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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董方舟

  “材料是我国工业领域解决关键问题、实现
‘弯道超车’的核心。”中国海洋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院长崔洪芝从事材料领域科研工作三十余
年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进行科学研究，推动科学技术与
重大工程双向发力，解决了多个“卡脖子”技术
难题。
  20世纪90年代初期，海工、煤炭、石油等行业
时常出现因为重大装备的关键部件耐磨耐蚀性差，
导致停工停产的情况，亟须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高
效率、高质量、实用性强的表面强化技术。
  在等离子束相关领域没有成熟成果可以借鉴的
情况下，崔洪芝率领团队创新研发集成机械、电
磁、热三种压缩效应于一体的柔性、大功率等离子
技术，攻克了等离子束稳定性、可控性、大功率、
小型化等技术难题，成功开发高能等离子束表面冶
金强化技术。这项技术可使材料表面具有耐磨性、
耐腐蚀性、耐高温氧化性等特性，不仅能延长机械
关键部件的寿命，还大幅降低了强化材料的工艺成
本。这项技术在海工、能源、交通等行业得到迅速
推广，为一件件大国重器披上了量身定制的“铠
甲”，获200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如果材料本身性能达不到要求，再先进的技术
也无法对其进行强化。因此，崔洪芝把研究方向转
向材料本身。为了解决材料性能要求多样化的难
题，崔洪芝带领团队突破了极端环境材料性能难以
兼具的技术瓶颈，创新设计多级仿生结构、梯度交
织结构，成功发明了耐磨、耐蚀、高强韧的材料。
这一科研成果可以为不同地质条件的矿井量身定制
耐蚀耐磨材料，使矿井内大型液压立柱的使用寿命
由一年半延长至五年，为我国深部开采的装备安
全、高效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针对我国高铁在制动盘材料领域遇到的“卡
脖子”技术难题，崔洪芝带领团队解决了材料耐
磨性能和强韧性能难以并存的难题，为高铁“定
制”了耐磨损、耐疲劳、抗热震的制动盘。在时
速385公里的情况下，制动盘的使用寿命相较以往
提高2倍以上，为高铁的高速安全制动提供了材
料支撑。
  近年来，为了提高材料制备效率，解决有色金
属材料对激光反射率高等难题，崔洪芝带领团队开
发了激光与等离子复合技术、宽束斑技术和不同双
波长激光技术等多项技术成果。崔洪芝主持完成的
“耐磨蚀抗热震结构功能材料及涂层技术”荣获
2019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主持完成的“极端环境材料多级结
构设计及耦合损伤防护技术”荣获2023年度山东省技术发明奖一
等奖。
  “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很多‘卡脖子’技术难题，实现关键核心
材料和技术自主保障。为此我们要敢于提出方向和方法，要更多更广
更深地进行学科交叉。”崔洪芝表示，新时代的科研人才要具备创新
思维，不局限于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模式，要勇于探索未知领域、
要敢于提出颠覆性想法。
  作为教师，崔洪芝十分重视人才培养。“新材料的发展关键在人
才，为祖国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希望和他们
一起，在材料科研的道路上共同前行。”崔洪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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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晓婉 吴洪斌 报道
  本报济南1 月14 日讯 今天，山东援疆“大仓东移”2025 喀什
特色农副产品产销对接会在济南举行。对接会采用“现场展会+洽谈
对接”模式，50多家喀什地区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携400 余款特色
产品亮相，与省内的70 余家国有企业、供销企业、商贸流通企业洽
谈交流并签约采购，当日达成农副产品采购合同及意向采购金额1 . 8
亿元。
  本次对接会由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山东省对口支援
办公室、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省供销合作
社联合社联合主办，旨在帮助喀什特色农副产品拓宽市场营销渠道，
助力受援地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喀什农副产品资源丰富、品质优良，盛产大枣、核桃、巴旦木、
石榴、新梅等特色农产品，但交通物流不便，一直以来存在着农副产
品销售难、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近年来，山东援疆创新实施消费帮扶
项目“大仓东移”工程，通过在山东建设“前置大仓”，搭建喀什特
色农副产品在内地市场的大型仓储基地、集散中心、中转站，打造覆
盖山东省内，辐射华东、华北等地区的前置交易平台，线上引导电商
销售，帮助喀什地区农副产品出疆。
  在山东省第十一批援疆干部的大力推动下，“大仓东移”工程建
设进一步深化。 2023 年在济南、淄博、东营3 市建起24 个山东援疆
“大仓东移·喀什好味道”农副产品销售专柜，2024 年又在济宁、
泰安、日照3市新建24个销售专柜，进一步织密销售网络。线上营销
渠道有效拓展，“鲁疆情·喀什味”——— 山东援疆“大仓东移”喀什
特色农副产品电商直播周活动实现喀什农副产品销售额 2000 余万
元。截至目前，“大仓东移”工程累计带动喀什地区农副产品市场销
售额超过70亿元。

山东援疆“大仓东移”

2025喀什特色农副产品产销对接会举行

400 余款喀什农副产品亮相泉城

以证为票，登上归乡的客船

  □ 本 报 记 者 范薇 陈景郁 
    本报通讯员 王景

　　1月14 日早晨6点多，山东港口烟
台港客运站迎来当日第一批进站旅客。
码头K17泊位上，工作人员正在“渤海
钻珠轮”旁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准备工
作：调整连接桥高度、与船方核对车辆
信息、检查客梯状态……准备迎接“烟
台-大连”的登船旅客与车辆。 10 点 40
分，随着春运首趟航班发出，烟台港客
运春运大幕正式拉开。
　　烟台港客运站大厅里，出行的旅客
主要以家庭为主。来自吉林的刘先生正
带着一家老小等待验票：“因为工作原
因，我经常在烟台港坐船往返，今天和
家人一起回去过年，特别开心。”
　　正在验票岗引导的综合服务三班班
长汪红艳，看到刘先生带着孩子老人走
近，急忙上前。得知小旅客已经在网上购
买儿童票后，汪红艳接过孩子的身份证，
轻轻抱起努力踮脚看向面部识别屏幕的
小旅客，随着“滴滴滴”三声提示音，闸门
迅速打开，引得小旅客一阵拍手。
　　“今年，我们在烟台、龙口、蓬莱
各客运站投入18艘大型客、货滚船舶，
共计25000个客位、3200个车位，充分满
足旅客出行需要。”烟台港客运公司调
度室主任张守强介绍，旅客可通过港口
客运站售票窗口、“烟台港客运”官方
公众号、24小时服务热线0535-6506666
等渠道和载体进行航班查询、售票申
报、咨询问答；到港后旅客可使用电子
车、客票等智能化通行方式高效登船，
实现一证在手、说走就走。
　　作为今天的值班班长，汪红艳身兼
数职，大厅安全巡视、引导老人扫码购
票、用“雷锋车”帮旅客推运行李、清
点补充便民柜物资、处理突发情况，每
一项她都游刃有余：“除营造温馨的节
日氛围，我们还将深化志愿服务，加强

军人、老幼病残等重点群体保障。”
　　1月14日上午，江苏的吴先生从济
南西站乘高铁回家，恰逢春运首日书画
名家在候车厅向旅客赠送“福”字、春
联，他领到一副春联，将山东的祝福带
回故乡。记者从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今年春运，国铁济南局预
计发送旅客2000 万人次，日均50 万人
次，较2024 年春运同比增长5%。 1 月
14 日春运首日，预计发送旅客50 万人
次；2月5日、13日是节后客流高峰日，
预计单日发送旅客65万人次。
　　“刚刚手机差点没电了，幸好附近
就有免费充电台。”旅客杨女士说，车
站里的便民设施，大大缓解了自己的
“电量焦虑”。据介绍，国铁济南局完
善客运基础服务设施，创新推出多项暖
心惠民服务，在山东 111 座车站安装
198 台旅客免费充电台（桩）。普速旅

客列车和动车组列车旅客车厢、盥洗间
等公共区域的电源面板，全部面向旅客
开放使用。
　　春运期间，国铁济南局运用好日兰
高铁、潍烟高铁等新线新站资源，统筹
好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运力，图定开行
旅客列车556 对，较去年春运增加40 . 5
对，图定始发运力 46 . 7 万个席位，较
去年春运增加3 . 5 万个席位。此外，还
计划开行临客列车 98 . 5 对。今年春
运，旅客列车的通达性、覆盖面较往年
进一步拓展，旅客出行有了更多选择。
　　同样感受到满满活力与暖意的，还
有济南机场。 1 月 14 日上午 10 点，航
站楼出发大厅部分值机柜台前排起了长
队。旅客邵大爷第一次乘坐飞机，对乘
机流程不熟悉，机场工作人员耐心地为
老人讲解乘机流程，为他提供引导直至
登机。

　　“面对特殊旅客群体，我们提供了
远端停车场专车直送、电话预约接车、
全程一站式引导和接力式送机等服
务。”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济南机场旅
客服务部旅客服务中心值班主任宋灵子
介绍，今年，济南机场围绕值机、安
检、登机、中转、行李保障、交通接驳
等旅客出行全链条，升级打造九大服务
产品。
　　春运期间，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预
计完成旅客吞吐量近440万人次，同比
增长约5% ，其中首日预计完成旅客吞
吐量超10 万人次。春运期间，南北互
换趋势依旧，同时跨境游需求持续走
高。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计划新开加密
超30 条国内航线；国际方面，济南、
烟台、威海、临沂机场每周计划执行国
际客运航班近130 班，较去年春运增长
超90%。

泰开集团校企合作打造智慧柔性微电网

微电网“操盘”，调用绿电如臂使指

  □ 本 报 记 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张军锋

　　屋顶光伏板发出的电，可直接在屋内
利用；用不完的绿电，能存入储能电池
柜，以备不时之需；新能源电车不仅充电
便宜，还能放电赚钱……
　　更加节能的“未来”厂区是什么样
的？1月10日，记者走进泰开光储直柔绿
色低碳工业园，相较于传统园区，这里最
大的不同在于所有电器设备均采用光伏发
电、直流供电，减少了传统交直流电变换
环节，且因采用48V以下电压，用电非常
安全。
　　作为输变电装备制造行业领军企业之
一的泰开集团，近三年营业收入从161 亿
元增长到 255 亿元，年均增速 16% 。但

“发展的烦恼”随之而来，其中一大问题
就是用电。夏季，厂房运营、空调制冷要
大量用电；冬季，办公区供暖增加了用电
量，原有的电网难以负担。
　　为此，泰开集团在厂房、空地等处增
设了光伏板，利用新能源自己发电。虽然
发电量增加了，但受电网波动影响，仍无
法从根本上解决厂房用电难题。此外，企
业还存在用电贵的问题。以泰开集团旗下
山东泰开直流技术有限公司为例，2021年
用电量2736 . 7万千瓦时，电费就达2020 . 9
万元。
　　为了把“绿电”用足用好， 202 2
年，山东泰开直流技术有限公司与清华大
学合作，构建了一套交直流混合的智慧柔
性微电网，通过建设碳化硅电能路由器、
1 兆瓦的箱体储能设备和微电网能源管理
系统，一个由分布式电源、储能装置、能
量转换装置、负荷和保护装置等组成的小
型发配电系统，便形成了。
　　先前，公司2号配电室负责为办公大
楼、 3 个总装车间输送电力，临近的6、

7、 8 三个新装配电室容量达到 6 兆瓦。
一边是电网长期超负荷运行，一边是新能
源电力过剩，虽近在咫尺，却无法调剂。
微电网建成后，这一问题得到了彻底
解决。
  “该系统以电能路由器和柔性互联装
置为核心，打造了集零碳建筑、中低压台
区互联、光储超充、相变储冷储热、交直
流输电于一体的新型微电网，将刚性电力
系统变得更加柔软有弹性，从而实现公司
园区内用电需求的灵活调控。”山东泰开
直流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说。
  与大电网集中供电不同，微电网主要
以分布式电源为主，利用储能系统和控制
装置进行调节来满足负荷需求，是一种小
型、模块化的电力系统，具有很强的灵活
性和独立性，比较适用于企业办公楼宇、
工业园区、商业综合体等，是大电网的重
要支撑。
  “微电网有效解决了新能源消纳、配
电侧容量不足、系统稳定性差、损耗高等
问题。微电网建成后，园区内光伏发电的

自用率由50％提高到了90％，每年可节省
电费422万元。”李伟说。
  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国家数据局印发的《加快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行动方案（2024— 2027 年）》提
出，建设一批智能微电网项目。
　　“我们不仅想建设更绿色更低碳的微
电网，还想通过智慧柔性调节实现微电网
与大电网更加友好的互动，为前景广阔的
工业园区微电网建设探路。”清华大学能
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能量管理与研究中心
副主任夏天说。目前，该技术已成功应用
于零碳高速、大兴机场绿色微电网等多项
工程，并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夏天认为，虽然我国在微电网建设上
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在推广过程中还面临
专业技术不够成熟、缺乏政策引导和标准
规范、电力市场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
他建议，适时修订相关技术标准，建立有
序发展的评估预警机制，促进微电网与大
电网有效协同。

2025 年春运启幕

预计90亿人次！“流动的中国”活力满满

　　1月14日，2025 年春运正式启幕。
一场预计90 亿人次、创纪录的“世界
最大规模人口迁徙”开始在华夏大地发
生，“流动的中国”再次展现出满满的
活力。
  记者 14 日从 2025 年综合运输春运
工作专班获悉，根据专班数据显示，1
月 1 4 日 （ 春 运 首 日 ， 农 历 腊 月 十
五），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17239 万人次。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
1030 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15952 万
人次，其中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
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13170 万人次、公
路营业性客运量2782 万人次；水路客运
量53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04万人次。

  铁路民航客运量均有望

创历史新高

　　据中国交通部门预计，为期40 天
的春运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
达90 亿人次，铁路、民航客运量分别
有望突破5 . 1 亿人次和9000 万人次，均

创历史新高。
　　今年是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
运，也是包含 8 天春节长假的春运。
“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将进一步得到
激发，推动春运客流在去年高基数的基
础上持续增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副研究员杨竺松说。
　　中国多地多部门联合发力，确保春
运旅途便捷温馨。北京站改善旅客进出
站方式，提高通行效率；深圳北站携手中
铁快运、深圳机场设立服务点，旅客下高
铁后可立即办理值机和行李托运业务。
　　营业里程达4 . 8 万公里的高铁是春
运主力。2024 年，中国高铁投产新线2457
公里，使得旅客春运出行更加便利。
　　在上海虹桥站，市民王钦然一家搭
乘G1627 次列车回老家湖州探亲度假。
连接长三角的沪苏湖高铁 2024 年底开
通，从上海回湖州仅需约一小时。“不但
车程用时比以前少了一半，可选车次也
明显增加。今年春运很舒心。”王钦然说。
　　2025 年春运，自驾出行居于主体地
位，预计跨区域自驾人员出行规模达72
亿人次。春节申遗成功，带上家人来一场
自驾游、体验各地不同春节民俗成为很
多人的过年方式。众信旅游集团数据显
示，2025年春节出游人数预计增长46%。
　　受240 小时过境免签新政落地、过

境免签人员入出境口岸增加等利好因素
影响，“China Travel”热度不减，外国
面孔也越来越多出现在“春运大军”中。
携程一份报告显示，2025 年春节外国游
客来华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203%。

  春运火车票这么买，省

钱又省事

　　春运期间正值学生旅客出行高峰，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车务
段抚州站客运员黄希妍告诉记者，今年
春运期间，铁路12306 手机客户端设置
了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同时优化调
整学生优惠票发售和查验规则，符合条
件的旅客朋友可通过专区预约购买春运
期间往返车票。
　　如果选择和家人“异地团聚”，还
能使用学生优惠吗？铁路部门对学生优
惠票发售和查验规则进行了优化调整，
符合条件的学生可根据节日假期实际居
住情况，填写或修改学生证优惠区间和
铁路12306 学生优惠资质信息中的优惠
区间，修改后无需重新加盖院校公章。
　　乘车途中，铁路工作人员仅核验学
生旅客是否携带学生证、是否通过学生
优惠资质核验以及铁路12306 学生优惠
资质信息中的学校所在地与学生证中的

学校所在地是否一致。
　　除了学生票，儿童优惠票也是旅客
关心的热点话题。黄希妍介绍，随同成
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
周岁，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 14
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如果是一个
家长带着一对双胞胎宝宝乘车，那么即
使两个宝宝都在6岁以下，有一个宝宝
也要购买儿童优惠票；如果是爸爸妈妈
共同陪护，那么双胞胎宝宝都可以在不
占用座位的情况下免费乘车。”
　　需要注意的是，持儿童优惠票的儿
童和免费乘车儿童，必须携带购票时或
申明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乘车。
　　春运返乡高峰期，还有不少旅客选
择乘普速列车回家，如何选到自己想要
的卧铺席位？“在车票查询页面中，如
果车次显示有‘铺’字标识，就支持在
线选铺。”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
司南昌车务段抚州站客运员谢诗珩说。
　　如果是支持在线选铺的车次，进入
购票页面后会展示相应铺位，若剩余铺
位无法满足相应需求，系统将进行自动
分配。同一订单内不能自主选择不同类
型的铺别，需要分开下单。旅客通过车
站售票口、代售点等线下渠道购票时，
也可自主选择铺别。

（综合新华社1月14日电）

  1月14日，春运首日，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客运站，旅客正验票登船。（□记者 范薇 报道）

（上接第一版）而昱岚之所以到日照投资建厂，也是一个“逐海”的
过程。
  “公司原来的工厂离港口450公里，现在的工厂离港口只有几公
里，仅物流成本每吨就降低了100多元，一年节省上亿元。同时，在
项目周边10公里内，还有山钢日照公司、日钢集团两大钢铁龙头企
业，可以为企业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原材料，甚至连包装产品用的木
制托盘都能在本地完成采购，又节省一大笔成本。”张富一笔一笔给
记者算经济账。
  记者了解到，昱岚新材料项目计划总投资63亿元，目前一期年产
能70万吨食品级马口铁生产线已投产，二、三期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具
备年产500万吨高端涂镀板材智造能力，岚山区将成为全球最具竞争
力的马口铁生产基地。
  以港聚产、以产兴城。发力港口经济，壮大临港产业，是日照市
实施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核心重点。
  对日照来说，传统产业特别是临港产业是家底。这里有国家布局
的沿海先进钢铁制造基地，产能集中度全国第四，坐拥山钢日照公
司、日钢两大龙头企业。高强钢、集装箱板、油罐钢市场占有率全国
第一，“钢板皇冠的明珠”9 镍钢实现量产、 0.1 毫米厚度的“手撕
钢”打破垄断。目前，日照正加快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改革，聚力做好
“增厚、压薄、加料、涂层”文章，全市钢铁新材料产值占钢铁产业
产值比重突破30%，一幅“皓月当空、繁星满天”的日照钢铁产业新
图景赫然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