚山根·运城印象。2016
年 11 月 7 日，双方合作框架协议签订。

一年多的紧张施工，建起了盐湖区第 315
个“行政村”，一座占地 1980亩，集餐饮、娱乐、

休闲、旅游、民宿为一体的休闲小镇———岚山

根，在曾经的乱石滩上建起来。2018年 4月 28
日，岚山根·运城印象开园，营业首日就迎来了

4万多名游客，很快又实现了年接待游客 300
余万人次、年旅游创收近亿元。

谈及创业初期最难之处，王岚道：“不

被理解。虽然我知道大家当时的反对是出

于好意，但是比起身体上的辛苦，周围人的

支持更重要。虽然顶着很大的压力，我还是

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因为我认准了这是一

个机会，我对自己有信心，对做食品安全和

文旅产业有信心。”

2019 年至今，岚山根·运城印象先后被

授予“山西省特色商业街区”“山西省特色体

育小镇”“省级夜间旅游消费集聚区”“省级

旅游休闲街区”等荣誉称号，2023 年更被评

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国家级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并被收录进入“世界旅

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

栽种梧桐引得“凤还巢”

种善因，得善果。岚山根的成功，与王

岚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初心息息相关。

2015 年，王岚从北京返乡创业，创办岚山

根·运城印象，为乡村振兴奉献了女性力

量。在王岚的带领及岚山根人的不懈努力

下，曾经的荒石滩变成了晋陕豫黄河金三

角区域人们休闲游玩的目的地，更成为当

地市民夜游打卡的好去处。 (下转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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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蹞 4 月 9 日，在首届晋江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洽谈会智能装备展位，工作人员在展示

无人机研究成果。当日，以“接洽科技新成果，锻造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首届晋江科
技成果转化对接洽谈会在晋江国际会展中心开幕，200 多家国内高校、科研平台、投
资机构、行业龙头企业携上千项科技成果亮相。展会展示总面积约 3 万平方米，按产
业划区，重点围绕鞋服、纺织、建材、食品、现代信息技术、大健康、智能装备等七大产
业领域。 姻 魏培全摄

首届晋江科洽会

牛磺酸缺乏是肿瘤免疫逃逸和耐药

复发重要原因
消化系肿瘤整合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空军军医大

学西京医院樊代明院士团队深入解析患者药物治疗前

后的肿瘤免疫微环境，发现牛磺酸缺乏是导致肿瘤免疫

逃逸和耐药复发的重要原因，揭示了化疗和免疫治疗

“双重耐药”的新机制。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

《细胞》。 严涛

创新前沿K chuangxinqianyan

新研究有助解决血源紧缺难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程临钊、副研究员刘森泉团队

在体外大规模生产红细胞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团队

对红细胞终末分化所需的营养成分进行系统性探索和优

化，成功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化学成分明确的红细胞诱导分

化体系，为将来体外大规模生产人红细胞提供了新方案。

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先进科学》。 王敏

判断生态干旱不能只看是否缺水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研究员崔江鹏联合美

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员陈安平等，通过系统梳理生

态干旱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呼吁建立考虑水分供需

平衡的生态干旱监测评估框架。日前，相关观点作为“评

论文章”发表于《自然—水》。 韩扬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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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正值春耕的农忙时节，各地纷纷

抢抓农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好头、起好

步。记者在采访中看到，田地上，无人农机

来回穿梭进行喷防作业；大棚里，水肥一

体灌溉系统照管着立体种植的“蔬菜车

间”；水塘中，光伏发电与渔业养殖实现了

有机互补……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科技元素赋能下，一幅幅“科技春耕图”在

广袤田野铺展开来。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新一轮千亿斤粮

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2024~2030 年）》，明确

要走“科技支撑有力”的增粮之路。为更好解

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必须让科技成为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驱动力，这已成为

上上下下的共识。简言之，就是要向科技要

产量。

向科技要产量，各地各部门应围绕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等战略任务，科学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要围

绕粮食生产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从耕地、水利、种

子、农机、化肥农药、耕作技术等着手，加强新技术的

集成创新和生产各环节的衔接配合，提高土地产出率、

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要把加强传统种养业

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放在突出位置，加快推进设施农

业、创意农业、数字农业等现代农业发展，积极布局建

设农业领域未来产业，努力突破耕地等自然条件限制，

拓展农业生产空间，强化粮食生产能力，推动我国农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

向科技要产量，要进一步加强新技术的实用性，解

决好投入产出比问题。农业技术创新并非都看上去“高

大上”，关键在管用。各地应避免“炫技”思维，切实根

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因地制宜推动农业科

技落地。同时需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国农业整体上还处

于向智能化、机械化、集约化迈进的阶段，农业生产效

益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一些地方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

程中，要合理估算投入产出比，确保财政不吃亏，农民

广受益。

向科技要产量，要发动农业科技工作者加强创新

研发，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农业科技工作者要当好

强农惠农富农的服务员，针对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热点

难点，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真正解决研发与需求脱

节问题，让更多新农机驰骋、新品种落地、新农艺见

效。各地也应进一步加强科研平台建设，打造高层次创

新型团队，为科研人员营造良好的研发环境，促进人才

活力迸发。

春耕正当时。在良种良法良机良田深度融合上下功

夫，科技的力量和挥洒的汗水必能带来更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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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4 月 9 日 9 时，在湖北孝

感应城市，世界首台 300 兆瓦级压缩空气储

能电站顺利并网发电。

这标志着全球压气储能电站正式迈入

300 兆瓦级单机商业化新时代，验证了大容

量、高效率、超长时“压气储能系统解决方

案”的可靠性。

据介绍，该项目由中能建数字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和国网湖北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

司共同投资建设，是国家新型储能试点示范

项目，充分利用湖北云应地区废弃盐矿作为

储气库，打造一个巨大的“绿色超级充电

宝”。一期工程入选国家第三批能源领域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项目）名单，单机功率

达 300 兆瓦级，储能容量达 1500 兆瓦时。

“应城有多年盐矿开采历史，地下盐穴资

源丰富，该项目就是利用废弃盐穴作为储气

库。”中国能建项目综合部工作人员丁小伟介

绍，在电站厂址地下约 500 米，有一处容积约

65 万立方米的盐穴，地面上两列大型压缩机

将空气压入盐穴，由于盐岩结构致密且具有

自修复特性，可以保证盐穴内部始终维持设

计压力，使得盐穴既不会漏气也不会垮塌。

盐穴储能具备寿命长、效率高、成本低

等优势。该技术在电网负荷低谷期间将空气

压缩至高压状态，并存储至地下盐穴；在高

峰用电时，再将压缩空气加以释放做功发

电，以此达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该项目可有效应对新能源发电的波动

性、间歇性、随机性，创造了单机功率、储能

规模、转换效率等 3 项世界纪录，预计今年

6 月投运。 吴纯新

安全是企业的生命，是煤企

生产永恒的主题。由于煤炭行业

的特殊性、工作环境的恶劣性、地

质条件的多变性等多方面的不利

因素，导致煤矿事故频发。当事故

降临时，很多人才会真正理解“安

全”是什么，但却悔之晚矣。

为了煤企发展，为了职工幸

福，潞阳李阳煤业公司（以下简称

“李阳煤业”）牢牢把握创新在企

业安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紧紧

围绕技术创新、装备创新、管理创

新等内容，不断深化拓展“小改小

革”“五小”竞赛内涵，为安全生产

装上创新“助推器”，护航企业高

质量发展。

研发人员定位

实现检测装置“唯一性”

李阳煤业原有的井口安检装

置识别度差，受光线与面部清洁程

度影响，不但通过率低，且延时较

长，做不到精准识别。为有效解决

原有检测系统存在的漏洞，公司组

织技术专班，自主研发了人员定位

唯一性检测装置。精确识别装置主

要由人脸识别一体机的人像识别

单元、检卡单元、系统数据库等部

分组成，在准确检测入井人员携带

定位卡处于有电且处于在线监测状态的同时，还

能对照核查检卡人员、人员定位系统及井口人工

签字，提高了井下人员定位系统的准确性，实现了

人工化向电子化的转变，为煤矿突发事故及应急

救援提供详实的参考依据。 (下转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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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台 300 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并网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