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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太原 4月 20 日讯（实习记
者 姚雅馨）4月16日，记者从太原市
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权威部门话发展”
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太
原市充分发挥作为国家“京津冀—成
渝主轴、京藏走廊及二湛通道”立体交
通网节点城市的重要作用，加快建设
现代综合交通路网体系。截至目前，
全市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6886 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428公里，普通
国省道里程达 592 公里，农村公路里

程达5866公里，公路网密度达到99.7
公里/百平方公里。

高速公路是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
要组成部分。目前，太原市以太原绕城
高速为核心圈，形成了“一环七放射”高
速路网布局。今年太原市将通过四项
工作推动高速公路网建设，着力提升市
域高速公路辐射能力，进一步打通出省
通道，完善市域高速公路网。

一是加快推进太原西北二环高速
公路太古联络线建设，有效拉大城市框

架，突破山区局限；二是推进古交—娄
烦—方山高速公路按期开工建设，打通
太原市西向快速联系通道，强化古交、
娄烦与市区的联系；三是加快推进青银
二广高速公路太原联络线建设，打通太
原市东向快速联系通道，加强与寿阳的
联系；四是积极推进现有绕城高速公路
调整为城市快速路，进一步拓展城市发
展空间。路网建设调整完成后，太原市
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预计将达到540
公里，形成以二环高速为核心圈的“一

环十一射”高速公路网。
此外，太原市将进一步深化在全

国综合运输大通道中的枢纽地位和承
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加快推
进国道108、208等干线公路城市过境
路段改线，着力构建普通国省道一级
公路货运环线；加快推进三个一号旅
游公路提质增效，着力构建“快进慢游
深体验”的旅游公路环；加快推进市域
公路与城市道路互联互通，全力打造
立体联网、内外联通的市域路网体系。

太原加快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路网体系
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预计将达到540公里

义诊台前人头攒动，科普讲座
座无虚席，情景剧的欢笑声与急救
实训的指导声交织……4 月 19 日，
一场以“科学防癌、健康生活”为主
题的健康盛会在太原龙潭公园拉开
序幕。作为第 31 届全国肿瘤防治
宣传周的亮点活动，这场由省卫健
委、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山西
医院（山西省肿瘤医院）等机构联合
主办的活动，吸引了 500 余名市民
参与。

活动中，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
马晋峰表示：“肿瘤防治是‘健康中
国’建设的核心战场。我们通过建
设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让患者
外转率显著下降，但早筛率不足仍
是挑战。”台下，65 岁的市民李大爷
频频点头。两年前，他因早期肺癌
接受治疗，如今恢复良好。“以前觉
得癌症是绝症，现在才知道科学防
治能救命。”他感慨地说道。

义诊区是当日最热闹的地方。
63位来自国家级医院和本土机构的
专家组成“全科医疗团”，涵盖呼吸、
乳腺、中医等20余个专科，宛如一支

“健康特种兵”。胸外科专家冯飞跃
手持肺部CT示意图，为吸烟20年的
张先生分析：“您右肺的小结节边缘
光滑，良性可能性大，但建议每年随
访。”张先生长舒一口气：“专家一句
话，顶我自己琢磨半年！”

乳腺外科诊台前，徐晓洲医生
正教两位阿姨自检手法：“手指要
像梳子平摸，发现无痛硬块一定要
及时就诊。”阿姨们笑着说：“回家
能当‘家庭医生’了！”

头颈外科专家李德志的诊台
被围得水泄不通，他为一位脖子前
倾的老人触诊后说道：“淋巴结肿
大，最近有声音嘶哑吗？”随即向人
群科普：“自查头颈肿瘤记住‘三个
两周’——声音哑、鼻塞头疼、口腔
溃疡超过两周，必须就医！”

科普资料发放区同样热闹非
凡。《肿瘤防治核心信息手册》《健身
气功八段锦》等 10 大类、3000 余份

“健康锦囊”被市民争相领取。保洁
员王大姐量完血压后，捧着《远离肿
瘤相关静脉血栓》图册笑得合不拢
嘴：“以前觉得防癌是医院的事，没
想到专家把‘课堂’搬到了公园！”

除了义诊服务，此次活动更以
情景短剧、急救实训、科普讲座等形
式，打造了“可听、可视、可参与”的
科普课堂。原创情景剧《别把放疗
当成“烤”验》以生活化场景演绎精
准放疗技术，通过诙谐对话、动画
演示破除“放疗伤身”等认知误区，
让“科技感”十足的医疗知识变得

“接地气”。舞台旁，重症监护室护
士正指导市民练习心肺复苏，一位
中学生满头大汗却眼神发亮：“学
会这招，说不定能救命！”活动中，4
场科普讲座将氛围推向高潮，其中
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医师原陈
珊在讲解“肿瘤与营养”时，一位阿

姨边记笔记边念叨：“原来吃对了
也能抗癌！”

癌症防治是一场全民战役。从
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到医疗机构
的技术下沉，再到市民群众的主动
参与，我省正以“健康中国 2030”为
指引，以《山西省癌症防治行动实施
方案》为蓝图，构建“防筛诊治康”全
周期管理体系。当63位专家的义诊
桌前始终围满咨询者，当情景剧结
束后市民仍围着演员追问放疗知
识，当急救实训区的模拟人被一轮
轮“接力按压”，这场在公园里举办
的“健康派对”，已然成为全民防癌
的生动注脚。

公园里的“健康派对”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太原龙潭公园活动速写

本报记者 王佳

“我们利用多孔介质燃烧器，将
低浓度瓦斯安全、稳定燃烧后，转化
为供热取暖的新能源，减排二氧化
碳3万吨。”山西兰科煤层气利用科
技有限公司项目运营部负责人赵璟
坤介绍说。

2023年，在“双碳”目标引领下，
山西兰花集团提前布局，成立山西
兰科煤层气利用科技有限公司，探
索研发低浓度瓦斯多孔介质燃烧制
热一体化技术，寻找煤矿瓦斯利用
的“减碳良方”。

“兰花集团目前有6座高瓦斯矿
井，每年瓦斯抽采量约9500万立方
米，其中高浓度瓦斯已基本利用，低
浓度瓦斯长期处于排空现状。每年
低浓度瓦斯排放量约占总抽采量的
50%，约 5000 万立方米。”山西兰科
煤层气利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旭刚说。

2024年12月1日，生态环境部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煤
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标准》，明确自
2025年4月1日起，高浓度瓦斯及浓
度高于或等于8%且抽采纯量为10立
方米/分钟的低浓度瓦斯禁止排放。

“我们研发利用的瓦斯浓度为
7%—9%，属于政策的禁排范畴。新

技术的成功研发，将低浓度瓦斯变
‘废’为宝，符合政策要求，解决了禁
排难题，为企业发展赢得了更大的主
动。”张旭刚介绍，2023年6月，兰花
集团决定在晋城伯方煤矿开展试点，
并于2024年10月成功点火试运行。

日前，记者在伯方煤矿看到，
“银龙”般的管道盘山而上。煤矿抽
采的低浓度瓦斯正源源不断通过管
道输送到4.2MW燃烧供热装置内。

“7%—9%的瓦斯处于爆炸极限
区间。我们通过一系列有阻爆抑爆
卸爆功能的安全装置，将瓦斯安全
输送到4.2MW燃烧装置，再利用多
孔介质燃烧器，实现低浓度瓦斯的
稳定、安全燃烧。燃烧后产生的热
能加热热水，再输送至矿区，实现矿
区取暖供热循环利用。”伯方煤矿总
工 程 师 刘 随 方 介 绍 ，伯 方 煤 矿
4.2MW燃烧装置的成功运行，填补
了国内低浓度瓦斯 4.2MW 规模直
燃技术应用的空白，目前瓦斯燃烧
利用热效率在90%以上，瓦斯摧毁率
达99%。

在低浓度瓦斯多孔介质燃烧制
热一体化技术的加持下，瓦斯取代
原有的燃气锅炉和电热风机，摇身
一变成为造福矿山的新热源，在矿
工洗浴、矿区供暖、井筒保温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伯方煤矿以往采用传统的燃

气锅炉和电热装置进行供热，每年
供热需要500万元天然气费用和300
万元电费。新技术应用后，替代了
原有的供热装置，每年可节约800万
元供热消耗的能源成本。”刘随方算
着经济账。

低浓度瓦斯多孔介质燃烧制热
一体化技术的落地，让伯方煤矿感受
到了科技创新带来的绿色生机。
2024年10月试运行以来，伯方煤矿
利用低浓度瓦斯200余万立方米，相
当于减排了二氧化碳3万吨。同时
瓦斯高效抽采，降低了井下瓦斯浓
度，减少了井下作业瓦斯爆炸的安全
隐患。

刘随方告诉记者：“低浓度瓦斯
多孔介质燃烧制热一体化技术的利
用，实现了经济效益、安全效益和环
保效益相统一。目前伯方煤矿已经
形成了以利用促抽采、以抽采保安
全的瓦斯抽采利用一体化模式，每
年瓦斯排放量约600万立方米。接
下来，公司将在伯方煤矿新建 2×
1000kw低浓度瓦斯发电项目。并在
供热的基础上，再引入低浓度瓦斯
发电技术，努力将低浓度瓦斯‘应用
尽用’，助力山西煤炭行业绿色低碳
转型发展。”

上图：工作人员对低浓度瓦斯多
孔介质燃烧制热设备进行维护。

本报记者 崔振海 摄

“废”气循环利用 “碳”寻绿色发展
——山西兰花集团利用低浓度瓦斯实现节能减排纪略

本报记者 崔振海 通讯员 裴囡囡

本报晋中 4月 20日讯（记
者 王昕）4月19日晚8点，晋中
潇河莲花湾景区迎来一场视觉
盛宴——大型沉浸式烟花秀《天
画山西·遇见花火》。

夜幕低垂，随着一声破空巨
响，烟花秀表演现场瞬间沸腾。
五彩斑斓的花火在墨蓝色天空
中接连炸开，银白的星芒如瀑布
倾泻，绚丽的花瓣状光点层层绽
放，将整个现场烘托成一片欢乐
的海洋，引得上万名观众发出阵

阵惊叹。
这场由“中国花炮之乡”浏

阳焰火团队匠心打造的表演，以
天幕为画布、焰火为笔墨，结合
巨幅投影、动态水秀、聚光矩阵
与特效互动，为观众呈现出一场
跨越时空的花火盛宴。

《天画山西·遇见花火》是“山
西文旅+科技”融合的新尝试。
作为晋中市文旅融合的创新力
作，“天画山西”的定位是打造我
省标杆级文旅场景，以烟花为
媒，立体化传播三晋大地的深厚
文化底蕴，通过沉浸式烟花秀构
建山西“烟花+文旅”新生态。

此次活动不仅展现了传统
焰火艺术的蜕变，更以科技与美
学的交融，重新定义夜间文旅新
体验，让“天画山西”成为山西文
旅的“超级符号”。

天画山西 遇见花火

大型沉浸式烟花秀点亮山西文旅新体验“星空”

记者观察新闻特写

记者观察记者观察

本报太原 4月 20日讯（记
者 王媛）在第30个世界读书日
来临之际，4月18日，“晋国垂棘
——中华古籍里的山西先贤”展
在山西博物院分馆山西青铜博物
馆开幕。本次展览系统展出了
50余部、近500册珍贵古籍，通过

“晋风淳远”“盛世繁星”“千年流
韵”“山右新风”四大单元，全面呈
现从先秦至清末山西先贤的学术
成就与思想脉络，为观众开启了
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对话。

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既是中华文化滥觞之
地，亦是历史回响之所。从先秦
时期《国语》记载的晋国风骨，到
唐宋盛世孕育的《滕王阁序》《资
治通鉴》等传世经典；从金元明
三代绵延千年的文化积淀，到清
代“山右新风”中涌现的学术创

新，这片表里山河始终与中华文
明同频共振。

本次展览中，有《国语》《资
治通鉴》等史学丰碑，也有《荀
子·劝学篇》《滕王阁序》《江雪》

《雁丘词》《捕蛇者说》等耳熟能
详的千古名篇，勾勒出三晋大地
对中华文脉的卓越贡献。

山西博物院首次推出的古
籍专题展在展品遴选上尤为考
究：50余部古籍中，善本比例高
达五分之一，其中山西名人傅增
湘题跋的明影抄宋绍兴淮南路
转运司刻本《史记集解》入选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他展品亦
经过精心甄选，从史学巨著到诗
词华章，从思想论辩到文学抒
怀，泛黄纸页间跃动的不仅是文
字，更是先贤哲思与文化基因的
鲜活印记。

“中华古籍里的山西先贤”亮相山西青铜博物馆
为观众开启了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对话

本报太原 4月 20日讯（记
者 栗美霞）4月20日，以“千年
广武、映像长城”为主题的“2025
山阴广武长城影像季”发布会在
太原举行，标志着“2025 山阴广
武长城影像季”系列活动正式启
动。系列活动包括面向全国范
围的短视频征集与摄影作品征
集。活动将持续至 5 月 8 日，并
于当日举行颁奖活动，对创作者
和优秀作品给予表彰与展示。

“2025 山阴广武长城影像
季”通过全民参与的互动机制、
线上线下同步推广的传播布局，
不仅提升了山阴作为长城文化

核心节点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也
进一步促进了广武景区的客流
增长、文旅消费与地方经济活力
释放。活动将“春日杏花”与“千
年长城”巧妙融合，打造具有较
强感知力和传播力的文旅新IP。

此次影像季的举行，是山阴
县在文旅转型升级进程中的一
次重要迈步。从“看风景”到“做
内容”，从“引游客”到“建品牌”，
山阴正积极推动影视产业与地
方文旅资源深度嫁接，不断拓展
数字文旅的发展边界，培育具
有可持续生命力的文化旅游新
业态。

以“千年广武 映像长城”为主题

“2025山阴广武长城影像季”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太原 4月 20 日讯（记者
马永亮）4月17日，省财政厅启动全
省会计骨干公益服务活动。全省
会计骨干公益服务团队首站走进
山西财经大学，开展“志愿服务校
园行”活动，围绕“专业赋能、职业
发展、行业传承”等主题，与 400 余
名师生进行面对面互动交流，进一
步增进了广大学生对会计行业的
了解和认识。

据悉，下一步，省财政厅将陆
续组织会计骨干开展公益服务进
机关、进企业、进校园等活动，采取
专题讲座、政策咨询等方式，宣贯
财税政策，解读准则制度，传播先
进理念，传递创新模式。

省财政厅

启动全省会计骨干公益服务活动

本报太原 4月 20 日讯（记者
李若男）近日，记者从太原海关获
悉，其所属太原机场海关关员查获
一批由入境旅客携带的新鲜香蕉，
经现场初筛并送太原海关技术中
心鉴定，从该批香蕉中检出有害生
物突叶并盾蚧，经海关总署口岸截
获植物疫情监测部门确认，为全国
口岸首次截获。目前，太原海关已
按规定对该批截获香蕉作无害化
处理。

据了解，突叶并盾蚧是盾蚧科
并盾蚧属昆虫，可危害多种经济水
果、蔬菜、作物、香料、观赏花卉以
及园林植物。

太原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坚决筑牢国门生物安全防线，加大
智能化查验设施设备配备及升级，
不断增强现场查发能力、快速处置
能力和实验室鉴定能力，严防动植
物疫情疫病传入和外来物种入侵。

太原海关

首次截获有害生物突叶并盾蚧

（上接第1版）项目规划建设8栋数
据中心机房，总机架数超过2万个，
建成后将成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
的智算中心之一。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繁峙县零
碳智算产业园项目。该项目总投
资30亿元，规划部署6250台机柜，
全部采用可再生能源供电。“我们
与当地风电、光伏项目达成直供电
协议，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国首个
真正意义上的‘零碳’智算园区。”
该项目负责人自豪地说。

在新项目建设中，技术创新成为
突出亮点。晋中市正在建设的
3000P算力智算中心，创新采用了“算
力+存储+网络”一体化架构，可以大
幅降低数据传输延迟，特别适合AI
大模型训练等高算力需求场景。

吕梁市柏叶口智算中心则聚焦
边缘计算领域。该项目创新性地提
出建设“一基地三中心”的架构，即
智算产业基地、智算中心、智算产业
赋能中心和智算产业创新中心。

运城市河东智算中心在应用
场景上实现突破。该项目重点布
局智能驾驶算力服务，已与多家新
能源汽车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为推动算力产业发展，我省构
建了“三位一体”的政策支持体系，
在土地供应方面给予优先保障，在
电力价格上实施专项优惠，在人才
引进方面提供特殊政策。此外，省
财政还设立10亿元专项资金，重点
支持智算中心建设。

同时，随着新项目陆续落地，
产业生态也日趋完善。大同市已
吸引京东、抖音等59家数据企业落
户。太原市则加快建设“算力交易
平台”，促进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从传统能源基地到新兴算力
高地，山西正在书写转型发展的新
篇章。随着一个个重大项目落地，
山西“算力版图”正加速成型，为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大型沉浸式烟花秀大型沉浸式烟花秀《《天画山西天画山西··遇遇
见花火见花火》》现场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昕王昕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