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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行番茄植株青翠欲滴，一朵朵
黄色小花娇艳迷人。10 月 23 日，《科学导
报》记者走进大同市灵丘县科技园区内
的高寒型日光温室大棚“番茄小镇”，一
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映入眼帘，大棚内，工
人们正穿梭在绿色空间中吊绳、打杈，忙
得热火朝天。

近年来，大同市灵丘县通过打造现
代智慧农业科技园，引进先进的农业设
施和种植运营技术，让一颗颗红番茄从
种子到送上餐桌，经历了一番现代化“智
慧”之旅。

与传统的种植模式相比，这里完全没
有传统农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有
的是现代农业的规模化和科技感。为了填
补冬季农闲的空白，有效预防植物冻伤，
今年 5 月，山西春阳生物科技公司投资
3000 万元，建设 5 座标准型高寒日光温
室大棚（番茄小镇）种植番茄，在棚内配置
第七代智能化一体化控制系统、智慧农业
检测系统、卷帘机系统、吊秧系统，并配备
先进的水、电、暖、日光、通风等辅助保障
系统，温室内随处可见排列整齐的管线和
传感器，它们精准控制着番茄生长的环境
条件，以及植株生长所需的温度，通过移
动大数据、5G 及物联网等技术，技术人员
可以远程监管番茄种植、管理、收获的每
一个环节，从而做到随时指导，确保番茄
的产量、品质。

“番茄小镇今年主要种植草莓番茄，

还试种了一些黄芒、p18、清甜 2 号、黑美
人等小型果品品种，他们的甜度可达到
8~13 个糖，亩产能达到 4000~5000 公斤，
这都源于我们的技术团队和大棚配备了
自主恒温的系统。在北方，大棚越冬成为
一个棘手的问题，这套系统能极好地解
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恒温值，
大棚内低于这个温度的时候，这个系统
就能启动，高于这个温度时，会自动降
低，极好满足番茄的生长，极大提高番茄
的产量。”番茄小镇项目经理杜鹏说。

在这样一座“五星级”温室内，一排
排番茄植株在精心呵护下，实现了全年、
全天候生长，预计可实现年收入 100 多
万元，同时可带动周边群众 15 人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

“我从种秧的时候就来了，现在的主
要工作是打杈、吊绳，营生也不费事，离
家也近，一天能挣 100 多元钱，挺好的。”
番茄小镇员工刘秋平说。

该项目在灵丘县落地开工，既是贯
彻山西省委农业产业“特”“优”战略、又
是大同市委深耕“农业赛道”战略部署的
一项具体行动，也是壮大灵丘县设施蔬
菜集群、助推灵丘转型发展的一项重要
措施。

科学技术与农业的加速融合，为农
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推动了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迈进。一颗颗“红番
茄”将带领灵丘县迈上一条绿色、高效、
增收的现代农业发展快车道，早日打造
出灵丘乃至大同地区独一无二的“番茄
小镇”。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灵丘县：番茄小镇的大“柿”业

“我手里这款华为手机折叠
显示屏衬底使用的就是我们生
产的‘手撕钢’材料，能经受 180毅
折弯测试超过 20 万次，手机侧
键按钮也是用我们的材料，能承
受至少 40 万次的按压，我们公
司目前是华为等知名高科技企
业国内唯一指定供应商。”国庆
前夕，《科学导报》记者采访太钢
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工程
师王天翔时，他自豪地说。

近年来，无论是“高大上”的
航空航天、高端电子、新能源领
域，还是“高精尖”的医疗器械、精
密仪器，到处都有太钢“手撕钢”
的身影。多年来，“手撕钢”因为工
艺控制难度大、产品质量要求高，
其核心制造技术一直掌握在一些
发达国家手中。随着王天翔团队
自主研发出超薄不锈钢箔“手撕
钢”问世，太钢集团不仅打破了这
种国际垄断，还成为目前宽幅“手
撕钢”全球唯一的生产基地，为老
牌国有钢铁企业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提供澎湃动能。

材料改变世界 创新创造价值

走进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工人
们正热火朝天忙碌着，一卷卷加
工好的“手撕钢”成品整齐排列。
当年论吨卖的钢材，如今成为论
克卖的“抢手货”，这样惊艳的变
身，得益于幕后功臣王天翔。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
惟改革创新者胜。”这是王天翔的座右
铭，他常说：“科技行业是优胜劣汰最明
显的领域，必须不断创新，不创新就要落

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
2016 年 2 月，在太钢集团工

作了 27 年的王天翔被委以重
任———担任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
带钢有限公司经理，他接到的任
务是：当年公司应盈利 1 元。盈利
点越低，说明难度越大。在此之
前，由于只能生产普通的厚板，太
钢精带公司已连续亏损 7 年。王
天翔很快找到突围方向：唯有走
高精尖的产品路线，占领市场制
高点，才能扭转颓势。

当时精带公司拥有世界上最
顶级的生产设备，为何生产不出
顶级的产品？经过专家研究得出
结论：原材料差一点点，设备差一
点点，人员也差一点点，最后加起
来，就差得太多了。

“我们要从‘精’字入手，解决
‘差一点点’的问题。”说干就干！
王天翔推出了设备功能精度、工
艺控制精度的“双精度管理”，建
立精度控制点 94 个，新增 38 项
设备功能，解决了诸多“精度不
精”难题，使世界顶尖设备功能达
到甚至超过了设计预期精度。

解决了设备和工艺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产品的生产。王天翔
将目光投向在当时主要依赖进口
的 超 薄 带 钢 产 品———厚 度 为
0.05~0.03 毫米超薄精带，可用于
电子精密制造；厚度为 0.03~0.02
毫米箔材，可用于航天航空和核
电等行业，均属于被“卡脖子”的
产品。而宽幅大于 400 毫米超薄
精带，在核电、军工、高端电子和

新能源等行业运用潜力巨大，在国际上属
空白。王天翔和团队成员下定决心，向这
一目标发起攻关。 (下转 A3 版）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隋萌

科学导报讯 记者隋萌 10 月 24 日，记者从永

济市国云微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悉，由该公司投

资的全国首个百兆瓦级混合储能调频项目———永济

市国云微控 100MW 独立混合储能项目外接线路全

线贯通，正式进入并网试运行阶段。这一项目的成功

并网，标志着我国在混合储能技术领域迈出了重要

一步，为混合储能的发展与山西省能源结构转型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和实例支撑。

该项目位于运城市永济市，总投资近 4 亿元，项

目充分利用飞轮储能“寿命长”和磷酸铁锂电池“容

量大”的技术优势，创新性地采用两种储能技术共同

完成电力系统一次调频服务，满足了新型电力系统

的需求。项目共包括 25 个飞轮储能单元和 15 个磷

酸铁锂电池储能单元，总容量 100MW，变电站配置

220kV 油浸式变压器、SVG 无功补偿装置、GIS 气体

绝缘设备，220kV外送线路绵延 18.47 公里。这些设

备共同构成了高效、可靠的储能系统，为电网的安全

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赵亮介绍，飞轮储能技

术是国内最先进的一种飞轮储能手段，混合性飞

轮+磷酸铁锂电池的形式具有更高效、反应精度更

准确、设备使用寿命更长的储能形式特点。主控区

对整个储能电站系统进行监测和控制，同时监测

电网频率的波动。飞轮储能技术与磷酸铁锂电池

储能技术的结合，实现了物理机械能与电化学储

能相结合的独立调频功能。

飞轮储能属于物理储能，寿命达到百万次，能

降低锂电池的启动次数，延长锂电池的使用寿命。

同时，飞轮的响应时间快，可以有效提高机组运行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一技术的运用，不仅提升了

储能系统的性能，还为电网的调峰调频提供了有

力支持。

作为招商引资的重大项目，永济国云微控

100 兆瓦独立混合储能建设项目于 2023 年 1 月

签约，并于今年 7 月建成竣工。经过一段时间的监

测调试，于今年 10 月正式并网运行。目前，一期

40 兆瓦独立混合储能项目已全部并网，带动当地

30 人就业，并实现每年新增产值 1.5 亿元、税收

2000 万元以上。

全国首个百兆瓦级混合储能调频项目并网运行
山西永济为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实力支撑

科学导报讯 汽车试验场是进行汽车产品质

量鉴定、新产品研发认证、标准研究验证等的专用

场所，在汽车开发生产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国首个全融合汽车综合试验场试运行。

该汽车综合试验场位于江西上饶，总占地

411 万平方米，道路有效测试总长超过 65 公里，

包括高速环道、动态广场、智能网联测试区等 16
个试验模块 118 种特种道路。在这里既可以测试

传统燃油汽车，也可以测试新能源汽车；既可以测

试小轿车等乘用车，也可以测试大客车、大货车等

商用车。

其中在智能驾驶测试区域，采用“北斗+5G 技

术”，为无人驾驶汽车、网联汽车等提供近百种功

能测试场景，同时为车辆试验和信号感知、数据分

析等提供全过程全要素的技术支持。

此外，测试场还搭建了完备的虚拟仿真场景

库，涵盖 1000 多种典型测试场景，能够在车辆上

路前对其进行仿真测试。目前这里已经取得多项

智能网联方向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李伟代 敖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日前启动了青年人才托举

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意在让资源更广泛地惠及

有发展潜力的青年科技后备军。对如何更好地培

养并用好青年科技人才，加快科技创新与突破，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青年科技人才规模快速增

长，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生力军。2022 年，

100 名同志被授予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其

中包括 10 名中国青年科技奖特别奖项，这些青年

科技工作者在基础研究、工程科技、成果转化等方

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与此同时，各地区加快抢占青

年科技人才“智”高点。例如，近年北京市启动实施

的“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培养资助专项”，至今已集

聚培养青年科技人才超 500 人，为北京发展新质

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又如，上海市青

年科技启明星计划、上海科技青年 35 人引领计

划，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影响

力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支持青年科技人才

发展的政策出台，涵盖减负、培养、使用等多个方

面，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体系。2023 年出台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

若干措施》明确，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

技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

出，“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

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遇”。这一系列政策支持，

为青年科技人才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好

的成长条件。

当前，在青年科技人才培养过程中，仍然存在

人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不足、部分人才资

源和支持有限、科研管理体系不完善等。对此，应

多措并举。

积极稳妥推进机制创新。政府加强青年科

技人才系统性设计，实现教育、科技、人才协同

发展，加大对基础科研和高等教育领域的投

入，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建立

科技创新风险补偿机制，引导保险机构对接重

点研创项目需求，扩大保障范围，分散生产企

业和使用单位的风险，降低企业后顾之忧，为

提高产品产业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建立

健全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坚决破除“四唯”，打

破传统人才评价体系的束缚，针对不同领域、

不同类型的人才，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

为导向的分类分层评价体系。

强化科研与产业的紧密结合。科技企业根

据整体战略明确研发方向和重点领域，聚焦具

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原创性的研究课题，为青

年科技人才提供更多的研发资源和平台。切实

落实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主体责任，根据自身

情况和实际需求，加强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全周

期、全链条培育，使青年科技人才成为赢得竞

争主动的重要战略资源。科技企业为青年科技

人才配备经验丰富的导师，通过“导师传帮带”

形成“以老带新”“人尽其才”的良性人才培养

机制，帮助青年快速成为攻坚克难的尖兵、改

革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能手。

持续提升青年科技人才责任意识。青年科技

人才要发挥专长，参与到科技创新的项目中，主动

担当责任，积极争取担纲机会，勇于探索未知领

域，不断提出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创新。要积极关

注国际科技发展动态，深入了解科技前沿的研究

方向、热点问题和关键技术。还应通过参与科研项

目、参加学术会议、发表高水平论文、申请专利等

方式，灵活地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打通科

技创新价值链的“最后一公里”。

K 评论
kexuepinglun 姻 高佳璐 孙悦

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

我国首个全融合汽车综合试验场试运行

10月 25日，国产商用飞机ARJ21停放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停机坪上。
据南航湖北分公司介绍，国产商用飞机 ARJ21 进驻湖北。据悉，南航湖北分公司首架 ARJ21 飞机计划执行武

汉至广州、汕头、重庆等航线。 姻 肖艺九摄
ARJ21 进驻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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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翔正在检验产品合格情况 姻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