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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型储能，材料原料技术要由自己掌控
——— 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材料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叶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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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8月，菏泽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768 . 6吨

打个“飞的”，鲜切牡丹数小时通达全国
  □ 本 报 记 者 蒋鑫
    本报通讯员 新振 海波 禄耀

  “现在，可以从菏泽机场直飞海口，
省去了不少时间。”8月31日15时许，在菏
泽机场候机厅内，来自成武县的郭丽正等
待登机。半小时后，她乘坐JD5266航班前
往海口。
  “以前没有机场的时候，坐飞机只能
到邻近的济宁或河南郑州，有时还需要飞
到其他城市中转，从菏泽到海口差不多需
要一天时间。现在不到3个小时，就能从菏
泽直飞海口。”郭丽说。
  菏泽机场自2021年通航运营以来，已
累计开通航线30条，通达国内30座主要城
市。随着机场航线网络的日益丰富，菏泽
机场旅客量不断刷新纪录。
  “通过调研拟开航城市人口流动、经

济交往、文旅产业等优势，菏泽机场紧盯
长三角、珠三角及西南地区主要城市航
线，架起菏泽与外界交流的‘空中桥
梁’。”菏泽机场市场发展部副部长樊庆
告诉记者，今年1至7月，菏泽机场完成旅
客吞吐量55 . 8万人次，同比增长30 . 3%，增
长幅度在华东地区47家机场中位居第四。
  今年4月牡丹节会期间，游客陈旭阳第
一次踏入“牡丹之都”。“看到菏泽牡丹
视频后就被吸引了，马上订了深圳到菏泽
的机票，2个多小时就到了。”除了“奔
现”赏花，陈旭阳还逛了郓城好汉城、游
了曹州古城、喝了单县羊肉汤、吃了东明
粉肚、穿了曹县汉服……行程安排得满满
当当。
  菏泽机场航空货运数据纪录也在不断
刷新。去年10月26日，装载着819公斤中国
邮政航空邮件的CZ3126航班从菏泽机场顺

利起飞，标志着菏泽机场正式开通了航空
货邮运输业务。今年1—8月，菏泽机场完
成货邮吞吐量768 . 6吨。
  “以前给客户发货，只能选择前往周
边江苏徐州、河南郑州的机场，现在菏泽
机场开通了货邮运输业务，新鲜蔬菜办理
完手续后，不到3个小时便可‘飞’抵客户
手中，实现了菏泽本地时令菜从产区到销
区的‘夕发朝至’，保证了蔬菜的品质。”
盛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陶永战说。
  航空运输的优势在于时效、稳定和安
全。“为确保蔬菜、水果、肉类等鲜活农
副产品安全准时到达客户手中，机场优化
了手续办理流程，开设‘绿色通道’，实
行预约查验制度，实现了货物随到随验，
最大限度压缩了装运时间。”菏泽机场运
输服务部货运保障室副主管周晗介绍，菏
泽机场联合中国邮政和顺丰速运，利用航

班腹舱运输资源，为时令蔬菜、新鲜牛
肉、催熟牡丹、汉服特色产品以及电商快
递、电子配件等走出产地走向全国，提供
了一条高效稳定的空中物流通道，实现了
产品数小时通达全国的速递服务。今年以
来，菏泽机场已保障150余吨本地新鲜蔬
菜、牛肉、牛肠销往深圳、重庆、成都市
场。牡丹节会期间，20余万枝芍药鲜切花
也顺利“坐”上飞机，发往广州、深圳、
成都、杭州等城市。
  目前，菏泽机场海关监管场所项目已
进入落地实施阶段，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项目建成后，本地人发制品、高端宠物食
品等进出口商品可在菏泽完成清、报关服
务，将为菏泽机场二期申请口岸机场奠定
良好基础，对菏泽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推
进跨境电商发展、做大做强国际贸易发挥
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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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

华能德州电厂高效热电

联产项目加快推进

（上接第一版）中方愿同非方商签共同发展经
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
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第三，产业链合作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
方打造产业合作增长圈，着力建设中非经贸深
度合作先行区，启动“非洲中小企业赋能计
划”。共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建设20 个
数字示范项目。
　　第四，互联互通伙伴行动。中方愿在非洲
实施30 个基础设施联通项目，携手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陆海联动、协同发展
的中非互联互通网络。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建设提供帮助，深化物流和金融合作，助力非
洲跨区域发展。
　　第五，发展合作伙伴行动。中方愿和非方
共同发表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内深化合作的联
合声明，实施1000 个“小而美”民生项目。注
资中国－世界银行伙伴关系基金。支持举办
2026 年青奥会和2027 年非洲杯，促进发展成果
更好惠及中非人民。
　　第六，卫生健康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
成立中非医院联盟，共建联合医学中心。向非
洲派遣2000 名医疗队员，实施20 个医疗卫生和

抗疟项目，推动中国企业投资药品生产，继续对
非洲遭遇的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非洲
疾控中心建设，提升非洲各国公共卫生能力。
　　第七，兴农惠民伙伴行动。中方将向非洲
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建设10万亩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派遣500 名农业专家，建
设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实施500 个公益项
目。鼓励中非企业“双向奔赴”投资创业，为
非洲创造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
　　第八，人文交流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
深入推进“未来非洲职业教育”计划，共建工
程技术学院，建设10 个“鲁班工坊”。重点面
向非洲妇女和青年，提供6 万个研修名额。共
同实施中非“文化丝路”计划和“广电视听创
新合作计划”。将2026 年确定为“中非人文交
流年”。
　　第九，绿色发展伙伴行动。中方愿在非洲
实施30 个清洁能源项目，建设气象早期预警业
务平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合作。设立中非和平利用核技术论坛，开展卫
星遥感、月球和深空探测合作，助力非洲实现
绿色发展。
　　第十，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中方愿同非方

建立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伙伴关系，为非方培训
6000 名军队人才和1000 名警务执法人员，邀请
500 名青年军官访华。开展中非军队联演联训、
联合巡航，实施“助力非洲摆脱雷患行动”，
共同维护人员和项目安全。
　　为推动“十大伙伴行动”实施，中国政府
愿为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强有力支持。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
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作出系统部署。这将进一步深刻改变中国，
也必将为非洲国家、为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提
供新机遇、注入新动能。非洲有句谚语“同路
人才是真朋友”。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一国都不能掉队。让我们凝聚起28 亿多中
非人民的磅礴力量，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同
行，以中非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绘就
人类发展史上崭新画卷，共同推动世界走向和
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总统法
耶，非盟轮值主席国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
尼，非洲次区域代表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刚果
（布）总统萨苏、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坦桑
尼亚总统哈桑，峰会特邀嘉宾、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也在开幕式
致辞。
　　非方领导人感谢中方主办此次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高度评价非中深厚传统友谊和中
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特别是2018 年北京峰会以
来取得的积极成果，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
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他们
表示，中非合作论坛不仅是促进非中伙伴关系
发展的有效平台，也已经成为引领南南合作的
光辉典范。论坛合作基于友谊、尊重和互利共
赢，中国对非合作不带任何政治附加条件，极
大促进了非洲国家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发展。
在当前复杂动荡国际形势下，深化对华合作更
加成为非洲国家实现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的希望。非中理念相近。非方高度赞赏并完全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
要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愿同中方
共同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支持各国探索符合
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坚定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
作的一切努力，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借台湾、人
权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非方祝贺中国共产党

二十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相信中国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为包括非洲
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非方
愿同中方继续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非友
好合作精神，积极落实此次峰会成果，携手推
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
中命运共同体，共同迈向和平、安全、繁荣、
进步的光明前景。
　　峰会通过《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
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行动计划（2025－2027 ）》。
　　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国国家元首、政府
首脑、代表团团长及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等
中外各界人士3200余人出席开幕式。
　　尹力、李书磊、何立峰、王小洪等出席。
　　王毅主持开幕式。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 2000 年，目前有中
国、 53 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
共55 个成员。本次峰会主题为“携手推进现代
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开幕式后
还将举行主题分别为治国理政、工业化和农业
现代化、和平安全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4
场高级别会议。

  □ 本 报 记 者 刘一颖
    本报通讯员 屈庆硕

  “我很珍视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
这不仅仅是人民授予的荣誉，更是人民
给予的沉甸甸的信任。”第一届全国人
大代表、今年89岁的郎咸芬说。
  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
  1956 年 6 月，中南海怀仁堂，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小郎，我看过你的演出，我没想到山
东有这么好的剧种。你们的演出非常
好，希望你们继续努力，要好好把这个
剧种发展起来。”会议间隙，周恩来总
理走到郎咸芬的座位旁，与她亲切
交流。
  周总理口中的“演出”，是吕剧
《李二嫂改嫁》，饰演“李二嫂”的正
是郎咸芬。
  1955 年，郎咸芬增补为第一届全国
人大代表。 1956 年，她出席了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同年
11 月中旬至 1957 年初，她作为全国人
大第一次派出国外访问的代表团成员，
出访东欧六国。此后，她还当选为第
二、三、四、五、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五至九届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三八红旗手。
  郎咸芬主演的《李二嫂改嫁》是吕剧里程碑式的作品。 1954
年9月，《李二嫂改嫁》参加华东六省一市汇演，一炮打响，包
揽了导演、舞美、剧本等的全部奖项，郎咸芬获得最佳表演奖。
从1952 年到21 世纪初期，郎咸芬凭借《李二嫂改嫁》中的李二
嫂、《苦菜花》中的冯大娘、《蔡文姬》中的蔡文姬、《梨花
狱》中的武则天等一个个鲜活的角色，成为杰出的吕剧带头人。
1998 年，她凭借作品《苦菜花》获第八届“文华表演奖”，并于
2007 年被山东省委、省政府授予“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2017
年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称号。
  “要练惊人艺，须下苦功夫”，这是郎咸芬对自己的要求。
同样一个动作，她会不断打磨、练习，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据她
的老同事回忆，深夜时分，时常被宿舍外的声音吵醒，朝窗外一
看，腰上拴着条粗绳的郎咸芬正苦练拉碌碡。
  《李二嫂改嫁》的成功，还得益于郎咸芬3个月的农村生活
体验——— 与村中寡妇刘大嫂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令她更加坚信，
唯有进行深入扎实的生活体验，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这
也是她长期坚持的艺术实践。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山东吕剧的传承人，郎咸芬
一直将传承、保护和发展吕剧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振兴吕剧，
离不开人才培养。她培养的众多吕剧优秀人才，大多已成为各地
吕剧院团的骨干力量，其中，高静、李萍、胡静华、吕淑娥等已
成为国家一级演员。
  除了吕剧传承人坚定的内驱力，国家的支持也让吕剧不断焕
发新的光彩。 2023 年，国家艺术基金设立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
目——— 《吕剧“郎派”艺术青年表演人才培训》，旨在做好吕剧
“郎派”艺术传承发展，培养一批既懂吕剧文化、又能传承发展
吕剧“郎派”艺术的创新、复合表演艺术人才，这对于振兴山东
地方戏曲发展、加快文化强省建设有重要意义。
  “要感谢党和人民的培养，要用感恩的心倾情回报，只要还能
唱，我就要为人民唱下去。”这是郎咸芬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语。

  ■编者按 今年是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年，也是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

年。为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展现山

东人大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本报今起推出“庆祝山东省人民

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年”系列报

道，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山东

的生动实践。敬请关注。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王建建 徐睿轩 报道
  本报德州9月5日讯 今天，华能德州电厂高灵活性清洁高
效2×660 兆瓦热电联产项目推进会举行。该项目总投资69 . 12 亿
元，建设2台660 兆瓦燃煤超超临界抽凝热电联产机组，同步建
设脱硫、脱硝、除尘、污水等超净排放处理装置，建成后预计年
发电量52 . 8 亿千瓦时、供热量2312 万吉焦，年纳税额超3亿元，
实现大气污染超低排放、废水“零”排放目标。投入运行后，将
成为山东省电网调节的重要电源点和地方大型工业热源基地。
  据介绍，当前德州市抢抓山东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重大机遇，其中华能德州电厂高效热电联产项目，是全省“十
四五”能源建设的重大项目，是助力德州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
服务先进制造业强市建设、推进能源转型、保障地方能源安全重
大标志性工程，对加快推进全省能源优化布局和转型具有重要
意义。

  □ 大众新闻记者 刘玉凡 董婉婉
               张锡坤

  当前，山东正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经济向绿转型，离不开能
源转型的支撑。在此背景下，山东正打造
全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新高地。如何推动
储能技术创新，加快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如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记者专访
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材料学院学
术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
叶志镇。

  长时储能在山东有广泛应

用前景

  “长时储能凭借长周期、大容量特
性，可以在更长时间上调节新能源发电波
动。以‘长时储能+新能源’为代表的可
再生能源模式，将构建起绿色、稳定、可
调的电力系统，很好地推动产业转型发
展。”在2024年全国生态日山东活动暨碳
达峰碳中和烟台论坛上，叶志镇以《安全
绿色经济锌基液流电池及其储能示范工
程》为题作了主旨演讲。
  叶志镇介绍，目前广泛应用的锂离子

电池在储能领域面临一定瓶颈，在“双
碳”战略背景下，实现绿色能源的大规模
普及，进行替代性的储能电池技术研发刻不
容缓。其中，锌溴液流电池作为一种新型储
能技术，具有安全、经济、绿色、大容量等优
势，契合电网大规模长时储能需求。
  目前，叶志镇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全
新结构的国际最大锌溴液流电池模块系
统，适用于电网侧、发电侧及用户侧等各
类长时储能应用场景。2023年第二代一体
化封装2 . 5kWh锌溴液流电堆下线，成功并
网浙江省首个锌溴液流储能示范项目。
  2022年3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十四五”新型储
能发展实施方案》，锌溴液流电池被列为
主流的储能技术路线之一。今年8月，山东
省能源局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
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
中提到培育液流电池产业，聚焦突破低成
本、高效率液流电池储能技术。
  “材料、原料由我们中国人掌控，技
术由我们自己掌控，新型储能技术大有可
为。”叶志镇认为，未来储能行业的发展
最终取决于是否安全、绿色、低成本，因
为只有低成本才能有效率。
  山东有着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等新能
源，需要长时储能。未来，锌溴液流电池
在山东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叶志镇说：“利用
我们的高效智能电站技术，同样的面积效率
要更高，而成本却低了很多，我们希望能
为山东的储能行业发展做一点事情。”

  材料专业不是“坑”，是

一座金山

  颠覆性科技创新，是激发新质生产力
的强大动能。2023年，叶志镇所在的浙江
大学温州研究院突破国际性难题，建成了
全球首条全固态钙钛矿发光量子点生产
线。短短2年5个月的时间，叶志镇便在温
州研究院孵化出6家新材料科技企业。从学
术走到产业上去，从技术走到生产线上
去，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道路并不总是一帆
风顺，对此，叶志镇深有体会。
  “以前浙商讲‘四千精神’，现在我
们讲‘四创精神’，即科技创新、产业创
新、市场创新和金融创新。”叶志镇认
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要投早、投
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我希望能够到山东
来，把科技和产业结合，贡献我们的力量。”
  科技发展，产业创新，离不开人才的
支撑。听说网络上有人称“生化环材”
（生物、化学、环境、材料）为“四大天
坑”专业，研究材料出身的叶志镇并不这样
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其实材料专业不
是‘坑’，是一座金山，因为不管是新兴产业
还是未来产业，都需要材料。国家也深刻认
识到材料的重要性，包括先进制造、新能源
等产业的发展，最后都归功于材料。”
  “我的很多优秀学生都是从山东来
的，年轻人面临一点困难很正常，我相信

只要把眼光放长远，努力继续前进，未来
一定会做得更好。”叶志镇说。

  让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

走向“货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科
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允许科技人员在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
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
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
  如何赋予科技人员更多自主权，调动
他们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叶志镇表示，在
体制机制方面，股份制是一条可行路径。
  “不同技术层次都要照顾到，很多利
益主体只有都照顾到，科研转化才会成
功。你一个人赢大家不赢，大家不会支持
你，如果搞了半天，做的人没有动力，科
研转化也不会成功。”叶志镇说，“我还
提出三个源，研发源、生产源和销售源，
只有三个源协同发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
功。”
  叶志镇说，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永远
在路上，“科技金融结合
人才队伍建设将持续激发
创新活力，让更多科技成
果从‘书架’走向‘货
架’，让科技之花结出更
多产业硕果。”
  （□实习生 曹焱冰
 报道）

  □大众新闻记者 毕胜 报道 
  9月5日，2024齐鲁国际车展（秋
季）暨第五十届齐鲁国际汽车展览交
易会在位于济南的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本届齐鲁车展同时启用山东国
际会展中心5个展馆，展出面积超7万
平方米，国内外近百个主流汽车品牌
均以超高规格亮相。
  车展现场，许多市民前来看车、
试车、购车。据悉，本届车展将持续
至9月9日。

齐鲁车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