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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水汪汪，晴天白茫茫。”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

学学院副教授于艳玲蹲在黑龙江省肇东市的盐碱地田垄

上，抓起一把白花花的土，使劲捻了捻，眉头皱紧。

由于盐碱侵害，这里的土又硬又黏，一铁锹下去铲都铲

不动。于艳玲随手拾起一块土块递给记者，土块表面裹着

一层厚厚的白碱，硬得像石头。

不同于常见的黑土地，这里常年一片“白茫茫”——冬

天是积雪，夏天则是盐碱。方圆几百里的村民都知道这个

地方，“一起大风，嘴里都是咸的”“旱了收蚂蚱，涝了出蛤

蟆，不旱不涝出碱嘎巴”。

“于老师就在这里搭窝棚、抡铁锹、做试验，往盐碱地上

一扑就是 20 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城双丽现代农机专业合

作社工作人员吴学军告诉记者，合作社承包的这块地盐度

达到 2%—3%，pH 值在 9 到 10 之间，属于重度盐碱地，吓退

不少人，却引来了于艳玲。

“我的家乡就在不远的黑龙江省安达市，从小也是伴着

盐碱地长大的，深知将‘沉睡’的盐碱地唤醒对农民来说多

么重要。”今年 43 岁的于艳玲，在 20 多年前选择专业时，就

毅然选择了生物工程专业，“想用生物科学的方法为家乡的

农业做点事”。

改造盐碱地，需要一边改盐一边改碱，还要将养分送进

土壤。“使用化肥会加重盐碱带来的土壤板结问题，我们认

为还是用有机肥来培肥地力最好。”于艳玲说。堆肥听起来

很简单，但是怎么堆、堆什么、堆多少，如何根据天气、原料

等给出正确参数，这就需要建构模型，需要多学科交叉背景

做支撑。在改造盐碱地的过程中，于艳玲学习了生物、环

境、农学、化工、材料 5 个学科，成了“专家中的杂家”。

“堆肥温度是关键。黑龙江省冬季动辄零下二三十摄

氏度的气温使露天堆肥很难启动，更难使肥料堆温度维持

在 55 摄氏度以上。”于艳玲说，经过两年多的时间，通过矫正

降解因子、建立能量平衡模型、设计自保温结构等研究，最

终确定了高寒条件下的秸秆堆肥方案。

肥料有了，怎么施进土里去？盐碱地又黏又硬，水都渗

不下去。于艳玲又带领团队开发出了冻融交替的盐碱土碎

裂技术，先将盐碱土碎成小块，等土壤升温化开后，再像裹

糖霜一样，均匀施入有机肥，一点一点改良。

“我们的盐碱地治理系统技术工程模式，涉及土地整

治、土壤修复、培肥、种植管理等环节，是一套整体系统性方

案。如 1 号地块改良后，玉米亩产已经和正常农田一样，达

到每年 1500—1700 斤，并且 11 年没有复碱。”于艳玲说，治

理盐碱地就必须来到现场，才能因地制宜、对症下药，“裤脚

沾满泥点子，才想出金点子”。

一项项新技术日趋成熟，一张张改良“药方”反哺土地，

助力农民增产增收。“经过改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成了高

标准农田。”吴学军掏出随身携带的记录本，将一项项数字

列出：秸秆收储运成本、粮食收益、纸浆收益、肥料收益……

改造好的盐碱地玉米一亩能卖 1500—1700 元；每亩地可收

集秸秆大约 600 公斤，能出 250 公斤纸浆，收益大约 400 元；

肥料收益大约 100 元。“算下来，种一亩地一年能进账 2000
多元。”吴学军说。

阡陌纵横，笔直的田埂向远处延伸，一片麦苗密密匝

匝，“那是才改造 3 年的盐碱地块，现在每亩一年能打 300—

400 斤小麦。”于艳玲说。片片绿色在这片土地上生长，黑土

地又焕发出应有的生机。

图为于艳玲进行土壤取样工作。

李鑫垚摄（人民视觉）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副教授于艳玲—

沾满泥点子 想出金点子
本报记者 郭晓龙

■追梦路上R

本报北京 6月 19日电 （记者邱超奕）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日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联

合印发《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

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提出 11 条稳就业

政策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就业创业。

通知明确，合并实施一次性吸纳就

业补贴和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企业

招用符合条件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登记失业青年

的，可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延续实施

国有企业增人增资政策。对见习期未满

与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可给予剩

余期间见习补贴。政策均执行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通知指出，实施先进制造业青年就

业行动，建立先进制造业企业集群职称

评审“绿色通道”，鼓励引导基层一线就

业，实施“三支一扶”计划，统筹推动其他

基层服务项目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结合实际适当扩大招募规模。强化创业

支持，扩大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

害保障试点，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

通知要求，大规模组织招聘对接服

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高校

毕业生集中的地市每周至少举办一次专

业性招聘、每月至少举办一次综合性招

聘。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

支持企业、政府投资项目、事业单位开展

就 业 见 习 ，今 明 两 年 每 年 募 集 不 少 于

100 万个就业见习岗位。

通知提出，实施就业困难青年专项

帮扶行动，强化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

帮扶，普遍提供至少 1 次政策宣介、1 次

职业指导、3 次岗位推荐及 1 次培训或见

习机会；强化困难毕业生结对帮扶，量身制定帮扶计划，针对性

提供高质量岗位信息。办好高校毕业生就业一件事，统筹就业

与人才政策服务事项“一件事打包办”。指导各级公共就业人才

服务机构普遍设立青年就业服务窗口，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

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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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19日电 （记者丁怡婷）2020 年，住房城乡建

设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

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建筑工业化升级、加强技术创新、提升

信息化水平、培育产业体系、积极推行绿色建造、开放拓展应用

场景、创新行业监管与服务模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对 24 个智能建造试点城市 2023 年度

工作情况开展了总结评估。24 个试点城市出台了一系列支持

政策，将 506 家企业纳入智能建造骨干企业培育名单，其中 214
家企业获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08 家企业获批国家级或省

级“专精特新”企业。公布了 758 个智能建造试点示范工程项

目，其中包括住宅类项目 209 个、城市更新类项目 17 个。

24 个试点城市支持有关单位启动建设 39 个智能建造科技

创新平台。立项智能建造相关科研项目 105 个，7 项技术研发成

果获得省级以上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有 99 所高校开

设智能建造专业或方向。

智能建造试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24 个试点城市立项 105 个

本报北京 6月 19日电 （记者闫伊乔）各地 2024 年高考成

绩陆续发布，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教育部 19 日发布

2024 年高考志愿填报十问十答，建议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本地

官方权威渠道发布的消息内容，在信息查询时认准官方权威渠

道，务必按照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相关要求按时完成志愿填报，切

勿轻信网络不实信息。

在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公共服务方面，教育部今年首次在“阳

光高考平台”推出免费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海量数据系

统集成，进行个性化匹配推荐，从专业、就业、职业等多方面帮助

考生了解学校和专业。

同时还将举办“高考志愿填报云咨询周”活动，组织各省级

招生考试机构和高校通过文字问答、视频直播等方式，为全国考

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指导公益服务。

高校招生录取实行“学校负责、省级招办监督”机制。无论

是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还是顺序志愿投档录取，考生的退档风险

主要分为考生高考成绩没有达到所报专业录取分数且不服从专

业调剂，以及考生存在不符合高校招生章程规定的其他要求两

种情况。被高校退档的考生还可参加本批次征集志愿投档录取

（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将高校未录满的计划再次公布补征志愿）或

后续批次的投档录取。已被录取的考生，不能参加后续志愿投

档录取。

高校招生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录取工作一般于 7 月

上旬开始，8 月底之前结束。高校一般会在录取结束后一周左

右向录取新生寄发录取通知书。若考生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或

高校官方网站上查询到了录取结果，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

可及时联系录取高校公布的招生咨询电话查询本人录取通知书

邮寄情况。

2024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
“阳光高考平台”推出免费信息服务系统

本报兰州 6月 19日电 （记者银燕）记者从甘肃省政府获

悉：今年 1—5 月，甘肃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光伏发电量同比增长

19.8% ， 增 速 比 1—4 月 加 快 2.5 个 百 分 点 ；风 力 发 电 量 增 长

5.2%，增速比 1—4 月回升 11.7 个百分点，风光电合计对规上工

业发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50.9%。

同时，外送电快速增长。1—5月，甘肃全省外送电量 197.1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22.8%，增速比 1—4 月加快 6.6 个百分点。

甘肃外送电和新能源发电增长加快

本版责编：吴 燕 张伟昊 邓剑洋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平

王 线 上 ，三 桥 凌 溪 ，高 低 错

落，成为农村公路上一道独

特 的 风 景 线 ，吸 引 众 多 游

客。三座桥梁各有特色：中

间的桥建于清朝，一直修缮

使用至今；远处是建于上世

纪 60 年代末的拱桥；近处是

2016 年通车的王化溪大桥。

柯桥区积极探索“四好

农村路”建设经验。十年来，

优化平王线等 100 余条山区

公路，带动沿线经济发展。

图为近日拍摄的平王线

三桥凌溪景观。

韩 鑫 姚加峰 摄 影

报道

三桥凌溪

今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

强调，山东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定好位、挑

大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继续在服务和融

入新发展格局上走在前、在增强经济社会发

展创新力上走在前、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加快建设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

新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北方地区

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山东省坚持把高质量

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锚定绿色低碳方

向，经济焕发新图景。

向“绿”而行——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从淄博到东营 100 多公里，百万吨全程

超临界二氧化碳输送管道投运，助力胜利油

田高效采油，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100 万吨，

相当于植树近 900 万棵；

济青中线济潍段高速公路全长 161.86
公里，研发新型能源管控平台，打造光伏边

坡 一 体 化 试 验 路 段 ，在 运 营 阶 段“ 净 零 ”

排放；

在日照岚山区，钢铁企业集成 100 多项

先进炼钢技术，挂牌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实现从工厂到景区的绿色蝶变……

一个个场景，见证着山东作为工业大省

奋力“转身”的不懈实践。2022 年 8 月，国务

院印发《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

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赋予山东

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大使

命。如何大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山东省孜孜以求。

“独角兽”“瞪羚”企业奔跑，“四新”经济

持续上扬，“十强产业”转型蝶变，山东始终

保持着稳扎稳打的发展韧性。近三年，山东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以上；2023 年，是

山东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开

局之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9.2 万亿元，

万亿级城市达到 3 个；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比超 51%，同比提升 3 个百分点。

电从海上来，风起绿电生。从潍坊昌邑

市北部向海出发，昌邑海洋牧场与三峡 300
兆瓦海上风电融合试验示范项目正在平稳

运行。海天之间，一座座风机矗立，叶片徐

徐转动，阵阵海风转化为“绿电”，点亮万家

灯火。这是山东首个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

融合试验示范项目，年发电量约 9.4 亿千瓦

时，节约标准煤约 29 万吨。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经济社会

全面绿色转型，能源是重点领域。山东省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胡薄介绍，

山东以构建现代能源体系为目标，加快建设

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五大清洁能源基

地，能源低碳转型高效推进。截至今年 3 月

底，山东全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规模达到 9728.1 万千瓦，占总装机量 45.1%。

一 组 对 比 数 据 ，展 现 山 东 经 济 发 展 向

“绿”而行——“十四五”前 3 年，山东的万元

GDP 能 耗 下 降 了 15.8%，经 济 年 均 增 长 6%
以上，以更少的能耗支撑了经济高速增长。

向“新”而行——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青岛莱西市，机器轰鸣间，一台台废旧

家电重获新生……这里是海尔智家再循环

互联工厂，每年可拆解废旧家电 200 万台，循

环新材料再生 3 万吨。海尔集团董事局主

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表示，公司以废旧家

电为切入点，构建“回收—拆解—再生—再

制造”的再循环产业体系，旨在促进再生资

源加工利用的规模化和规范化，探索绿色循

环经济发展新模式。

屏幕可以像卷轴一样卷起来的激光电

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 ULED X 电视……

走进位于青岛的海信视像科技公司，可以近

距离感受到显示技术的迭代更新。“我们运

用多种技术创新，不断进行横向品类的拓展

和纵向产业的延伸。”海信集团董事长贾少

谦表示，公司推动生产智能化、绿色化，寻求

行业增长新空间。

传统产业新模式，传统产业新产品，这

是青岛两家家电制造龙头企业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殊途同归。

拥有全部 41 个工业大类的山东省，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讲究“稳”和“变”。

稳，是因地制宜的稳扎稳打。今年，山

东提出“力争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52%左右”“力争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覆 盖 率 达 到

90%左右”“确保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

降 4%以上”三个数字目标——围绕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方向，山东一手抓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一手抓新兴产业、未来产

业，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以传统码头为基础，建成全球领先的顺

岸开放式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今年一季

度，山东港口日照港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6.7%，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15.3%，实现首

季开门红。从理念创新到技术创新，再到业

务创新，码头忙碌运转，航线四通八达，山东

港口日照港已发展成为“一带一路”新亚欧

大陆桥经济走廊重要节点、世界最年轻的 5
亿吨大港，吞吐量位居沿海港口全国第六

位、全球第七位。

变 ，是 先 立 后 破 的 创 新 之 道 。 今 年 开

始，山东实施新质生产力培育三年行动计

划，强化科技创新，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在集

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领域实施 100 项重大科

技创新项目；强化产业升级，抢抓推动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重大机遇，加

快构建 6 个传统产业、9 个优势产业、9 个新

兴 产 业 、7 个 未 来 产 业 组 成 的 现 代 化 工 业

体系。

向“融”而行——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智 能 水 肥 监 测 一 体 机 、智 能 巡 检 机 器

人、中医健康管理机器人……不久前，第七

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山东展厅展示了以

数字化融通各领域建设的生动实践。新一

代数字技术与农业、工业、服务业深度融合，

释放出强劲新动能。

智慧农田、智慧温室、智慧果园、智慧渔

场等智慧农业应用场景近千处，全省农业生

产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走进烟台“耕海 1号”

海洋牧场，智慧渔业、休闲渔业、科技研发、

科普教育融为一体。在这里，“可视、可测、

可控、可预警”的数智化现代海洋渔业产业

体系使得渔业养殖不再靠天吃饭，高效养殖

各类海水鱼超 50 万尾。

工业领域是产业数字化的主战场。山东

推动石化、钢铁等产业提档升级，产业数字

化、数字产业化成效显著。2023年，山东省数

实融合活力指数 90.4，位居全国第二。目前

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到

87.3%，29个平台入选国家特色专业型平台。

以 5G、千兆光网、算力中心等为代表的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承载底座。2023年，山东新基建扩量提质，深

入实施“双千兆”工程，行政村 5G 网络通达率

超过 85%，全省 16 市市区、县城城区、乡镇镇

区和省内海岸线实现 5G网络全覆盖。

“我们将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数据价值化、治理服务数字化，更好发挥数

字化驱动作用，赋能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山东省大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说。

山东省委书记林武表示，山东将坚定扛

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坚持因地制

宜、强化创新引领、做强产业支撑，加快建设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推动高质量发

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定好位、挑大梁

山东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本报记者 侯琳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