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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着科技强国目标奋勇迈进的壮阔征程中，太谷区

科技工作者们以“开拓进取、务实创新”的精神，扎根热土、
勇攀高峰，成为驱动“金太谷”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力量。

本期特别聚焦在太谷区这片沃土上默默耕耘的科技
追光者，带您走进他们的奋斗现场，致敬他们以智慧为笔、
汗水为墨书写的创新华章，见证他们为城市发展注入的蓬
勃动能。

智汇太谷 科创先锋
—— 太谷区科技工作者风采巡礼

曹挥，山西农业大学植保学院教授、博导，专注植物源农
药研究20余年，主持省级研发项目3项，发表论文80余篇，获
国家专利2项、省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曹挥长期专注于植物源农药作用机理等方面的研究。通
过苦瓜枯萎病菌侵染过程的试验，他发现丁香等植物提取物
能显著抑制枯萎病菌在苦瓜根系及茎部的侵染进程，从而减
轻病菌对苦瓜的致萎蔫作用，达到防治病害的目的。

在生态农业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曹挥创新性探索“中
医农业”技术体系，将中医哲学思想与现代农业生产相结合，
为减少农药化肥使用、保障农产品安全提供了科学路径。

2018年以来，曹挥带领团队以中医整体观和辩证施治理论为指导，通过
调配生态系统要素、研发天然植保产品，构建起包含立体种植、土壤改
良、作物诊治及中草药投入品四大核心的技术体系。通过多年实践探索
和系统总结，该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立体种植多样性有效提升，科学用肥
保障作物健康，辩证论证实现科学诊治，天然植保产品研发持续推进。
此外，他还带领团队在“中医农业”技术体系的应用推广领域进行了大量
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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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谷区明星小学的校园里，一场充满创新活力的科技
教育实践正蓬勃展开。科技辅导员杜远杰以其卓越的智慧与
深厚的教育情怀，在科技教育领域深耕不辍，走出了一条独具
特色的创新教育之路。

2010 年春，面对太谷科协奖励的两套机器人设备，信
息科技教师杜远杰开启了一场“硬核”转型。他连续 30 天
熬夜钻研，自学机械原理、编程逻辑，手绘教学图谱，创立

“项目驱动+赛事磨砺”培养模式。考取中国航空学会教
练资质后，他组建太谷区首个小学无人机社团，独创“模
拟飞行+实机操作”渐进式训练体系。在科普教育方面，

杜远杰推出的“未来科学家特训计划”颠覆传统科普形式：精彩实验
极具视觉震撼，更将化学、物理等学科知识巧妙转化为思维启迪，深
受学生喜爱。

从社团指导到课程建设，从赛事攻坚到科普创新，杜远杰用8年时间
书写了“一个人带动一支队伍，一所学校辐射一个区域”的生动篇章。这
位扎根基层的教育者，正以科技之光点亮万千童梦，让匠心与创新在童
心中交织共鸣，谱写新时代科技育人的美丽诗篇。

在山西元和堂中药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负责人胡增富
以“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为信念，深耕中药领域三十载，
带领团队在传统炮制技艺与现代科技融合的道路上勇毅前
行，书写出中医药传承创新的时代答卷。

胡增富带领团队深耕古籍文献，从《雷公炮炙论》中汲取
智慧，系统梳理山西本地传统中药炮制技术，常手持泛黄古籍
抄本，与老师傅们在实验室反复推敲炮制火候、蒸制时长等工
艺细节。作为山西省中药饮片标准化工作的开拓者，胡增富
致力于破解传统工艺与现代生产的衔接难题。他带领团队日
夜攻关，不仅攻克了熟地黄、制何首乌、酒黄精“九蒸九晒”的

产业化难题，还开发药食同源新品、拓展中药衍生文创产品，让传统炮制
技艺焕发新生。

从手捧《炮炙大法》的学徒，到制定行业标准的专家，胡增富用 30年
光阴诠释着匠心的真谛。在他推动创办的元和堂中药炮制展馆里，玻璃
柜中陈列着团队研发的100余种标准化饮片样本。

当晨光再次洒向公司试验田培育的蕲艾幼苗，这位深耕中药守正创
新的科研人，正带领团队在传承与突破的辩证中，续写济世安民的情怀。

在山西农业大学果树研究所，黄丽萍以十五年如一日的坚
守，诠释着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作为葡萄种质创
制与利用创新团队核心成员、科研办公室主任及硕士生导师，
她用专业与热情，在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培育、成果转化等多
个领域交出了亮眼答卷。

在国家级枣、葡萄种质资源圃及山西果树种质资源圃的
科研工作中，黄丽萍作为核心成员深度参与，系统性完成了国
内外果树资源收集、鉴定与保存工作。在葡萄种质资源研究
上，她构建精细化档案体系，对植株形态、果实品质等30余项
关键性状展开深入鉴定评价，筛选出一系列极具应用价值的
资源，为果树种质资源精准评价与创新利用筑牢根基。

身为中国北方林果种质资源展览馆首席讲解员，她策划
组织“农民丰收节”科普开放日、全国科普日等活动 10余场，累计接待观
众2000余人次。在山西农业大学果树研究所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果树种质资源科普开放日、太谷区全国科普日等活动中，她向大众揭示
果树种质的科学奥秘，激发了公众学习科技知识的热情。

在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作为内分泌科主任的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李华青，以精湛医术、暖心服务和开拓精神，成为患
者心中的“定心丸”、同事眼中的“领航者”，为推动内分泌学
科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在诊疗一线，李华青堪称医术精湛的“细节控”。面对每一
个病例，她始终耐心询问、细致查体。曾有一位中年男性患者
因反复低血糖辗转多家医院未果，她通过细致追溯病史和动态
血糖监测，精准锁定胰岛细胞瘤，为患者解除了多年困扰。

“精准诊治是内分泌科医生的基本功。”这是她对自己的
严格要求。为提升诊疗水平，她在科室引入动态血糖监测、甲

状腺细针穿刺等技术，牵头建立糖尿病足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将疑难
病确诊率提升至96%以上。“慢性病管理不是开完药就结束，而是医患共
同对抗疾病的持久战。”面对逐年增长的糖尿病、甲状腺患者群体，她带
领科室医护人员推行“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模式，建立患者电子档案，
定期随访观察；开设“内分泌健康讲堂”，用通俗语言科普内分泌常见疾
病科普知识；组建医患交流群，联合科室医疗团队免费在线答疑。

在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体检科，副主任闫兰卓以专业与
温情，在疾病预防的前沿阵地，编织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
诠释着医者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

岗位在变，初心未改。曾是神经内科优秀医师的闫兰卓，
目睹众多脑卒中患者因预防不足、治疗延误留下终身残疾，深
刻意识到“预防大于治疗”，毅然从救治一线转入体检科，成
为一名主检医师，将守护健康的责任使命融入新岗位。

换位思考，精准服务。闫兰卓深知体检项目并非“高大
全”才好，而是要贴合个体需求。他根据客户年龄、性别、家族
病史、基础疾病及既往异常指标，耐心定制个性化、靶向化体

检套餐，让每位体检者都能获得最适配的健康检查方案。
优化流程，精益求精。他常组织科室导诊工作人员开展服务礼仪培

训，并通过优化体检流程缩短客户等待时间。体检科和影像科医护人员
更是提前上岗、错峰工作，有效缓解客户等待焦虑，让体检流程更顺畅、
更暖心。从筛查疾病到守护健康，从解读数据到传递温暖，闫兰卓用责
任与爱心书写医者的担当，在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光彩。

在太谷区与榆社县交界的偏远山区，有个叫“上西庄”的
村子。村里仅有三五户留守老人，宁静中透着几分寂寥，而村
口一座崭新的建筑却打破了这份沉寂—— 一座由个人投资
近 200万元建成的天文台拔地而起，格外引人注目。这座民
营天文台的建造者，是山西师范大学天文与物理教师袁金
照。天文台海拔 1290米，从选址到软硬件配置，各项条件均
达到国家级标准。这里不仅用于变星研究，还面向省内中小
学生开展天文科普教育：学生们可以通过天文望远镜观测太
阳黑子、月亮、金星、火星等天体，认识星座，探索宇宙的奥秘。

袁金照在天文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2003年，他考
入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2008年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山西
师范大学任教，承担普通天文学、广义相对论、大学物理、计算机基础与
应用等课程教学任务。除完成教学任务，袁金照坚持科研观测，每年借
助云南天文台和国家天文台的天文望远镜开展研究，至今已发表10余篇
SCI论文。同时，他热衷天文科普公益，致力于用行动将璀璨星空的知识
带到大众身边，点燃无数人对天文的热爱。

在素质教育深入推进的当下，太谷明星中学科学教育管
理教师张建新以前瞻视野与创新实践，为学校科技教育发展
擘画新蓝图。

张建新统筹规划，精心搭建科技社团矩阵，创意焊接、无
人机翱翔、科学实验探秘、机器人编程等多元课程全面铺开，
为学生打造了丰富的实践平台。

在作业设计上，他大胆革新，推行的全学科项目化教学模
式广受好评。以生活热点与实际需求为切入点，他打破学科
壁垒，深度推进跨学科实践——地理课让学生动手制作地球
仪与地形模型，道法作业用生涯规划图册助力学生展望未来，

英语海报融合传统节日，语文观察日记捕捉科学细节，生物模型制作、历
史房屋探秘等创新作业精彩纷呈。每周一科的创新作业设计，持续激发
了学生的创新活力，有效提升综合素养。

实验教学中，张建新主导构建规范体系，从实验预约、有序开展到课后拓
展环环相扣。他推动教师与实验室管理员协同配合，让实验室成为创新思维
的“孵化地”，确保实验教学高效推进，助力学生在实操中触摸科学真谛。

在山西农业科技战线，有一位扎根果树栽培领域二十余
载的“土专家”——山西农业大学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生
智。作为资深果树栽培专家，他始终秉持“把论文写在大地
上”的信念，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果农增收的“金钥匙”，用科技
力量绘就三晋果业振兴新图景。

张生智以“服务三农”为初心，聚焦果树栽培核心环节开展
技术攻坚。围绕花果管理、病虫害防治、整形修剪等关键领域，
他主持完成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攻克了一系列制约产业发展
的技术瓶颈。品种创新方面，他审定了“紫玉”李、“晋晚樱”樱
桃等果树新品种，为果树的品种改良和更新换代作出了重要贡

献；栽培技术革新中，在他发明的应对果树“倒春寒”的防霜冻装置和适合
果园用的防虫装置等果树发明专利中，部分专利已得到农业部门的重视并
应用于生产实践，有效提升果树抗灾能力。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研发的“矮
化甜樱桃高效栽培技术”入选山西省2025年农业生产主推技术，为全省樱
桃产业升级提供了核心支撑。多年来，为将技术送到果农手中，他的足迹
遍布全省60余个县（区、市），累计开展田间技术培训6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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