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加开多趟省内晚间高铁列车
满足广大旅客出行和消费需求，带动夜经济发展

新华社郑州 6 月 12 日电
（记者 李文哲） 记者从中国铁路
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6 月
12 日起，该公司加开多趟往返郑
州、洛阳、三门峡等城市的晚间高
铁列车， 以满足广大旅客出行和
消费的需求，带动夜经济发展。

此次加开的高铁列车到发时

间均在 17 时到 24 时之间。其中，

6 月 12 日至 6 月 30 日加开郑州
东至三门峡南 G9103 次、三门峡
南至郑州东 G9104 次、郑州东至
洛阳龙门 G9101 次、洛阳龙门至
郑州东 G9102 次等。 7 月 1 日后，
加开高铁运行时刻将根据铁路部

门最新的运行图另行公布。
为进一步方便旅客出行，铁路

部门和洛阳市政府还联手推出“古

都夜八点：高铁+公交”无缝衔接的
畅游模式，开通 4条洛阳市区接驳
公交线路。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正在积极
打造“古都夜八点”文旅消费品牌，
丰富夜游、夜购、夜宵、夜娱等消费
业态。 4月起，龙门石窟景区已推
出“夜游龙门”活动，让游客在晚间
领略石窟造像的别样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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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云二号”01星、02星完成第一阶段测试
新华社武汉 6 月 12 日电

（记者 谭元斌 胡 ?） 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行云工程”首
发星“行云二号”01 星、02 星目前
已完成第一阶段测试， 全部在轨
测试将分几个阶段进行。

记者 11 日从航天科工集团
了解到 ，5 月 12 日发射入轨后 ，
“行云二号”01 星、02 星已完成包
括平台及载荷状态测试、 馈电链
路通信测试、用户链路通信测试、
通信业务流程测试等各项测试，

核心技术得到验证， 测试结果完
全符合设计预期， 第一阶段测试
工作圆满完成。

航天行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介绍说，接下来，两颗卫星将继
续开展在轨技术验证， 尝试进行
行业示范应用的测试，为完成“行
云工程”建设奠定基础。

“行云工程”是航天科工集团
打造的天基物联网工程。 5 月 12
日， 航天科工集团利用自主研发
的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 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以“一箭双星”方
式，将“行云二号 ”01 星 、02 星送
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

据悉，在链路测试过程中，航
天行云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武汉国

家航天产业基地的行云地面信关

站在卫星过境窗口内， 成功实现
了卫星馈电链路数据收发， 先后
解析出了“行云二号”01 星、02 星
在星箭分离时所拍摄的照片及相

关数据。

这是 6 月 12
日拍摄的盐通高

铁东台站外铺轨

施工现场。 当日，
在江苏省东台市

的盐通高铁东台

站外施工现场，一
对 500 米长钢轨
平稳落在无砟道

床上，标志着盐通
高铁建设进入线

上轨道铺设阶段。
盐通高铁位于江

苏盐城 、 南通境
内，是国家 “八纵
八横”高速铁路规
划网的重要组成

部分。
新华社记者

李 博 摄

黄河岸边有古镇

6月 12日，廊坊市广阳区迎春北路社区居民通
过人脸识别门禁系统进入小区。 为完善社区治理体
系，保障居民安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引入智慧化
设施， 为老旧小区安装新装备———智能道闸和人脸

识别门禁系统。 居民扫码进入广阳区智慧社区信息
管理系统，完成信息录入后，便可以通过“刷脸”“车
牌识别”进出小区。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老旧小区大变身

这是 6 月 12 日拍摄的碛口古镇一角。 位于山
西省吕梁市临县的碛口古镇，依山傍河而建，因黄
河大同碛而得名。 碛口古镇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
具有黄土高原建筑特色的晋商宅院，近年来，当地
一方面加强对古建筑的修缮保护，一方面大力发展
旅游，让这座古镇重新焕发生机。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长白林海淘“黄”金

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八家子镇

南沟村桑黄栽培基地，村民观察桑黄生长情况。 森
林有“黄”金，其名曰“桑黄”。 这种因寄生于腐烂桑
树而得名的真菌，因其重要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
就备受追捧。 近年来，在吉林省东部长白山区的林
海中，出现了一批特殊的“淘金者”。

新华社记者 许 畅 摄

让农作物更高产耐旱
我国科学家研究植物激素取得新突破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记者 董瑞丰） 中国科学院遗传
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家洋院士

团队日前提出一种全新的植物

激素信号转导机制，对改良农作
物株型、提高营养利用效率以及
培育抗寄生作物具有指导意义。
相关研究论文于北京时间 11 日
由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自然》在
线发表。

记者从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

物学研究所获悉， 该团队此次阐
明了一种名为独脚金内酯的植物

激素如何在分子机制上调控分枝

发育、 叶片形状以及花青素积累
等。 同时， 发现一类新型抑制蛋
白， 作为转录因子和抑制子发挥
双重功能， 可解释独脚金内酯为
何在植物生长发育多个方面具有

重要调控作用。
独脚金内酯可调控植物的生

长发育以及对干旱、 低磷等逆境

的适应能力， 对农作物改良增产
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该激素也会
刺激寄生杂草种子的萌发， 造成
农作物减产。

该团队此前关于 “阐明独脚
金内酯调控水稻分蘖和株型的

信号途径 ”的成果 ，入选了科技
部公布的 2014 年度中国科学十
大进展。 此次成果是团队在植物
激素信号转导领域的又一突破

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