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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讲堂以学铸魂
供需对接靶向发力
连日来，我市驻地高校博士走进我市各机关，结合市委“156”战略举措，

重点围绕水土保持、乡村振兴、水力发电、动物喂养等方面进行专题讲座，在

我市上演着一幕幕校地融合、携手并进的生动画面。

“山西省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为

严重、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省份之

一。 2021 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海

河水利委员会以及省水利厅三方完

成了我省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全覆

盖，全省共有水土流失面积5.79万平

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37.01%。其

中水力侵蚀面积近5.79万平方千米，

占全省总面积的36.99%，占水土流失

总面积的99.95%……”2023年12月

28日，太原理工大学水利科学与工

程学院副教授付兴涛来到市水利

局，以《山西省水土保持现状与展

望》为题，为该局相关工作人员进行

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黄河是我国的母亲河，也是中

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黄河从

我省忻州市偏关县老牛湾入境，流

经忻州、吕梁、临汾、运城的 19 县

（市），至运城市垣曲县碾盘沟出境，

流程965千米，先后汇入18条较大

支流，总落差为759米，平均坡降为

0.8‰。黄河流域山西段年径流量

为50.9亿立方米，占山西省年径流

量的 58%。”讲座中，付兴涛从黄河

流域水沙变化、山西省水土保持现

状、“双碳”目标下山西省水土保持

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

付兴涛的讲座将理论、科研和

实践紧密结合，让聆听讲座的水利

工作者收获满满。他们纷纷表示，

本次讲座内容增强了做好工作的

理论储备和信心决心，今后，将立

足大局、与时俱进，为推动晋中经

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贡献水利

力量。 （张凯鹏）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相继

发布，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有了

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2023年

12月28日，山西药科职业学院教师

王一来到榆次区，以《碳达峰碳中和

对乡村振兴带来的发展机遇》为题，

为该区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相关人

员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要求产业

振兴与生态振兴并举，农业生产必

须坚持生态保护优先，走产品优质、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型生产

之路。在‘双碳’目标下，农田、草

原、森林等生态系统既是碳排放源，

又是重要的碳汇，因此，乡村生态振

兴不仅仅要求乡村生态宜居，更要

求乡村生态能够发挥碳汇作用，维

持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

和多功能性。”讲座中，王一从“双

碳”目标对乡村振兴提出的新要求

和新机遇、“双碳”背景下的乡村振

兴路径等方面，为聆听讲座的人员

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王一的讲座内容翔实、内涵丰

富、深入浅出、观点鲜明，既有理论的

高度，又有实践的深度，让聆听讲座

的人员深受启发。他们纷纷表示他们纷纷表示，，本本

次讲座次讲座对他们提升乡村振兴工作的对他们提升乡村振兴工作的

能力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能力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在今在今

后的工作中后的工作中，，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互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互

结合结合，，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张凯鹏张凯鹏））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尽早实现

碳达峰，努力实现碳中和，控制地球

升温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

2023年12月28日，太原理工大

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张雷

克博士走进市水利局，以《“双碳”

目标下水力发电的建设与发展》为

题，围绕水力发电推助“双碳”、水电

开发利用现状、水电站振动研究等

三方面内容，向该局工作人员介绍

“双碳”目标下水力发电，尤其是我

国水力发电的建设与发展情况。

张雷克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水力发电国，拥有丰富的水资

源和大规模的水电项目。在“双碳”

目标下，加快开发利用丰富的水能

资源，大力发展水力发电是构建以

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迫

切要求，不仅对保障电力供应、确保

电网安全有重要意义，更是助推能

源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

的重要推手。

张雷克认为，抽水蓄能是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他在讲

座中分析了抽水蓄能电站运行方

式，探讨了我国抽水蓄能电站的发

展现状，并针对抽水蓄能电站未来

的发展方向提出展望。他表示：“随

着我国电力需求和能源结构变化、

低碳清洁能源快速发展，在现有抽

水蓄能占电源装机容量比例较低的

情况下，凭借抽水蓄能成熟的技术

优势和优越的经济、社会、环保效

益，‘双碳’目标下抽水蓄能迎来重

大发展机遇。” （李娟）

微生物在动物营养消化和健康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调控后肠道菌

群进而调控反刍动物营养与健康。近

日，来自晋中职业技术学院的农学博

士郭春燕走进市农业农村局，以《奶牛

消化道微生物组与乳酸菌调控效应研

究》为题，为技术人员带来了一堂精彩

生动的理论研究课。

郭春燕主要从事反刍动物营养与

调控技术研究，讲座中，她立足“后消

化道（肠道）菌群会受前消化道（瘤胃）

菌群影响，且前消化道菌群对后肠道微

生物的建立贡献很大”这一理论基础，

首先，通过研究奶牛胃肠道微生物随年

龄的时序性变化，探讨不同年龄奶牛各

肠段菌群区系变化特点，证明奶牛后消

化道受前消化道影响程度随年龄变化

规律；随后，基于前人研究结果，消化道

环境存在采食节律性，通过观测成年奶

牛日采食周期内各消化道菌群动态变

化情况，探索基于采食周期内特定时

间点对奶牛后消化道菌群进行调控的

可行性；最后，通过人为干预（添加益

生菌剂），探索添加到日粮中的菌剂经

过不同处理（单菌、复合菌和包被菌

株）后对消化道微生物的影响。

晋中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奶晋中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奶

业站站长贾利君聆听讲座后表示业站站长贾利君聆听讲座后表示：“：“讲讲

座内容系统深入座内容系统深入，，既有深厚的理论基既有深厚的理论基

础础，，又有试验数据的支撑又有试验数据的支撑，，为我们更好为我们更好

地指导养殖户改善动物肠道健康地指导养殖户改善动物肠道健康、、提提

高饲料转化率提供了方向和路径高饲料转化率提供了方向和路径。”。”

（（李娟李娟））

扎实推进水土保持
持续助力绿色发展

践行“双碳”战略目标
书写绿色发展答卷

发展抽水蓄能
推动多元利用

保障奶牛健康
提高养殖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