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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信息研究所了解到，农业

信息研究所 1日推出农业智能

知识服务产品，为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注入数智新动能。

农业智能知识服务产品

发布暨国家农业图书馆平谷

服务站启用仪式 1日在北京市

平谷区举办。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信息研究所联合相关

部门推出农业智能知识服务

平台、农业知识大模型，启用

国家农业图书馆平谷服务站。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说，

农业智能知识服务平台和农业

知识大模型的发布，标志着我

国在农业智能化道路上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新一代数智技术

正在为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现

代化注入强大科技动力，赋能

农业科技创新跨越式发展。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叶玉江说，中国农科院将积极

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机遇，

不断深化农业科技创新与服

务体系建设，推动农业产学研

的智能化转型与升级，共绘农

业智能化的新蓝图。

据了解，农业智能知识服

务 平 台 对 县 域 数 据 、农 业 专

家、农业动态、政策法规、农业

文献、行业报告、农业专利、科

研机构、农业百科、生产数据

等 20余类 10亿多条模态数据

进行了融汇处理，以农业经营

主体智能化信息需求为导向，

面向农业农村提供多场景服

务。 据新华社

中国农科院信息所发布
农业智能知识服务产品

□ 本报记者 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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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中阳县弓阳村“啤酒音乐节”拉开帷幕。

沁人心脾的啤酒香、令人垂涎的美食香气伴着欢快的

音乐，人群熙熙攘攘，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交织出一幅

热情四溢的夏夜消费图景。

“乐爽在中阳”暑期乡村文化旅游月活动启动以

来，不同形式、不同主题的活动，为周边居民和游客带

来不一样的夏日体验，带动了不一样的夏夜经济。

活动现场的市集上汇集啤酒屋、特色美食摊位，带

给消费者舌尖上的盛宴。晶莹剔透的啤酒杯在灯光下

闪烁，杯中泛起细腻的泡沫，吸引着游客驻足品尝。华

灯初上，不少人手持啤酒杯，或三五成群，或自斟自饮，

很是惬意。 记者 阮兴时 摄

酒香四溢酒香四溢，，繁荣城市夜经济繁荣城市夜经济

有这样一则数据：川渝两地汽车产业链协

同配套能力已达 80%以上。通俗地说就是，川

渝协同，可以完成一辆汽车的 80%。重庆整车

发展优势明显，四川产业链优势突出，川渝优

势互补，同奏汽车产业“交响曲”，“重庆造”“四

川造”融合成“川渝造”，携手冲刺“世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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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优势互补

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优势互补、各展其长”，

要求“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

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

握优势互补的辩证法。

做到优势互补，前提是找准自身的特色优

势。陕西延安从自然和气候条件出发，发展苹

果产业，打响苹果品牌，小小苹果化身致富果、

幸福果；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立足“茶乡竹海”

等优势，让惠明茶变“惠民”茶，高山果蔬、中药

材“闯出”大山……找准特色、认清“本位”，搞清

楚哪些资源是“人无我有”的，这是锻造优势的

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

发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作为主攻方向”，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座谈会上指出“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各地资源禀赋各不相同，

必须从实际出发，“有多少汤泡多少馍”。摸清

家底的同时，还要善于因时因势重新审视本地

资源。新的市场环境、新的技术条件和新的营销手段，都可能

给盘活资源带来新的契机。

优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准确“定位”。横向看，要和别人

比，找出基础优势；纵向看，就要和自己比，多考虑如何转型升

级，做到“人有我优”。黑龙江大庆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曾因

油而生、因油而兴，丰富的油气资源是基础优势。而今，大庆

油田推进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建设，把新能源业务并入主

业发展，推动“风光气储氢”一体化模式初具规模。资源优势

要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就要应时而变，做好新旧动能高效转

换、平稳过渡，汇聚新质生产力势能，形成高质量发展动力。

做到优势互补，关键是要有“高站位”，在大局下思考，在全

局中行动。曾经经济相对落后、产业基础薄弱、科技人才匮乏

的贵州为什么能率先擦亮大数据名片？除了气候凉爽、地质稳

定、电力资源充足等因素，正是把一地优势放在国家发展大局

大势中考量，才把“换道超车”的契机变为发展现实。由此可见，

具备“从全局谋划一域”的高度，才能提高谋划的科学性、系统

性、预见性，抓住历史机遇，拓展发展空间；具有“以一域服务全

局”的担当，才能为发展注入强大动能，成为增长极、新高地。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把握区域差异，用好

优势互补的辩证法，既补各自的短板，又锻造共同的长板，

把发展落差的势能变成协同发展的动能，各地定能不断书

写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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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召开的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

准 化 部（ITUT）第 15 研 究 组

（SG15）国际标准会议上，国网

山西省电力公司代表团提交

的 ITU-T L.391《室外设施的

监测系统》标准提案经相关国

家多位国际评委多轮质询后，

获批通过、成功立项。这是省

电力公司首个 ITU-T 国际标

准获批立项，标志着省电力公

司在室外设施监测方面的研

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获得国际

广泛认可。

近年来，雨雪冰冻灾害等

极端天气频发，对电力系统的

设施造成很大损害，影响了电

力和通信的正常运行。在此背

景下，极端天气下的室外设施

监测尤为重要。利用新兴技术

高效支撑自然灾害预警逐渐成

为新趋势，但相关技术在国际

上缺少统一标准。省电力公司

依托电力自然灾害预警及分布

式光纤等相关技术的多年累积

经验，提出《室外设施的监测系

统》国际标准提案。该提案基

于先进的分布式光纤传感技

术，利用光纤作为传感器，监测

电力设备的状态和周围环境变

化，如振动监测、温度监测、实

时预警等。同时开展监控系统

配置架构研究以适应分布式光

纤传感技术，提升实时监测和

数据传输能力，使电力公司能

够迅速响应异常情况，减少故

障影响。

国际评审专家对 L.391标

准提案内容给予充分肯定与

支持，一致认为该标准提案紧

密贴合各国现实实际，新增近

年来频发的极端天气影响及

相关成熟技术支持，具有极强

的指导作用，能够为相关领域

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和规范。

据《山西日报》

山西电力牵头首个
ITU国际标准成功立项

图为活动现场。

绿色未来，正向吕梁热情招手
——我市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坚定有力

吕梁，作为资源丰富的能源大市，肩负着

能源革命与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使命。回

首 2023 年，从“藏煤于智”到“驭碳于技”，从

“氢”启未来到节能减排，能源产业转型的“快

进键”已然按下，绿色低碳成为发展主色调。

如今，全市含煤面积达 54.3%，煤炭储量

达 420.7 亿吨，占全省 15.2%，贡献地区生产

总值的 44.4%。这些醒目的数字，展现着能

源发展的蓬勃生机与活力，也印证了吕梁能

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坚定步伐。

抢抓机遇，顺势而为。吕梁深入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

全新战略，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高度重视能源革命工作。以“双碳”目标为引

领，深挖资源优势，加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在能源转型、能源革命、能

源发展领域持续解放思想、寻求突破，能源生

产及利用方式大幅变革，能源革命综合改革

试点工作成果显著，成功探索出一条契合吕

梁实际、独具吕梁特色的绿色转型大道。

突出智能引领，推动传统能源降
能增效

作为吕梁的支柱产业，如何实现安全、高

效、绿色开采，是吕梁能源革命的首解之题；

如何既打破一“煤”独大的单一产业结构，又

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成为我市能源转型

发展的关键。

走进山西柳林煤矿有限公司的主通风机

控制室，记者了解到，以往工人需要每天不定

时到现场巡检，如今只需坐在电脑前，主通风

机的运行状况便一目了然。

矿井通风系统作为井下生产作业各环节

的重要保障，对井下新鲜空气的供给、有害气

体和粉尘的冲淡以及井下气候的调节起着关

键作用。经过智能化改造，该系统实现了在

线监控调度、远程控制启停以及一键倒机等

功能。

“比如井下主煤流运输系统，通过对井下

皮带运输煤量的实时监测，实时调节设备功

率，与传统生产工艺相比，可节约能耗 15%左

右。”山西柳林煤矿有限公司机电副矿长刘计

平介绍说。

据悉，通风系统只是煤矿智能化改造的

一个方面。今年以来，山西柳林煤矿有限公

司基于自身地质条件和工程基础，投资 1.8亿

元 ，围 绕“5G＋ 工 业 互 联 网 ”，全 面 完 成 了

“采、掘、机、运、通”等各系统的信息化智能化

建设，大幅减少了生产一线作业人员数量，显

著降低了开采成本，提高了开采效率，确保了

煤矿的高效、安全生产。

“如果把通风系统比作矿井的‘呼吸道’，

那这里就是矿井的‘大脑’，所有信息汇聚于

此并进行统一集中处理。”来到智能化集控中

心，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道。在集控中心

的电子显示屏上，可以实时看到井下工作的

各类数据，工作人员能够精准地进行决策和

操作，实现了安全生产全过程集中管控、经营

管理全流程信息协同。

“智能化系统已帮助中央配电房、瓦斯抽

放泵站、主通风机房等众多岗位实现了机械

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山西柳林

煤矿有限公司矿长冯德志说，综采工作面人

员配置从原来的 25人减为 12人；提人系统也

从原来每天需安排 15人开车，减为每天只需

安排 3 人进行巡检。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方

面，水、火、瓦斯、煤层等各个系统通过综合管

控平台传输数据进行分析，对各类隐患风险

及时发现并处理，已达到“减人、增安、提效”

的良好效果。

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

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传统煤炭行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市制定《吕梁市煤矿智能

化建设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年）》，推动

煤炭产业和数字技术一体化融合发展。截至

今年 6月，全市累计建成 23座智能化矿井，煤

炭行业在实现“减人、增安、提效”的基础上，正

在逐步打通“信息孤岛”，形成“数据矿山”。

突显绿色理念，推进能源结构深
度优化

伴随着“氢”风劲吹，为我市能源转型发

展赋予了全新的思路，成为我市转型发展的

强大新引擎。历经数年的砥砺发展，如今我

市已然“氢装上阵”，逐步达成了从“破题开

局”至“全面开花”的惊艳蝶变，稳稳占据了打

造氢能产业高地的“天时、地利、人和”。

——在制氢方面，全市已形成焦炉煤气

制氢能力 7.5万吨，纯度达到 99.9999%，既能

为氢燃料电池提供清洁能源，也能用于电子

工业、精细化工等高端产业。

——在加氢站建设方面，现已建成 12座加

氢站，为全市500辆氢燃料车提供加氢服务。

——在氢燃料电池汽车方面，鹏飞集团

已整合东风特种汽车公司，掌握了商用车制

造的全资质；与上海氢晨、上海鲲华、浙江蓝

能等公司合作建设电堆、燃料电池系统、储氢

瓶组生产线。

——在氢能汽车应用场景方面，2023 年

5月，孝义鹏飞集团自主生产的 3辆氢能通勤

客车和 1 辆中巴车，以及与徐工集团合作生

产的全国首辆 6 吨氢能装载机投入示范运

行，为氢能源应用探索出又一条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据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

坛发布的山西省 2023 年氢能产业发展指数

显示，吕梁氢能产业发展综合指数 376.76，位

列全省第一，在氢能资源、加氢站建设、氢燃

料电池汽车推广、政策力度、氢能产业链等单

项指数方面均领跑全省，实现了产业“链式”

突破、“群式”提升。

近年来，我市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

立足焦炉煤气制氢的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和应

用场景优势，坚持把氢能产业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抢抓先机、将氢能产业作为推动

能源结构变革、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

按照“一体两翼、三港四链”发展思路，积极发

力“煤”“氢”互动，围绕工业废气制氢、非常规

天然气制氢、电解水制氢等多路径布局重大项

目，加快构建制、储、运、加以及氢能应用完整

产业链，着力打造北方氢能产业基地。

“氢能产业作为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的

典型代表，势头正劲、前景可期。孝义市坚持

把氢能产业作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攻

方向，要举全市之力、汇各方之智推动氢能产

业高质量发展。”孝义市市长郭清智说。

突出低碳导向，引领时代奔赴绿
色未来

零碳出行，氢启未来。3月 31日，吕梁市

区首批 5 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在 310 线路投

用试点运行，这些氢燃料公交车宽敞舒适、行

驶平稳，无污染、零排放。

310 氢能公交示范线始发站为客运总站

（南），终点站为五里铺廉租房，全长 24 公

里。走进车厢，人性化的座椅布局、平坦的地

板区域以及宽敞的站立空间，都为乘客提供

了更加舒适的乘车环境，而车辆配备的 360
度环视系统，更是让转弯和倒车时的安全性

得到了极大提升。

“这个氢能源汽车加的是氢，排出来的是

水，没有废气，比较环保，对于城市空气质量

有很大改善。”市民许亚辉首次体验时说。

“我们将持续加大氢能源公交车的投入

力度，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生态的现代

化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为建设吕梁魅力氢都

贡献公交力量。”吕梁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党总

支书记、董事长李星星说。

从冬冷夏热的普通客车到冷暖相宜的空

调车，从一路呛鼻的柴油车到绿色环保的新

能源车，从单一的城区公交线路到密织的公

交网，从上车买票到如今的免费乘车……

近几年，我市的公交车正悄然经历着显

著的变化。线路持续得以优化，服务效能节

节攀升，公交车已然成为城市中一道流动的

靓丽风景线。如今，公交车与出租车皆为清

洁能源汽车。我市大力施行公交优先战略，

推行市区城市公交车全民免费乘坐的惠民举

措。正因如此，公交车逐步成为人们出行时

的首选方式。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近年来，吕梁秉持

坚决的态度，施行有力的举措，坚定不移地朝

着绿色未来奋勇迈进。于传统能源产业绿色

转型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到，蓝天白

云已不再是难得一见的“限量版”或遥不可及

的“奢侈品”。美丽与发展相得益彰，“颜值”

与“产值”并驾齐驱，城市绿色发展的底色愈

发璀璨夺目，共同描绘出一幅全新的宏伟美

好画卷。

截至202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