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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河北省平泉市黄

土梁子镇龙潭社区，村民薛

凤 东 的 食 用 菌 基 料 生 产 基

地 忙 碌 起 来 。 趁 着 早 上 凉

快些，基地工作人员把一节

节树干、农作物秸秆分别投

入不同的粉碎设备，粉碎装

袋后作为香菇基质。

龙 潭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张立强介绍，当地采用“林

业三废”（采伐剩余物、造材

剩 余 物、加 工 剩 余 物）以 及

农作物秸秆作原料生产食用

菌，生态效益转换率达 1∶1
以上。在生产基质中，3 年

轮 换 平 茬 的 刺 槐 是 重 要 原

料，配比占 20%左右。“我们

在 荒 山 上 栽 植 刺 槐 1 万 多

亩，刺槐树枝是食用菌产业

的 重 要 辅 材 。”张 立 强 说 ，

“全社区年产食用菌 7000 多

吨，总收入 1200 多万元。”

七山一水二分田，平泉

是个典型山区农业市，共有

林地 298.6 万亩，其中，刺槐

面积共 65 万亩。“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植树造林来

说，要兼顾绿色和发展，才能取得最大的效益。”平

泉市市长何会岭说。

平泉市与河北农业大学等多家院校合作，搭

建科创平台，培育 300 多名技术人员，先后建成刺

槐、农作物秸秆等 6 条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其中，

食用菌产业链年产值 82 亿元，带动周边县市农户

共 17.3 万户。

除了食用菌产业链，山杏也是当地重点打造

的产业链。杏林春晓承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设

超临界苦杏仁萃取生产线，每颗杏仁利用率达

95%左右。该市共有 67 万亩山杏，通过种植、深加

工等，开发出杏仁饮品、杏仁药品和活性炭环保产

品等 30 余种山杏产品。在当地形成年交易额近

10 亿元的市场，带动全市 2.5 万余户农户增收。

荒山变青山，青山变金山。随着平泉市不断

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让生态优势不断

转化为发展优势，目前全市已形成年产值达百亿

元的生态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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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21日电 （记者王昊男）

21 日上午，2024 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

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本届大会

以“共育新质生产力 共享智能新未来”为

主题，将聚焦前沿技术、产业动向和创新成

果，举行持续 3 天的主论坛及 26 场专题论

坛，同期还将举办 2024 世界机器人博览会

和 2024 世界机器人大赛。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突出技术创新与

应用成效，共有 169 家企业 600 余件创新产

品参展，其中首发新品 60 余款，27 款人形

机器人集中亮相。大赛方面，四大赛事共

吸引 10 余个国家的 7000 余支队伍、1.3 万余

名选手现场竞技。

开幕式上，举行了“机器人大世界”揭

牌仪式。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展厅共有机器人+
制造业、机器人+医疗健康、机器人+人工

智能等九大“机器人+”场景。

北京市副市长靳伟表示，机器人是实

现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先导性

产业之一。去年，北京机器人产业总收入

超 200 亿元，企业数量超 400 家，其中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 50 家。当前，机器人产

业已进入新一轮变革机遇期，驱动人类社

会加速进入智能时代。北京将坚持产品创

新和场景示范双驱动、产业协同和生态优

化共联动，全力打造全球机器人产业高地。

下图：工作人员在 2024 世界机器人大

会上与人形机器人跑步。

陈晓根摄（影像中国）

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

本版责编：沈 寅 吕钟正 韩春瑶

本报北京 8月 21日电 （记者谷业凯）记者从中国商飞

公司获悉：21 日，中国商飞公司一架 ARJ21 飞机从四川成

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经过 50 分钟的飞行，顺利抵达四川

阿坝红原机场，标志着为期一个多月的 ARJ21 飞机“环青

藏高原”演示飞行正式启动。

根据安排，在此次演示飞行期间，ARJ21 飞机将以四川

成都、西藏拉萨和青海西宁为运行基地，飞抵四川、西藏、甘

肃和青海的多座高高原机场，充分验证 ARJ21 飞机对高高

原机场和高高原航线的适应性、机场地面服务设备的适配

性和特殊飞行程序的适用性，更好、更全面地满足高海拔地

区运营要求。

根据中国民航局规定，海拔高度在 2438 米及以上的机

场为高高原机场。我国共有 25 座高高原机场。高原地区

空气稀薄、地形复杂、气象多变，对飞机性能、机组人员资质

和运行保障能力要求极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高原地区民航运输

需求逐步增加，对适应高高原机场和航线的飞机的需求也

日益增加。此次“环青藏高原”演示飞行将进一步验证飞机

高原运行性能，为国产商用飞机开通更多高高原航线、加快

“边疆快线”发展奠定基础。

ARJ21开启“环青藏高原”演示飞行

“ 甜 蜜 瓜 ，甜 到 心 ！”大 棚

里 ，藤 蔓 健 壮 挺 拔 ，村 民 们 细

致 地 修 剪 、疏 枝 ，今 年 的 蜜 瓜

有望卖个好价；“无人化，效率

高！”上百头奶牛，依靠智能项

圈 、推 料 机 器 人 等 ，完 成 自 动

化 挤 奶 仅 需 20 分 钟 …… 走 进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

农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图 景 正 在

展现。

近年来，宁夏发挥科技和

改革的驱动作用，通过适度规

模经营等方式，进一步增强农

业发展活力。

隆隆声不绝于耳，一人来

高的车轮缓缓碾过土地，农机

在田间作业，驾驶舱却空无一

人 。 此 时 的“ 农 机 手 ”，正 坐

在 5 公 里 外 的 市 区 服 务 站 监

控室，通过电脑进行远程智能

操控。

这 里 是 灵 武 市 马 家 滩 镇

西 三 村 的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现

场，该市鑫旺农业社会化综合

服 务 站 通 过 遥 控 传 感 、5G 通

信和信息化集成等技术，在田

间 耕 种 、管 护 、收 割 等 环 节 实

现无人化。

“无人化农业实现了标准

化 、高 质 量 的 大 规 模 机 械 作

业 。 每 台 农 机 的 作 业 状 态 会

实时传输到系统，我们可以随

时看到完成的作业量、田间的

气 温 等 各 项 数 据 。”服 务 站 负

责人王海刚介绍。目前，该服

务站托管了近 4 万亩农田，小

麦、玉米等亩产均比以往增加

不少。

宁夏农业向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迈进，离不开背后

的一大批农业专业人才队伍。

“授粉的时候，棚内湿度可要盯紧。”走进中卫市中宁县

舟塔乡康滩村，蔬菜大棚里，20 多名村民摇着蒲扇，聚精会

神听着魏燕现场讲授如何提高西红柿产量。

魏燕刚从县城的农技培训班学习归来，作为村里有名

的蔬菜种植大户，去年，她被县里聘为本村的“科技特派

员”，既为周边群众提供技术指导，又定期到县里学习新的

农技成果。

这样的农技“二传手”，在宁夏已经超过 14 万人。“农业

科技不能只躺在实验室，要下沉到田间地头，服务农业生

产。”宁夏科技厅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宁夏村村都已

有多名“科技特派员”。

近年来，宁夏把产业领军人才、农业专业人员和“乡土

人才”当作帮带对象，针对性进行指导，农科院专家入驻农

业高新企业、特色产业乡镇等任首席专家，同时鼓励“田间

教学”，确保每村都有 5—10 名产业发展急需的“田秀才”

“土专家”，这为乡村实现科技振兴，打造了一支能干、能学、

能教的人才队伍。

在不断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同时，宁夏改革农

业生产经营方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业发展动能。

“ 水 稻 200 亩 ，主 要 在 东 面 这 块 地 。 西 面 是 玉 米 450
亩。”祁伟拿着手机大小的测量仪，蹲在田坎上核对播种区

域，“土地流转后，同一类作物可以规模化种植，效益提升一

大截。”

祁伟是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司家桥村村民。5 年前，

他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了 650 亩耕地，成为远近闻名

的种粮大户。

“别看咱们村的土地连成片，但是你家三亩、我家五亩

的一划分，大片的土地都‘化整为零’了。”祁伟介绍，村民们

分散种粮，种植的时段、品种、模式等无法统一，农业机械很

难充分发挥效用。“流转连成片后，新型收割机一上午就能

收完 200 亩水稻，放在以前很难实现。”他说。

“这些年家里 3 亩地没精力打理，正好流转出去，每年

还能收入两三千元。”村民贾秀梅表示，家里闲置的农田以

流转的形式入股合作社，不仅有保底流转费，而且还能在年

底参与分红。

目前，司家桥村种植水稻 1300 亩，其中 550 亩流转集中

到两家专业合作社。“根据实际，按需流转。”司家桥村驻村

第一书记杨波介绍，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实现粮食种植的适

度规模经营，不仅使闲置、抛荒的土地得到有效利用，促进

了农民增收，而且提升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水平，增强了

乡村发展动能。

为保障适度规模经营有序发展，宁夏近年来先后印发

关于土地流转的多个政策文件，从管理制度、示范合同等方

面构建起流转监管体系，并搭建了市、县、乡、村四级流转交

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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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中国 3A（高成本、高体量、高质

量）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全球同步上线，

在全球知名游戏平台同时在线人数最高超

220 万，该纪录在平台排名全球第二。此前，

该市场主要为国外游戏公司占据。

同 时 ，相 关 话 题 登 上 社 交 平 台 热 搜 榜

单。由于游戏众多场景取景于山西，“山西旅

游”等多个词条冲上网络热搜。山西省文化

和旅游厅官方账号发布的多条“跟着游戏游

古建”视频，引发众多关注。

“太漂亮了！”在山西晋城玉皇庙景区，最

近迎来了许多专程赶来的游客，望着栩栩如

生的元代彩色雕塑，发出阵阵惊叹。他们不

少都是跟着热门游戏《黑神话：悟空》，来实地

打卡游戏中的名场景。

实际上，这场虚拟与现实的“双向奔赴”

早在 2022 年就已开始。

从几年前游戏宣传片首发，山西省文化

和旅游厅就与游戏创作方对接，关于如何结

合游戏精美场景更好宣传山西文旅达成意

向。目前，不止于对热点的跟随，山西正在全

力接住这波文旅产业的巨大流量，通过服务、

业态各方面的创新，努力让“悟空效应”变成

长效流量。

在《黑神话：悟空》中，取景于玉皇庙雕塑

的场景一出现，就吸引不少游戏玩家关注。

每一尊彩塑都独具特色：有的威武雄壮，有的

温婉动人，有的神秘莫测。游戏中尤为显眼

的一尊雕塑，取景于玉皇庙的“亢金龙”，头发

冲天飞起，面部圆润丰满，怒目而视，紧咬牙

关，服饰与神态刻画得极为细腻。

来自广东的小学美术教师黎润航，一踏

入玉皇庙的大门便被震撼。“因为《黑神话：悟

空》，我才关注到晋城玉皇庙，趁暑假特意赶

来一看。果然名不虚传！让我对传统文化有

了新的认识。”黎润航说，回去后打算向孩子

们推出专题课程，让他们深入了解底蕴深厚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游戏公开测试和宣发带来的流量已经

开始显现。今年暑期，晋城玉皇庙景区游客

数量创历史新高，半年内游客超过 5 万人次，

有约 40%的游客是通过游戏知道景区的。”玉

皇庙彩塑壁画博物馆馆长尹振兴说。

“《黑神话：悟空》以《西游记》为背景设

定，山西凭借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古迹，在众多

地区中脱颖而出，成为目前游戏中出镜率最

高的省份。”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

处处长张晴介绍，该游戏在国内有 36
个取景地，其中 27 个来自山西。

游戏中大量场景，包括古刹、古塔、牌楼、石

窟、石刻、雕塑，绝大部分都是主创人员从山

西古建实景复刻或由动画师建模而来，十分

生动逼真。

“可 以 说 ，玩 游 戏 的 过 程 也 是 领 略 山 西

古建艺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张

晴介绍，山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达 53875 处，

其中古建筑就有 28027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531 处。其中元代及元以前木构古建

筑 500 余处。

“现在就想去山西旅游了！”

“去山西看古建！”

…………

游戏的热度，让许多玩家对山西的历史

文化与古建筑产生了向往之情，还有网友建

议“把这些景点做成一条旅游专线”。

张晴介绍，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游戏

上线当天，山西旅游热度迅速攀升，其中玉皇

庙、崇福寺、小西天、铁佛寺、双林寺、应县木

塔、鹳雀楼等游戏取景地热度纷纷飙升，网友

“跟着悟空游山西”的意愿很强烈。

对 于 网 友 们 的 呼 吁 ，山 西 省 文 化 和 旅

游厅也已经计划出台一系列带动旅游发展

的措施。

8 月 22 日，2024 数字文旅品牌创新大会

将在太原举办。开幕式上，“跟着悟空游山

西”活动将正式启动。山西将发布“跟着悟空

游山西”线路及周边文创和活动，还会邀请网

络博主线下探索打卡山西，邀请游客参与内

容创作赢取免费文创衍生产品。

同时，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台鼓励政策，

对文化类、访古类、旅行类、游戏类博主，欢迎创

作《黑神话：悟空》与山西古建相关内容，符合要

求的可以享受有关部门的奖励支持。

“近几年，山西文旅一直在聚力新媒体营

销，找准流量密码，推出‘重走梁林路’等图

文、视频专题营销，山西好风光受到越来越多

网友关注。”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要负责人

说，山西将进一步做强旅游经济，提升市场和

消费活力，提升保障能力，优化软硬件服务配

套，打响“旅游满意在山西”品牌。

图①：应县木塔吸引众多游客参观。

山西省朔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游客在永济市鹳雀楼景区游玩。

金玉敏摄（人民视觉）

图③：游客在晋城市玉皇庙参观。

张全军摄（人民视觉）

图④：临汾市隰县小西天景区。

亚 明摄（人民视觉）

《黑神话：悟空》全球热销，36个取景地中27个来自山西

国产游戏提升山西文旅热度
玩游戏的过程也是领略山西古建艺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

本报记者 郑洋洋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本期统筹：吕钟正 石子萱

版式设计：张芳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