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门口就能吃上可口饭菜，不仅

品种丰富，价格还实惠……如今，许

多城市在社区里建起物美价廉、干净

卫生的社区食堂，为老年居民提供就

餐便利，也让居家养老有了更坚实的

支撑。

社区小食堂，民生大文章。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有 2.6 亿人，占总人口

比重达到 18.70%。规模庞大的老年

人口，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对

居家养老服务的能力和质量提出了

更高要求。社区食堂不仅解决老年

人的用餐难题，还提供了聚餐交流的

平台，让老人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

彩，不失为提升养老服务的一种有益

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满足老年

人多方面需求，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

福美满的晚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

重要责任。”从建立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到配备更多运动、娱乐等器材，再

到通过大数据建立老年人需求评估

体系……服务越到位，群众越满意，

从实际需求出发把一件件民生好事

办好，全方位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

平，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老有所安的美好愿景就一定能实现。

服务服务越到位越到位

群众越满意群众越满意
邵冰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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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丰田新能源车产能扩建项目

焊装车间内，一条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

白车身焊装生产线即将完成，数百台机

器人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安装、调试。

“整线使用机器人 219 台，运用了自

主研发的超高速输送、NC 柔性定位系

统等多项创新性先进技术。”广州瑞松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志强说，

得益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高速增长，瑞

松科技已交付 20 多套新能源汽车生产

线，预计今年订单将大幅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国内工业

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57.4%；1 至 8 月国

内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63.9%。

——“63.9%”的背后，是下游制造

业应用端景气度持续回升。

“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项目，

工业机器人产业是我国制造业运行的

晴雨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

展中心政策规划处处长左世全说。前 8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均增长

1.9 倍，光伏电池、锂离子电池产量累计

分别增长 48.1%和 38.7%，下游制造业应

用端景气度回升，带动工业机器人行业

重拾增长势头。

——“63.9%”的背后，是我国制造

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速。

在深圳欣旺达电池包自动生产线

上，电芯翻转、机器人堆叠、气密性测试

等覆盖所有工序的近 800 个动作，如今

已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全部建立起模型，

并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了连接。“数

字孪生生产线将工业机器人与工业互联

网有机融合，通过全面实时的数据采集、

分析、决策，电池包的质量缺陷问题将易

于被发现。”华龙讯达总经理龙小昂说。

“我国制造业正呈现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的好势头。”左世全介

绍，以智能工厂为代表的自动化应用，

开 始 由 汽 车 、3C 电 子 向 金 属 加 工 、化

工、食品制造等领域拓展，工业机器人

使用密度也从 2016 年的 75 台/万人增

长到 2019 年的 113 台/万人，这一数据

今年将继续提升。

——“63.9%”的背后，也是我国工

业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驶入快车道。

壳体内伺服压装、自动送钉拧紧、

机器人视觉引导自动装配、3D 视觉检

测……仅仅 6 分钟，一台搭载在红旗 H9
轿车上的高端纵置自动变速器，就缓缓

驶下一汽轴齿中心 DCT400 变速箱生

产线。“新松机器人与一汽集团携手合

作，创新突破多项技术难点，实现了产

线柔性化、自动化、智能化，确保了产品

装配精度。”来自新松公司的项目负责

人秦剑说。

谐波减速器、自研控制器、国产智

能控制和应用系统……一批强链补链

的 最 新 成 果 亮 相 2021 世 界 机 器 人 大

会。“近年来，我国工业机器人本体性能

和质量取得长足进步，关键零部件领域

的部分难题得到缓解，系统集成应用水

平和范围进一步深化拓展，产品供给能

力快速提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

器人分会执行副理事长宋晓刚预计，全

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速将超 30%。

前 8 月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63.9%

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速
本报记者 王 政

新数据 新看点

■今日谈R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同心奔小康

中午时分，年过八旬的郑州市金水

区甲院社区居民张玉玲和几位老姐妹

相继走进社区食堂。

“海米冬瓜，番茄西葫芦，还有大烩

菜。”张玉玲点好了菜，与老邻居们围坐

在一起。

不一会儿，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

桌。“这儿的饭菜合口味，吃得舒坦。”张

玉玲说。

曾经，张玉玲常为做饭犯难。“要照

看老伴，还要做饭。去外头买，不合口

味也不实惠。”她说。

甲院社区常住居民 2000 多人，60
岁以上的老人超过 1/3，居民们盼着建

一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区里利用社

区的一块闲置地，建成 1500 多平方米

的养老服务中心。一楼设明厨亮灶的

中心厨房和食堂，聘请专业团队运营。

去年，社区食堂顺利开张。

“有了社区食堂，真暖心。”张玉玲

最喜欢社区食堂的早餐，品种丰富又实

惠，中午的米饭套餐，搭配花样多，60
岁以上还享受八折优惠。更暖心的是，

食堂还安排了社区志愿者免费送餐上

门，“下雨天出门怕摔跤，打个电话，热

乎饭菜就送到了。”

养老服务中心也很受欢迎，二楼有

老年人日间休息室、助浴间，三楼是老

年大学。金水区引入专业团队，为老年

人提供生活照料、助餐助浴、健康管理、

文 体 娱 乐 等 综 合 性 、多 层 次 、专 业 化

服务。

最近，方荣英老人外出的次数多了

起来。老人独居在黄河路 92 号院，出

门总是担心厨房没关火、大门没关好。

社区工作人员在她家中安装了安全预

警设备，一旦老人忘记关燃气阀、关大

门，设备将第一时间通知老人。

为方便独居老人，金水区提供视频

监控、智能床垫、智能腕表、“一键通”紧

急救援呼叫器等设备，将社区与区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及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联

网，服务精准度显著提升。

金水区委书记张红伟介绍，我们把

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作为重点

民 生 工 程 来 抓 ，目 前 全 区 17 个 街 道 、

174 个社区，已建成投用 9 个街道养老

服务中心，125 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年底前再建成投用 8 个街道养老服务

中心和 17 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届时

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社区养

老 设 施 覆 盖 率 达 90%以 上 ，基 本 形 成

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线上线下、以

大带小、延伸居家”的养老服务模式。

有了社区食堂，真暖心
本报记者 马跃峰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本报昆明 10 月 5 日电 （记者张帆、杨文明）空中，

无人机追踪动态；地上，沿路投放食物；专家和工作人员

为它们日夜奔忙，当地群众对它们爱护有加……5 月以

来，云南西双版纳一群野象的迁徙引起广泛关注，经过

各方努力取得了人象平安的结果。

2020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这个

理念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只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锲而不舍，久久

为功，就一定能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云南省广大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切实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完善保护网

络，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云南拥有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物种资源和种质

资源，在维护生态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云南省生

态环境厅主要负责人表示。云南省成立生物多样性保

护委员会，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形成了有效保护生物多

样性的模式与机制。

要做好保护，需要先摸家底。高黎贡球兰、金平异

药花……云南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调查力度，仅 2020 年

就发现新物种、新记录种 256 种。家底摸清，保护还要突

出重点。云南提出“极小种群”保护倡议，经不断探索取

得显著进展。目前，滇金丝猴的种群数量达 23 群 3300
只以上，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达 300 头左右，西黑冠长臂

猿、黑颈鹤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也实现稳定增

长；首次发现时仅残存 4 株的漾濞槭如今已超过万株，一

度绝迹的富民枳在原产地实现野外回归重建。

生物多样性保护，守护栖息地是关键。云南出台管

理政策与建设标准，理顺了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截至

目前，云南全省约 1/7 的国土面积划入各类自然保护地，

全省约 90%的重要生态系统和超过 90%的国家重点保护

植物、约 80%的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得到有效保护。随着

保护地面积的扩大，普达措国家公园内中甸叶须鱼等珍

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更好保护；随着巡护力度增强、周围

干扰减少，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的绿孔雀种群数量

达近百只……

生物多样性保护，既要重视物种和生态系统，更要

关注遗传基因。“建立种质资源库，既给野生生物种质资

源购买了一份‘保险’，也为未来持续利用基因资源开了

家‘银行’。”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种质保藏中

心主任蔡杰介绍，截至 2020 年底，该中心已保存植物种

子 10601 种 85046 份，占我国有花植物物种数的 36%，居

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野象在迁徙的同时，也给沿途造成了损失。云南省

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处处长向如武介绍，目前已启动野

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定损统计工作。为了帮助北移亚洲象群全部安全跨过元江

南返，云南省共出动警力和工作人员 2.5 万多人次，无人机 973 架次，布控应急车辆

1.5 万多台次，疏散转移群众 15 万多人次，投放象食 180 吨。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

保险承保公司受理亚洲象肇事损失申报案件 1501 件，评估定损 512.52 万元。

云南先后出台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管理办法等多项法规

和制度，建立了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随后又启动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试

点，在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化、法治化方面走在前列。截至目前，共核定野生

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案件 13 万余件，兑付保险金 2.9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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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把劲哦，酿新酒呦！”劳动号子

喊起来，村民们干得更起劲。

国庆假期，浙江省开化县大溪边乡

上安村的 500 亩高粱喜获丰收。整整

一上午，村支书余雄富穿梭在田间，和

村民们一起收割、脱粒、晾晒。微风吹

过，热气消散，笑容洋溢在每个人脸上。

“今年全村红高粱产量达 40 万斤，

质量也好，能酿 10 多万斤好酒！”余雄

富熟练地摘下一穗高粱，放在手中捻

了捻，仔细端详品相，“这几年我们的

高粱产业越做越大，村民有了致富路，

上安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发展红高粱产业，日子越过越幸福。”

行走广袤乡野，一曲曲丰收之歌

正在田间地头唱响。

机声隆隆，稻香阵阵，在黑龙江省

兰西县长江乡聚宝村，刚收获的水稻

堆成座座小山，在阳光照射下金黄耀

眼。光辉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邹晓辉喜上眉梢，“今年水稻长势喜

人 ，比 去 年 增 产 约 15%，亩 产 超 1100
斤不在话下！”

农家小院儿干净整洁，金黄的玉

米挂满墙壁。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东吴村，村民党佩佩今年种了 500 多

亩玉米。“亩产 1000 多斤，比去年增加

了 200 斤 呢 。 这 都 得 益 于 推 广 新 品

种、新技术，我们才有这大丰收。”党佩

佩说。

一句句朴实的话语，道出农民的

心声。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

各类惠农政策，精心培育现代农业，助

力广大农民再迎丰收年。

在山东省平度市白沙河街道孙家

荒村，近万亩秋梨挂满枝头。51 岁的

孙 书 祥 开 着 三 轮 车 ，从 梨 园 深 处 驶

来。“种了 9 亩梨园，这一季就收入近

10 万元。”盘算今年的收成，老孙喜上

眉梢。

孙家荒村，曾是名副其实的“荒

村”。“多亏了党支部选了好产业，领着

我 们 种 梨 树 ，还 开 办 技 术 培 训 指 导

班。”孙书祥笑着说，“现在俺们村的日

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不少村民还在

城区买了房。”

10 月 5 日，四川省中江县永太镇

多宝村雨后初晴。迎着阳光，10 余台

收割机穿梭在田间，将粒粒饱满的稻

谷倾泻到一旁的卡车里。近年来，中

江县大力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开展“菜单式”服务，提升农业生产的机械

化水平。水稻种植户刘书林说：“机械化

收割真是好，收来还能卖个好价钱。”

在湖南省沅江市新湾镇莲花村，一簇

簇金秋砂糖橘挂满枝头。柑橘一直是当

地主打产业，但以前由于品种老化，往年

丰产却不增收，橘子卖不出去的情况时有

发生。2018 年，当地对症施策，引进新品

种，鼓励橘农“品改”。村民张荣国直言，

大家都尝到了甜头，“一棵树可以挂果 150
斤，丰产又增收。”

唱起动听的歌，跳起欢快的舞，迎来丰

收的农民，尽情地抒发着内心的喜悦之情。

这 几 天 ，广 东 省 广 州 市 增 城 区 正 果

镇以“庆丰收 感党恩”为主题，在岳村片

区 百 里 道 香 新 乡 村 示 范 带 举 行“ 庆 祝 农

民丰收节——‘百里道香’稻田乡村马拉

松 ”活 动 。 众 多 参 赛 者 和 游 客 还 参 与 割

稻 子 、抓 禾 鱼 、打 橄 榄 等 活 动 ，共 享 丰 收

喜悦。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禄峒镇平江

村 ，一 场 别 开 生 面 的 田 间 歌 舞 秀 热 闹 上

演。近 200 名群众身着五彩民族服装，以

稻田为舞台，割稻穗、唱红歌、拍视频，引得

过往的游客、路人纷纷驻足留影。“在丰收

的稻田里唱歌，很骄傲很开心。”村民黄文

科擦完汗，转身又加入了欢乐的人群。

（本报记者方敏、张艺开、强郁文、李

蕊、李凯旋、孙超、罗艾桦、祝佳祺、郑壹）

图①：金秋时节，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

市禄峒镇平江村金黄的稻田与民居、云朵、

喀斯特地貌相映成景。

何华文摄（影像中国）

图②：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普满乡板

贝村，金色稻田美丽如画。

黄春涛摄（人民视觉）

图③：国庆假期天气晴好，江西省南昌

市南昌县 16 万亩中稻进入收获高峰期，当

地农民抢抓农时收割稻谷。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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