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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9 月在湖南

考 察 时 强 调 ：“ 要 有 序 推 进 产 业 结 构

优 化 升 级 ，加 快 发 展 优 势 产 业 ，着 力

筑牢产业基础，推动产业链现代化。”

今 年 3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湖 南

考察时指出：“聚焦优势产业，强化产业

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继续

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打造国家级产业

集群。”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湖南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以先进制造业为主攻方向，创新驱动

挖掘产业新增长点，强链补链壮大先进

制造业产业集群，数字赋能培育发展新

优势，加快发展优势产业。

自主创新，催生产业新动能。2023年

9 月 ，氢 能 源 智 能 轨 道 电 车 亮 相 马 来

西亚，开启商业运营前的关键试跑。这

种智能轨道电车由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研究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无需铺设有

形轨道，被称为“跑在马路上的火车”，

其自主导向与轨迹跟随技术已较为成

熟。“智能轨道电车可为城市交通出行

提供优势明显的中低运量轨道交通系

统解决方案，目前国内已有多个城市发

布规划线路。”展望前景，该公司总工程

师冯江华信心满满。

自主创新，是湖南先进制造业得以

发展壮大的关键一环。以推进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创新研发活动全覆盖为主

线，湖南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强化

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2023 年新增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六有”（有人员、有投

入、有设备、有项目、有场地、有制度）

研发机构近千家，构建起“1 个国家级+
11个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76 家国家

级+1392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制造

业创新体系。

强链补链，壮大优势产业集群。湖

南 培 育 输 变 电 产 业 集 群 企 业 749 家 ，

2023 年实现营收 2045 亿元，多个产品

的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国际领先。

作为湖南省培育壮大输变电产业集群

的促进机构，湘雁输变电产业服务中心

通过摸清集群发展状况，明晰发展路

径，把眼下招商重点放在引进精铜杆生

产等 4 类企业上。“我们紧盯精铜杆及

其原料电解铜布局，精准发力，今年有

望疏通堵点、补齐短板。”服务中心负责

人晏华衡说。

优 势 产 业 集 群 如 何 继 续 做 大 做

强？湖南围绕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先

进制造业集群，编制集群全景网络图、

拟引进企业库和招商清单等，着眼强链

补链绘制集群发展“路径图”。当前，湖

南正着力将工程机械等 4 个国家先进

制造业集群打造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推动先进

能源材料等六大产业集群创建国家先

进制造业集群，梯度化、分层次培育壮

大先进制造业集群。

数字赋能，加快先进制造业提质增

效。数百道装配工序、超 5000 个零部

件……在位于长沙市的中联智慧产业

城中大型挖掘机智能装配车间，下线一

台挖掘机，只需要 6 分钟。“型号多样、

工艺各异、零部件不同的挖掘机，都能

在同一条生产线实现智能化、柔性化生

产。”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

工程师付玲介绍，凭借多年来数字化转

型的积累，公司率先打造出多品种、小

批量、超大规模零部件全流程智能制造

挖掘机生产线，去年挖掘机海外市场销

售额同比翻番。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

景下，传统制造业如何培育竞争新优

势？湖南出台“智赋万企”行动方案，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

提升先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2023 年，湖南省主要工业互联网平台连

接工业设备超 955万台（套），新增 13.3万

家企业上云、1.3 万家企业上平台；数字

经济总量突破 1.7 万亿元，增长 15%。

统计数据显示，湖南已累计培育制

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和产品企业 48家。

2023 年，湖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5.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0.5 个

百分点；优势产业明显提速，装备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今年前两月，

湖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高于去年同期 1.2 个百分点；规模

以上装备制造业增长 9.5%。

湖南加快发展优势产业
本报记者 吴齐强 颜 珂 申智林

清明节假期，不少人选择外出踏青、

旅游。一些地方发布倡议：避免野外用火、

爱护公共物品、践行“光盘行动”……字里

行间，都提示着文明出行的重要性。

旅游是一场丰富的体验，不仅可以

饱览湖光山色，也可以感受风土人情。

人与人、人与自然如何互动，在旅程中

十分重要。自觉排队、礼让互助，小朋

友在家长的引导下遵守规则 ，不 随 意

丢 弃 垃 圾 、爱 护 环 境 …… 人 与 人 、人

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细节，总会让

人 心情舒畅。沿途播撒文明的种子，

不仅能让美丽风景增色，也能添彩美

好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断提升

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人人

秉持文明出行理念，将文明规范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景区着力在完善设施、优

化服务、加强引导、精细管理等方面下

功夫，就一定能促进全社会文明水平的

提升。

文明出行文明出行 添彩添彩美好生活美好生活
刘 念

■今日谈R

本报北京 4月 6日电 清明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

安全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清明节假期

（4 月 4 日至 6 日），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1.19 亿人次，按可比口径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11.5% ；国 内 游 客 出 游 花 费 539.5 亿 元 ，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2.7%。入境游客 104.1 万人次，出境游客

99.2 万人次。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清明节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

流动量超 7.5 亿人次，日均超 2.5 亿人次，比 2023 年同期日均增

长 56.1%，比 2019 年同期日均增长 20.9%。

具体看，铁路客运量预计 4974.3 万人次，日均 1658.1 万人

次 ，比 2023 年 同 期 日 均 增 长 75.3%，比 2019 年 同 期 日 均 增 长

20.7%。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6.9亿人次，日均超 2.3亿人次，

比 2023年同期日均增长 55.1%，比 2019 年同期日均增长 21.8%。

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4 月 4 日至 6 日，全国民航预计累计

保障旅客 510.15 万人次，日均 170.05 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超

4.6 万班，日均超 1.5万班。

4 月 6 日，全国铁路迎来清明节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数据显示，4 月 6 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

客 1790 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163 列。

清明节假期，群众驾车出行集中，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

行。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 4 月 6 日 18 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

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长时间长距离交通拥堵。全国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提前谋划部署，加大警力投入，强化路面管控，广泛宣

传引导，全力确保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 4 月 6 日 20 时，清明节假期

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灾害事故。

（综 合 本 报 记 者 郑海鸥、王珂、韩鑫、邱超奕、李心萍、

张天培、刘温馨报道）

清明节假期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7.5亿人次

一大早，村民刘仕强像往常一样，

迎着日头来到田头，打开农机库，按键

启动、设定轨迹、拨动摇杆……伴随着

低沉的轰鸣声，一台履带式翻耕机器人

“走”向不远处的农田。

这里是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的剡

水田园数字化智能农业种植基地。放眼

望去，3000 多亩高标准农田连绵成片，

150多亩智能玻璃温室大棚整齐排列。

正值 4 月初，刘仕强打开手机上的

“网上国网”APP，输入户号、选择月份，

3 月 份 电 费 账 单 展 现 眼 前 ：种 植 基 地

3 月用电量 1.1 万千瓦时，环比上月大

幅增长，达到 122.7%。

用电量增幅来自哪里？

刘仕强指向田里：翻耕机器人按照

既定程序犁地、旋耕、平地，为 1000 亩

备耕水稻田“舒展筋骨”；春风吹过一旁

的麦海，露出正在除虫的植保机器人；

采摘机器人装了一筐又一筐小番茄。

“春耕一开始，机器人都不闲着，干农活

它们比我忙。”刘仕强说。

剡水田园里，运行着大量电气、电子

设备等。像剡水田园这样的现代化农业

基地，在奉化区还有不少。据统计，春耕

备耕以来，奉化区农业用电量达到 204万

千瓦时，较之前有大幅增长。

去年 7 月，奉化区建成投运剡水田

园万亩方一期工程，把村庄附近的零散

“小田”并成了规整成方的“大田”，刘仕

强也成了“新农人”，手中的锄头换成了

农机遥控器。

现在，基地近 5000亩农田产量和质

量都有显著提升。“不用时刻盯着，如果

有情况，手机也会提醒。”眼见翻耕机器

人顺利开工，刘仕强走进一间宽敞亮堂

的智能玻璃温室大棚。大棚内安装了温

度、湿度等各类传感器，监测系统据此智

能分析作物生长情况，并通过温湿度控

制等设备，营造出适合当季作物生长的

环境条件。“打开手机APP，大棚的许多指

标都能被监测、遥控，很智能。”刘仕强说。

刘仕强介绍，今年种植基地里将有

多轮耕种，区里组成保供保产服务专班。

“我有信心，今年又是丰收年！”刘仕强说。

一 份 电 费 单 里 的 春 耕 新 图 景
本报记者 刘军国

■春耕进行时R

广东深圳东南约 240 公里，蔚蓝海面波涛

起 伏 ，总 高 338.5 米 的 亚 洲 第 一 深 水 导 管 架

“海基二号”，稳稳矗立在 324 米深的海床之上，

露出 10 余米的黄色导管架端头，等待与上部

油气生产平台“合体”。

4 月 5 日，在打桩锤和水下机器人的配合

下，第十六根钢桩“钉入”海底地层 134 米，至

此 ，“ 海 基 二 号 ”导 管 架 水 下 打 桩 作 业 全 部

完成。

每根钢桩长约 170 米、直径约 2.7 米，总重

量相 当 于 1 万 辆 小 汽 车 ，尺 寸 和 重 量 均 为 亚

洲之最。“它们深深扎入海床，让导管架经受住

复杂海况考验。”中国海油流花油田开发项目工

程师王德洋说。

不远处，一艘红白相间的灌浆船抵达作业

现场，准备后续灌浆作业。灌浆船通过管线，将

特质水泥填满钢桩与裙桩套筒间的空隙，让导

管架更加稳固。

导管架相当于“地基”，用于支撑海上油气

平台的庞大“身躯”。放眼全球，有数千座导管

架 生 产 平 台 ，但 应 用 水 深 超 过 300 米 的 不 足

10 座。“海基二号”作业海域平均水深约 324 米，

总重达 3.7 万吨，用钢量接近北京国家体育场，

是国内首次在超过 300 米水深的海域安装固定

式导管架。

深 水 安 装 、吨 位 巨 大 、海 况 复 杂 ，每 一 个

难 题都是世界级的。中国海油项目团队以科

技创新为引领，攻坚克难，让“海基二号”在海水

中站得更稳、更久——

高 盐 高 湿 环 境 和 风 浪 流 等 冲 击 ，对 导 管

架的钢材强度提出更高要求。如果采用传统

钢 材 ，导 管 架 下 水 重 量 将 达 到 约 4.2 万 吨 ，超

过 目 前 国 内 外 建 造 场 地 、施 工 船 舶 等 资 源 的

承载能力。

研发国产高强钢，让导管架“减脂增肌”。

项目团队联系各大钢厂试生产，反复摸索、攻

坚，终于研发出了新型 420 兆帕级超高强钢厚

板。“这一材料使导管架减重约 5000 吨，节省材

料及船舶改造费上亿元。”中海油研究总院工

程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付殿福说。

“海基二号”扎根 300 多米的深水，那里看

不见、摸不着，如何监测？

数字孪生平台成为解决方案。

海上数据采集传输中心、380 组监测传感

器 、海 底 全 剖 面 流 观 测 平 台 等 设 备 和 系 统 的

架 设 ，让 240 多 公 里 外 的 陆 地 指 挥 中 心 能 够

模拟生成一座数字孪生导管架。“虽然深水中

看不见、摸不着，但风、浪、流等环境数据和导

管架状态参数，我们可以一清二楚。”中国海

油深圳分公司深水工程建设中心主任工程师

王火平说。

海洋经济的发展前途无量。积极培育和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

系的关键之举。不断以新质生产力激发新动能

新优势，必将推动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的更大成效。

上图：建设中的“海基二号”。

李浩玮摄（人民视觉）

研
发
国
产
高
强
钢
、搭
建
数
字
孪
生
平
台
，﹃
海
基
二
号
﹄

—

挺

立

深

水

勇

创

新

本
报
记
者

丁
怡
婷

新数据 新看点

本报北京 4 月 6 日电 （记者罗珊珊）商务部近日发布

数据显示：今年前两月，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7160 家，同比

增长 34.9%，为近 5 年来最高水平，显示出跨国公司看好我国

市场发展机遇，持续投资中国。

从结构看，前两月，高技术产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1865家，

同比增长 32.2%；实际使用外资 714.4亿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

资比重达 33.2%，较 2023年同期占比提高 1.2个百分点。其中，

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282.7亿元，同比增长 10.1%。

从来源看，部分发达经济体对我国投资增长较快。前两

月，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585.8%、

399.3%、144.5%。

前 两 月 新 设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同 比 增 长 34.9%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714.4 亿元

数据来源：商务部 制图：张丹峰

清明节假期，人们纷纷赏春踏青、外出游玩，文旅活动丰富多彩。

图①：4月 5日，小朋友在河南洛阳市孟津区白鹤镇的郊外放风筝。

黄政伟摄（影像中国）

图②：4 月 6 日，运动爱好者在安徽亳州市利辛县的生态园里骑行。

刘勤利摄（人民视觉）

图③：4 月 6 日，江苏扬州市瘦西湖上游船穿梭。

孟德龙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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