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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河南正清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再度

引发业界瞩目。 位于河

南省的这家生物科技企

业， 凭借全自动血细胞

分析仪之类的项目，迅

速成长为行业引领者。

公司在创新研发方

面成绩斐然， 在微生物

检测领域， 推出了一系

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科技产品， 这些产品

不仅在市场上获得了良

好反响， 还显著推动了

行业的发展。 这一成就

离不开创始人单志萃女

士的卓越贡献。 单志萃

作为公司创始人和核心

领导者， 在微生物领域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原

创了多项具有高难度和

创 新 性 的 科 研 技 术 成

果。 其中，侵袭性真菌感

染快速检测指引是最具

代表性的研究之一，该

技术大幅缩短了检测时

间，提高了诊断准确率，

为危重患者的及时治疗

提供了关键支持。 这些

技术成果不仅在临床应

用中创造了巨大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还显

著推动了整个临床微生

物领域的现代化、 信息

化和智能化发展。

目前， 正清源公司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

极 引 进 国 内 外 先 进 技

术， 并与多所知名科研

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公司开发出的产品在医

疗和保健领域展现出广

泛应用前景， 为行业树

立了标杆。

例如与丹纳赫旗下

公司的合作， 引进全球

最先进的全自动分子诊

断设备。 这些设备能够

检测新型冠状病毒 、甲

型

/

乙型流感及呼吸道

细胞病毒核酸， 并在

30

分钟内报告结果。 整个

检测过程在封闭环境中

完成，无需人工操作，极

大降低了医护人员的感

染风险， 提高了临床诊

疗效率。

公司还引进了美国

赛 沛 公 司 的 精 准 快 速

DNA

结核复合杆菌产

品， 并在临床推广中取

得了显著成效。 为河南

省的结核初筛诊断提供

了可靠依据 。

2020

至

2023

年间，该技术为河

南省节约了

2000

万元

的结核病诊治经费。

此外， 正清源公司

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

倡导绿色生产理念 ，确

保每一个生产环节都符合国家环保

标准。 公司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

业，展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近年来， 正清源公司获得了多

项荣誉，包括“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河南省科技进步奖”等。 这些荣誉

不仅是对公司业绩的肯定， 更是对

其创新和品质的高度评价。

展望未来， 正清源公司表示将

继续秉持“创新、品质、服务”的经营

理念，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推出更

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继续为

推动微生物学和医疗器械领域的创

新与发展贡献力量， 以稳健的步伐

中迈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申蓉）

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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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车迷少年到汽车界领航者

河南交通广播名嘴谢钊的蜕变之旅

谢钊 ，

1981

年出生于河南焦作这

片热土，他不仅是中国汽车领域的一颗

璀璨明珠，更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

播的标志性人物。自小便与汽车结下不

解之缘的他， 将这份热爱深植于心，逐

渐成长为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前行的先

锋力量。

少年情怀，铸就汽车之梦

自幼年起，谢钊便对汽车世界充满

了无限的好奇与向往。他的耳朵仿佛拥

有魔力，能在喧嚣中捕捉到每一辆驶过

的汽车所独有的韵律，准确辨识其品牌

与型号。 少年时期每当《汽车之友》杂

志到手，他总是如获至宝，细细研读，与

父亲一同探讨驾驶技巧与车辆维护之

道。 高中时期的北京车展之旅，更是点

燃了他投身汽车行业的熊熊火焰，那份

对汽车的热爱与执着，从此化作了推动

他前行的无尽动力。

广播舞台，绽放主持风采

命运的转折悄然降临。

1999

年，谢

钊踏入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虽主修

建筑管理与预算，但内心对广播的热爱

却如野草般疯长。 凭借卓越的普通话功

底与个人魅力， 他迅速成为校园广播站

的一员， 积累了宝贵的播音主持经验。

2002

年，焦作人民广播电台的实习机会

为他打开了广播生涯的大门，而

2004

年

的河南交通广播明日之星大赛， 更是让

他一举成名， 成功签约并主持了多档深

受听众喜爱的汽车节目，如《汽车时代》

《车友俱乐部》及《维尼说车》，成为河南

乃至全国知名的汽车节目主持人。

跨界融合，引领新媒体浪潮

面对新媒体的浪潮， 谢钊勇立潮

头 ，创立了“熊哥说车”这一全媒体品

牌， 横跨抖音、 懂车帝、 今日头条、快

手、视频号、微博及微信公众号等多个

平台，以每周不间断的内容更新，为广

大车迷带来专业的汽车评测、生动的用

车故事及丰富的汽车知识。其独特的视

角与深入浅出的讲解，迅速吸引了超过

50

万的忠实粉丝， 成为众多汽车品牌

争相合作的热门

IP

。

公益之心，传递温暖力量

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谢钊不忘

初心， 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寻找最美

乡村教师》公益活动，是他用实际行动

回馈社会的生动写照。 携手吉利汽车，

连续多年为乡村教师送去关爱与帮助，

不仅捐建了吉利书屋，更邀请了心理辅

导专家与奥运冠军，为乡村孩子带去了

心灵的慰藉与健康的启迪。这一系列善

举不仅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更

荣获了多项殊荣，展现了谢钊作为行业

领袖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

谢钊，这位从车迷少年成长为行业

领航者的杰出代表， 正以他的专业、热

情与爱心，书写着中国汽车产业与媒体

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在未来的道路上，

他将继续以热爱为舵， 以责任为帆，引

领中国汽车文化的航船驶向更加辉煌

的彼岸。 （孙晓玮）

可预测的气象景观

在社交平台上，“大熊猫 ”“火锅

串串”“春熙路”“都江堰”等关键词往

往是成都旅游的“流量密码”。 但对于

在成都生活多年的摄影师张艳来说，

“在成都遥望雪山” 才是这座城市的

魅力所在。

“成都西部山区地势较高，天气晴

朗的时候从东向西看，有机会看到幺

妹峰 、 大雪塘甚至是贡嘎雪山的雪

峰。 ”张艳介绍，在成都市区拍摄雪山

风光的点位中，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风景优美 ，视野较好，既能远眺西岭

雪山 ，又能俯瞰城市景观 ，是摄影爱

好者们的聚集地。

据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管委会生

态事业部部长冯毅介绍 ， 早在

2017

年 ，龙泉山植被还相对稀疏 ，通过开

展国土绿化、义务植树活动，增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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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才形成了如今可供市民亲近自

然的城市生态绿心。“造林初期，气象

部门多次采取人工增雨等措施，有效

提高植被成活率，助力龙泉山扩绿增

景。 ”冯毅说。

“为了满足更多市民和摄影爱好

者的需求，我们建成气象景观可视化

平台，在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等

15

个

点位建设观测站点，实时采集气象景

观数据 ，推出观雪山 、观日出等景观

预报服务，深入挖掘城市气候景观资

源。 成都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周丽娟

介绍，今年

3

月

24

日，成都市气象局

通过微博发布“可遥看雪山 ”的景观

预报信息，不少市民在朋友圈晒出雪

山照 ，再现杜甫笔下“窗含西岭千秋

雪”的胜景。

在追拍雪山的过程中，张艳也逐

渐成为一名“气象铁粉”，除了参考观

雪山预报以外，他还实时查看卫星云

图 、雷达回波等专业数据 ，预判各类

气象景观的产生。“希望通过摄影作

品，让更多人看到成都这座‘雪山下

的公园城市’的美。 ”张艳说。

三星堆的气象密码

在德阳市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中，高大的青铜神树是“必看馆藏”之

一。 铜树三层九枝，枝头铸饰神鸟，与

《山海经》中记载的扶桑树形态相似，

令人对神秘的古蜀文明浮想联翩。

而在钟燕川的眼中， 青铜神树的

高大枝干与盘虬树根，更符合亚热带

植物的特征，是三星堆文明时期四川

地区气候温暖湿润的一种佐证。 作为

四川省气候中心的高级工程师，钟燕

川联合德阳市气象局进行古气候研

究，三星堆的每一次考古发现，都是

她走近这一古老文明、探究其气候奥

秘的新起点。

“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我们

依稀能够还原出当时人们的衣食住

行与日常生活。 ”钟燕川表示，通过对

三星堆遗址的孢粉分析，研究人员发

现了多种植物遗存 ，包括竹子 、阔叶

树材、橄榄、大豆、菊叶香藜以及少量

的碳化稻等，这表明距今约

3000

年前

的成都平原地区有着茂密的常绿阔

叶林 ，植物种类多为热带 、亚热带植

物，人们以大米为食，以竹为建材，舒

适的气候宜居宜业。

为了丰富游客对三星堆的“打开

方式”，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钟燕

川和同事们走进成都自然博物馆，开

展气候知识专题科普讲座，以三星堆

为例讲解气候变化对人类文明兴衰

的影响， 现场近

200

名观众参与知识

问答和趣味互动。

“我们还将三星堆气象密码的科

普探索活动送进校园，让同学们更加

具象地感知古蜀文明，深化对气候变

化的认知。 ”钟燕川表示，下一步他们

还将继续推动科研结果的科普转化，

推出相关研学课程，吸引更多大小朋

友走近三星堆，游有所学。

乡村中的气象课堂

正值暑期，研学旅行颇受欢迎。 走

进成都市温江区的和林稻海， 绿油油

的水稻在微风中连绵起伏， 水稻田尽

头的二层小楼里， 有一家乡村气象博

物馆， 来自通平小学的孩子们在这里

了解水稻生长所需的温湿度条件，认

识气象科学与农业生产的紧密联系。

“我学习了什么是气象要素，感

受到气象知识趣味无穷。 ”四年级的

赵苡琳十分喜欢这间“行走的课堂”。

乡村气象博物馆负责人李红菲介

绍 ， 目前馆内设置有气象观测展示

区、气象模拟体验区和气象文化科普

区，开发气象探秘、气象体验、气象播

报、气象实验、气象手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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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研

学课程 ，围绕农耕文化、二十四节气

等主题，吸引周边学生走进场馆和稻

田，进行场景式、体验式 、互动式 、探

究式的科普研学。

“自去年

9

月以来，我们已经开展

气象科普研学活动

89

次，服务

2

万多

名中小学生，与

70

多家学校和机构达

成合作。 ”李红菲说，在稻田里开展气

象研学激发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与想

象力，也为博物馆所在的八角村带来

了更多人气 ，为当地新增一处“打卡

目的地”。 （朱金宜）

“气象 +”添趣文旅“新蓝海”

好天气既是旅途中令人愉快的背景， 也是与摄影、 露营、 研学等活动息息相关的“伙

伴”。笔者近日跟随“绿镜头·发现中国”主题采访团走进四川成都、德阳等地，记录当地气象

部门如何以多元服务拓展文旅资源，让游客的旅途更加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