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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 日，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罗克佳华电子工业园内，工人正在进行产品检验。多年来，罗
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耕低碳技术领域，不断创新和完善产品，为推动山西省低碳经济
发展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 姻 申晋光摄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邓德

会、副研究员崔晓菊团队，在硫化氢电催化分解制备

氢气研究中取得新进展。团队开发出具有双级“铠

甲”结构的整体式电极，实现了在工业安培级电流密

度下高效分解硫化氢制备氢气和单质硫。近日，相关

成果发表于《德国应用化学》。 孙丹宁

双级“铠甲”整体式电极
高效分解硫化氢

在发表于最新一期《细胞报告医学》的一项研究

中，美国威斯康辛州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与威

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科学家，展示了一种“通用

型生命管道”———利用干细胞来源的动脉内皮细胞

（AEC）开发出的新型小直径血管移植物。这一成果

对推进生物工程研究和血管手术领域进步具有重要

意义。 张梦然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

范敏锐团队，联合西湖大学研究员吴旭冬团队、复旦

大学研究员张金儒团队和浙江大学研究员苏楠楠团

队，首次解析了病原体、植物叶绿体腺苷三磷酸

（ATP）运输蛋白的三维结构及运输 ATP 的分子机

制，为设计药物治疗相关疾病以及改造蛋白提高作

物产量提供了重要思路。3 月 13 日，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于《自然》。 江庆龄

科学家揭示
能量跨膜运输新机制

K 科学进展
kexue jinzhan

新工具高效检测
基因编辑突变

近日，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刘耀光、谢先荣

团队与合作者开发了一个基于 Sanger 测序、二代测

序和三代测序技术，对各种基因编辑样品的不同类

型突变进行高效检测的分析工具箱 SuperDecode。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分子植物》。 朱汉斌

利用干细胞造出
新型血管移植物

最近，社交平台上“春天掉秤攻略”铺天

盖地，其中尤以“春断食”迅速捕获了年轻人

的芳心。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表示，将持续推进

“体重管理年”3 年行动，普及健康生活方式。

民间速瘦偏方热度居高不下，国家又来

喊你科学减重。这场春天与减肥的“约会”，

到底该怎么“谈”？

“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这句话虽

然有点调侃的意味，但背后确实藏着科学依

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

副主任医师许志朋说，春天气温回升，人体

新陈代谢率比冬季提高大约 10%，脂肪燃烧

效率更高。“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法，减

肥也会事半功倍。”

号称能“重启代谢系统”的“春断食”，是

正确的方法吗？

“春断食”是一种结合季节特点和间歇

性断食的减肥方法，有人连续 3 天只喝果蔬

汁，也有人每天饿 16 个小时，体重秤上的数

字确实也在下降。

“人体并不是能随意格式化的设备，‘春

断食’所鼓吹的代谢重启，更像是对生命系

统的暴力破解。”许志朋提醒，骤然的饮食减

少会增加蛋白质的分解，增加肝肾功能的负

担，还易诱发胃肠功能紊乱症状，严重甚至

引发酮症酸中毒。

更扎心的是，“春断食”所减掉的多半是

水分和肌肉，脂肪却稳如泰山。“长时间断食

还会让身体进入‘饥荒模式’，基础代谢率下

降会带来营养不良、代谢紊乱、免疫力下降

等问题。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可能会猛

烈反弹。”许志朋说。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减肥也并不是饿

肚子这么简单。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成人肥胖食养指

南》早就给科学减肥下定论：每天热量摄入

不能低于 1200 大卡，不然就是“拆东墙补西

墙”。

“减肥并非一味地少吃、不吃，会吃更重

要。”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会长王旭峰说，

想要健康减肥，需要合理安排三餐，少吃高

脂肪、高糖、高盐食物；每天进行 30 分钟以

上的运动，有氧运动结合力量训练促进脂肪

燃烧，提升基础代谢。另外，保持良好的睡眠

和积极的心态，对健康减肥也至关重要。

怎样算“会吃”？王旭峰建议多吃高纤维

食物和高蛋白食物。“像春笋、芹菜、苹果、西

红柿、杂粮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不仅能

带来饱腹感，还能帮助调整肠道菌群，减少

肠道毒素，对减肥有好处；鱼禽瘦肉、蛋奶大

豆等高蛋白食物既能提供日常所需的蛋白

质，在消化吸收过程中还能促使身体额外燃

烧自身热量，也有助于减肥。”

“春断食”能健康减肥吗
K 科学释疑

kexue shiyi

姻 陈杰

3 月 6 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

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

见和建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人才培养

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

质效。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当今世

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人才是创新

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从“嫦娥”探月

逐梦星辰大海，到国产机器人惊艳全球，再到国产人

工智能大模型横空出世，一大批年轻科技人才脱颖

而出，由中青年组成的主创团队正在挑起中国科技

事业进步的大梁。

实践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

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培养人才是

教育的基本职能，而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

衡量人才培养成效的重要标准。处理好这一重大关

系，就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

制，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

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的生动局面。

一方面，做好专业调整的“加减法”。专业调整是

一个动态过程，应不断增强前瞻性、精准性。2024
年，教育部共增设国家战略急需专业布点 1673 个，

撤销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布点 1670 个。与此

同时，一批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的新专业兴起，

深度交叉融合专业开始转型升级。近日，清华大学决

定有序适度扩大本科招生规模，2025 年拟增加约

150 名本科生招生名额，同时将成立新的本科通识

书院，着力培养人工智能与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

才，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以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与社会发展需要。

另一方面，打通产教融合的“堵点”。产教融合

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基础，调动产业界和高校的

积极性是有效方法。不久前，小米集团产教融合基

地在江苏常熟落地。此次项目集人才培养、认证考

试、交换体验、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科普研学等功

能于一体，将推动领军型高技能人才培养、前沿科

研成果转化、专精特新企业孵化。扎实推进产教融

合，未来还可以通过建立跨专业、跨学科、跨领域、

跨组织联合培养的机制，推进政府、企业、高等院校

和科研机构跨界合作，在科研、生产、管理实践中培

育和发现人才。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新征程上，

我们要坚定信心和决心，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

不扣落实到位，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

姻 子房先生

K 科学微评
kexue weiping山西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

科学导报讯 记者王小静 3 月 13 日，记

者从山西省司法厅获悉，为进一步减轻企业

负担，解决重复检查、随意检查、过度检查等

问题，山西省政府印发了《山西省严格规范涉

企行政检查的若干举措》（以下简称《举措》），

提出 22 条具体举措，从而为打造法治化营商

环境提供有力保障。

《举措》指出，行政检查主体必须具备法

定资格，各级政府要梳理公布行政检查主体，

严禁政府议事协调机构、第三方及外包的中

介机构实施行政检查；严格落实执法人员资

格管理规定，确保持证上岗、亮证执法；执法

人员要接受公共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和执法

技能培训，提升执法能力。

《举措》明确，各级执法单位要全面梳理、

规范和精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形成涉企行

政检查事项清单；按照本领域行政检查标准，

规范有序地开展行政检查工作；省、市执法单

位要制定行政检查裁量权基准，细化量化行

政检查的范围、方式、频次等内容。

《举措》规定，各级执法单位要科学制定

年度检查计划，明确检查频次上限；统一公示

行政检查相关内容，便于公众查阅与监督；严

格履行检查程序，入企检查报单位负责人批

准，出具文书和证件，制作笔录并告知检查结

果；落实“五个严禁”“八个不得”规定，确保行

政检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专项检查要充分

评估论证，严格控制范围、内容、时限和年度

数量等，防止运动式检查。

《举措》强调，各级执法单位要推行“综

合一次查”，整合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检

查事项，实现“一次检查、全面体检”；推进非

现场行政检查，减少入企现场检查频次；推

行“扫码入企”机制，加强对执法扰企行为的

预警、制约和监督；探索涉企行政检查经济

影响评估，防范和降低行政检查对企业的负

面影响。

《举措》要求，各级行政执法监督机关要

创新监督方式，贯通各类监督，形成整体监督

合力；加大监督力度，对检查不规范、乱检查

的，根据情形进行问责，涉嫌违纪违法的移送

纪检监察机关；省级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推

进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部署应

用，强化行政执法数据互联互通，实现行政执

法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共享和交换，加强对

行政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下一步，全省各级各部门将严格落实

《举措》，进一步规范行政检查权力运行，降

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安心经营、轻装

前行，为企业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发展环境，为山西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

能。

科技创新的时代，
要让人才站上 C 位

K 亮点新闻
liangdian xinwen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隋萌

惊蛰过后，气温迅速回升，仿佛大自然

按下了加速键，冬日的寒冷被渐渐驱散，温

暖的气息扑面而来。至此农家敞开大门，开

始春耕备耕。3 月 12 日，《科学导报》记者

在长治市武乡县石北乡下庄村智能温室大

棚育苗基地看到，为了向农户提供充足高

质的蔬菜苗，基地工人正在紧张有序地进

行辣椒育苗工作。

下庄村智能温室大棚育苗基地占地

5900 平方米，拥有全自动智能育苗温室大

棚 2 座，采用自动水肥一体化洒水系统、通

风系统、供暖增温系统、遮阳系统和植物补

光灯，实现了全面技术创新，充分满足了种

苗在保温、降温、供水、供肥、排湿等不同生

长阶段对环境条件的需求。

“这几年邻村发展了蔬菜种植园区，春

节过后，便有好多园区和农户提前向基地

订购蔬菜苗子，3 月初，基地就组织工人在

下庄村的全智能联动大棚开始育苗，目前

已完成育苗 600 万株。”育苗基地负责人宋

强说。

记者在育苗大棚看到，工人们正熟练

地配合全自动育苗覆土点种机进行育苗，

配料、基质装盘、精量点种、智能覆土等工

序一气呵成，一盘盘点播好辣椒种子的育

苗穴盘，被车间工人转运至恒温大床进行

育苗。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形成一道美丽的

春耕备耕图。“我们现在用点种机进行播

种，不到 30 秒就能完成一个穴盘 118 株播

种，1 小时大约播种 900 盘。”技术员胡雨

告诉记者，机械化育苗大大提高了点种的

质量，既节省了种子，又省去了后期人工定

苗成本，可有效提高种苗的成活率和生长

效果。

“俗话说：‘秧好一半禾，苗好七分收’，

所以基地十分注重蔬菜苗的选种，采用先

进的机械点种机，保证育苗的各个技术环

节做到位、不出错。”宋强一边查看种苗长

势一边说道，今年育苗总量在 1000 万株左

右，前期主要是以辣椒为主，预计在 4 月底

5 月初可向农户提供种苗。

育苗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延伸了大棚

蔬菜产业链条，还吸引了大量村民前来务

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大棚离家

近，骑个电动车几分钟就到了。”村民王月

萍高兴地说，像她这个年龄出去打工，也找

不上个好工作，村里有了育苗大棚后，她第

一时间过来上班，一天能挣七八十元，还能

学到不少农业种植新技术。

随着育苗产业的蓬勃发展，下庄村

正逐步实现从“传统种植”到“现代育种”的

华丽转身。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正以科技

创新为画笔，奋力书写着现代农业的新篇

章。

武乡县下庄村

现代育苗技术育出“春光”无限好

产品检验 K 视觉科学
shijue kexue

科学导报讯 3 月 12 日，山西省就业大

数据智慧服务平台启动仪式在太原举行。该

平台的启动标志着山西省就业服务领域的

数字化转型迈出关键一步，将为全省就业形

势分析研判和就业管理服务提供强大的数

据支持。

平台主要对劳动力资源构成、人力资

源供求、就业平台运行三大主题进行动态

监测和深度分析，完善“用数据说话”的循

证决策机制，推动大数据在就业形势分析

研判和就业管理服务的深层次应用。劳动

力分析主题是对全省就业人口总体情况、

重点群体就业情况等数据开展全方位、多

维度的分析，推动数据在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技能培训、稳岗就业等方面发挥作

用。人力资源供求主题是对周边五省、中部

六省、晋蒙陕新、重点城市群的供求信息比

对，对省内重点产业人才需求与市场供给

信息的分析，为引导劳动者合理制定职业

规划，指导用人单位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提

供数据支撑。就业平台服务监测主题是对

就业公共服务系统经办开展情况进行综合

比对分析，实现就业管理服务经办流程规

范化运行。 张小平

山西省就业大数据

智慧服务平台启动

山西大哈鑫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40882MA0MRC8AX0）
不慎丢失公章、财章、发票章、合同章，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科学导报讯 近日，忻州市科学技术局

发布通知，正式启动科技创新技术需求和

融资需求征集工作。此次征集旨在深入了

解企业在技术创新和融资方面的实际需

求，为编制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提

供科学依据。

本次征集内容涵盖多个关键领域：一

是基于企业自身创新发展，征集在研发、生

产过程中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包括技术

研发、产品研发、技术改造和技术配套等技

术攻关需求，以及能促进忻州市高质量发

展的市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转化需

求；二是围绕促进忻州市重点产业发展，聚

焦重大技术及行业共性技术攻关难点、关

键技术难题等需“揭榜挂帅”解决的技术攻

关和转化需求；三是全面收集科技型企业

的融资需求。

征集范围覆盖全市企业及市内外高

校、科研院所。当地科技部门要求各单位主

动对接企业，与企业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充

分沟通，掌握企业需求的第一手资料；对征

集到的需求要进行精准把关，确保需求描

述真实、准确、规范，以提高征集成效，为后

续入企服务和项目申报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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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笔者日前从山西省发展

改革委获悉，经过遴选，第十批省级产教融

合型企业已经确定。

随着产教融合改革进程持续向纵深推

进，山西省鼓励和吸引更多省内优质企业

参与试点改革，在不断增加试点企业数量

的同时，引导企业发挥重要主体作用，通过

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共同编制教

材课程、共育“双师型”队伍等内容，逐步打

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实习实

训、人才培养、产业化链条，探索解决教育

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两张皮”的问题，推

动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产教两侧双

向收益，夯实产业基础需求，助力山西省重

点产业高质量发展。

按照遴选培育原则和程序，山西省对

自愿申报的 69 家企业，通过企业基础资料

初审、“互联网+现场”答辩、专家组评审等

工作，遴选确定服务业、信息技术、智能制

造、生物医药等行业的 47 家企业纳入省级

建设培育库。 董菊芬

第十批全省产教融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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