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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平方米的空间内，机械臂辗转

腾 挪 ，自 动 导 引 车 运 行 有 序 ，激 光 划

片、焊接、高密度封装、人工智能质检等

工序一气呵成。位于江苏省淮安市的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一期

工厂内，自动化率达到 88%，每分钟就

有 5 块光伏组件下线。

“截至今年 3 月底，我们的光伏组

件累计出货量，已经相当于三峡水电站

装机量的 9 倍。”天合光能董事会秘书

吴群说，“企业下足功夫，挖掘潜能，多

次刷新行业纪录，申请的专利已超过

4000 件。”

“在制造光伏电池的过程中，硼扩

是关键环节之一。传统的一步硼扩工

艺所形成的发射极，难以同时兼容载流

子的高效产生和传输。”天合光能电池

工程技术经理刘成法介绍，“我们创新

性地将这个环节分为两步进行，并搭配

激光局域热处理工艺，首创了相关专利

技术。又花费 3 年，历经数百次测试，

投入上千万元研发资金，最终实现了

电池转换效率的提升。”

同样肯下足功夫的，还有“进窄门、

走远路”的蜂巢能源。

匀浆，涂布，模切，叠片，运送，装

配……在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常州生产基地，使用第三代高速叠片

技术的生产线上，每 0.125 秒就可以生

产一片电芯极片，相比传统叠片技术路

线，效率提升约两倍，设备占地面积减

少 45%。截至目前，公司在全球已申请

专利超过 7000 件。

企 业 肯 下 足 功 夫 ，是 因 为 看 准 了

方向，在自主创新上锲而不舍。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发展，电池

包设计向着长薄化方向过渡。蜂巢能源

看准这一趋势后，创新叠片技术，把电芯

极片像叠三明治一样堆叠到一起。从

2018 年开始，蜂巢能源技术团队经过

5 年研发，终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的技术迭代。公司高级副总裁王志坤

说：“我们认准了就坚持走下去。”

企 业 下 足 功 夫 自 主 创 新 ，靠 的 是

当地制造体系的有力支持。

江苏已实现制造业 31个行业大类、

179 个中类、609 个小类全覆盖，工程机

械、光伏、汽车等多个行业形成从原材料

到终端产品、从研发设计到加工制造的

完整产业链条。去年，江苏印发方案，聚

焦 1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和 50条产业链，

实施八大行动，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建设质量效益

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强省。

天合光能的中下游供应链企业分布

在三小时经济圈内；蜂巢能源能在 6 小

时内配齐所有原材料，由于供应链上游正

负极材料厂商和下游整车厂商都在常

州，企业的物流和仓储成本大幅降低。

目前，江苏省累计获评国家制造业

单项冠军的企业有 241 家，有效期内的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 1474家。

4 月，全省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8.9%。

江苏制造体系有力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下 足 功 夫 挖 掘 潜 能
本报记者 林 琳 王汉超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今日谈R

采 艾 蒿 、做 香 囊 、包 粽 子 ……

端午假期，不少地方推出“非遗市集”

“文化游园会”，营造互动式的节俗

体验新场景。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别具一格的参与形式，为游客带来

多 样 化 、个 性 化 和 品 质 化 的 文 旅

体验，品尝“节日味”的同时也尽享

“文化味”。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恰逢

端午假期。具有端午文化特色的线

上科普、文艺演出、特色旅游等，接

地气、聚人气；读诗、赛诗、非遗展览

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感、可

知、可参与。传统与现代互促交融、

民俗与国潮相得益彰，让人们越发

体会到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

底蕴，感受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旺盛活力。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

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

量之源。传承文化基因，坚定文化

自信，传统佳节必将绽放新的光彩，

中华文明必将谱写新的华章。

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味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味
金正波

微观世界，神秘难测。厚度仅以微米计的高分子薄膜，因原

子、分子的排列组合方式不同，材料的性能、性质会迥然不同。

想“看清”高分子薄膜的内部结构，需要用到不一样的“光”。

相距近 500 公里的“两束光”，在微米尺度上“交汇”，帮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彬所带领

的团队，“看清”了薄膜生产加工过程中复杂的结构与性能关系，

也促进了更多科技成果转化。

这“两束光”，一束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

实验室内的“合肥光源”，一束来自上海张江的“上海光源”。

同步辐射光源又被称为“超级显微镜”。“合肥光源”是我国

建设的第二代同步辐射光源，“上海光源”则是第三代。

“两 束 光 ”的 交 汇 ，源 于 长 三 角 一 体 化 发 展 背 景 下 ，上 海

张 江、安徽合肥两家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携手推进开放共建、

强化合作共享、进行协同创新。

利用“合肥光源”进行日常研究，不定期到“上海光源”开展

实验，李良彬团队已经习以为常。

发展离不开协同，科研同样需要协同。登录中国科学院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提交项目申请，通过评审后即可

获批相应的在“上海光源”开展实验的时间，在团队成员、博士生

朱健和看来，“到‘上海光源’做研究，和在中国科大一样方便”。

此前，为了研制出液晶显示屏中广泛应用的新型显示光学

膜，李良彬团队联合相关企业全力攻关。“研究从溶液干燥过程

到加工成偏光片背后的基础问题，大量的工作在‘上海光源’

完成。”李良彬说。

不到 3 年，原料、配方、工艺等瓶颈被逐一突破，新型显示

应用的关键产品 PVA 光学膜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家年产 700 万

平方米 PVA 光学膜生产线也顺利投产。

“两束光”的交汇，照见了长三角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加速

打造。

联合更加紧密。2023 年 6 月，“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合作共建协议和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联动

发展合作备忘录”签署，提出进一步提升上海张江、安徽合肥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作共建水平，构建区域协作创新体系。

大科学基础设施集群开放共享，科技创新一体化协同发展，将

更加深入广阔。

能量持续升级。如今，“合肥光源”与“上海光源”正联合

共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合肥先进光源”。“相比第三代，‘合

肥先进光源’的亮度将至少提高两到三个量级，会让我们‘看’得

更清晰。”李良彬说。

更多“光束”的汇聚，让长三角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协同发展

的道路更明亮。

“两束光”的交汇
本报记者 曹雪盟 田先进

区域协调发展微观察

江 西 省 宁 都 县 梅 江 畔 ，长 渠 沿 山

势 蜿 蜒 。 5 月 23 日 ，梅 江 灌 区 团 结 总

干渠建成并试通水。

群 山 连 绵 ，凿 洞 穿 行 。 引 江 补 汉

工程 19号平洞施工现场，机械设备破岩

凿壁，数字模型同步演示。工程建成

后，将连通三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南水

北调中线水源更充沛。

“水网建设起来，会是中华民族在

治水历程中又一个世纪画卷，会载入

千 秋史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事业，谋划了

国家水网等重大水利工程。

今年以来，22 项重大水利工程相继

开工，前 4 月我国完成水利投资 3026 亿

元，同比增长 2.9%。国家水网建设全面

提速，加快推动构建现代化水利基础设

施体系，加强水资源跨流域跨区域科学

配置，助力扩内需惠民生，为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坚实水支撑。

联网补网强链，优化
水资源配置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要把水资源问题考虑进去”。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

先导性、控制性要素，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离不开强有力的水支撑。

岭南大地，一个个大型盾构机转动，

一道道隧洞向着云开大山深处掘进，环

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刷新进

度条，全线隧洞累计掘进超万米。

“工程从广东云浮西江始发，翻群山、

连水库，进一步完善了广东水网格局。”

广东粤海粤西供水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执行董事杜灿阳介绍，工程年增供水量

20.79亿立方米，新增灌溉面积 185万亩，

可有力保障粤西地区生活生产生态用水。

从南到北，一批在建重大水利工程

加快实施，“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

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国

家水网加快形成，综合效益充分释放。

筑牢国家水网主骨架，保供水安全。

引 江 济 淮 工 程 让 长 江 与 淮 河“ 牵

手”，5100 多万人受益，长三角地区形成

“井”字形干线航道主骨架。环北部湾

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以郁江为水源，输

水干支线连通 12 条河流、15 座水库，为

近 1400万人、34个产业园区及重点企业

提供可靠水源。

联网、补网、强链，国家水网越织越

密。目前我国“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

水资源配置格局初步形成，全国水利工

程供水能力超 9000 亿立方米。

推进灌区现代化改造，保粮食安全。

在湖南省娄底市，正在建设的梅山

灌区，将形成自然水系、渠系和水库组

成的“长藤结瓜”灌溉体系。在江西省

吉安市，峡江灌区于 5 月 20 日开工，建

成后可灌溉农田面积 67 万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国建成大

中型灌区 7300 多处，耕地灌溉率达到

55%。水利部今年推进 80 余处大型灌

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统筹大中型

灌区骨干工程与田间工程建设。

完善防洪工程体系，保江河安澜。

长江铜陵河段综合治理工程开工

建设，黄河宁夏段河道治理工程加快施

工，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扎实推进……

目前，全国已建成以水库、河道及堤防、

蓄滞洪区为主要组成的流域防洪工程

体系。接下来，水利部将科学布局水库、

河道、堤防、蓄滞洪区建设，全面提升

流域防灾减灾能力。

河 湖 生 态 环 境 持 续 复 苏 ，保 生 态

安全。

加快国家水土保持监测站点优化布

局工程建设，实施永定河、洞庭湖等重点

河湖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全面推进重点

区域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从水土保持、

生态补水，再到复苏母亲河，水利工程

生态底色越来越鲜明。（下转第四版）

前 4月完成水利投资 3026亿元，国家水网建设全面提速—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水支撑
本报记者 王 浩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的广汽埃安

新 能 源 汽 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有 着 占 地 面 积

8.76 万平方米的总装车间。几乎每天，总装

车间高级经理张自初都要把车间走一遍。

2023 年 4 月 12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来 到

广 汽 埃 安 新 能 源 汽 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考 察 ，

走进企业展厅、总装车间、电池生产车间等，

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

“总书记强调，‘要重视实体经济，走自力

更生之路。’这让我们深受鼓舞。”张自初说，

“我们奋力自主创新，生产线已由过去每 60秒

下线一台新能源汽车，缩短到现在的 53 秒。”

减少的这 7秒，关联着上百台设备的节拍

优化。“460 名工人、220 个工位，工作内容都

进行了调整。”正说着，张自初在底盘线驻足。

在底盘阻碍课题管理看板前，七八名工程师

正围在一起讨论。看板上陈列着问题点，标注

了原因、对策、效果。去年 5月至今，这块看板

见证了 2000多条问题及改进意见的来来往往。

在 电 池 车 间 ，工 程 师 陈 泽 峰 刚 在 看 板

记 录下涂胶设备的最新数据，又要赶往研发

中心研究新课题。

去年 6 月，车间引入全自动化涂胶设备，

但试制初期，却面临涂胶覆盖率不达标、单台

涂胶胶重逼近标准上限等难题。成立跨部门

攻关小组、各类问题日清日结……经过 3个月

的努力，涂胶覆盖率从 75%增至 98%，胶重由

每台 8.8公斤降至 7.7公斤，单台成本节约 44元。

车间内，是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车间外，是自主可控的产业链

布局。半年来，旗下因湃电池工厂、锐湃电驱工厂先后竣工投产，

广汽埃安在新能源“三电”领域实现全面自研自产。

在因湃电池智能生态工厂，近 800 台设备 100%国产化，满产后

每天能产出 3.2 万个电芯。“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处于

量产爬坡的关键时期，电芯工艺高级经理杨贤明带领着 60 人的工艺

设备开发团队，连走路都加快了脚步。

“固态电池是新一代动力电池发展的重要方向。”广汽埃安研发中

心，电池研发部革新体系平台高级经理史刘嵘刚刚分析完测试数据，

“通过构建全固态电池电化学仿真模型，我们有效提升了研发效率，

目前已完成兼具高能量密度和高安全性的全固态电池体系开发。”

创新向前，永无止境。2023 年，广汽自主研发投入近 84 亿元，

新增专利申请近 320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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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中国式现代化·一线见闻

“一亩地纯收入能有多少？”

今 年 3 月 19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来 到

湖 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粮食生产

万亩综合示范片区，关切地问。

听说种粮大户戴宏去年种田纯收入

55 万多元，政府还补贴了 7万多元。习近平

总书记十分高兴：“种粮户不能吃亏，有钱

赚，才有种粮积极性。”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

念兹在兹。“党中央会继续鼓励支持我们

广大农村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继续完善

这方面的政策，让种粮也能够致富，让广大

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不断过上更幸福

更美好的生活。”

保 障 粮 食 安 全 ，亿 万 农 民 是 主 体 。

“谁来种地”，这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答题，

也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农业强国的

大课题。

“怎样实现农民增收和粮食增产同步

发 展 ？ 这 是 要 重 点 考 虑 的 问 题 ”“ 农 民

愿不愿意种粮、愿意种多少粮，关键看种粮

能给农民带来多少收益”……一次次在田间

地头问成本、在农家炕沿算收成，彰显了

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三农”情怀；一项项

真金白银的富农政策举措，让广大农民尝到

了种粮的甜头。

政策给力，让农民种粮不吃亏。

“这些年，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

粮食生产的政策举措，就是要让中国人的

饭 碗 牢 牢 端 在 自 己 手 中 ，就 是 要 让 种 粮

农 民 有 钱 挣 、得 实 惠 ，日 子 越 过 越 好 。”

2022 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安徽省阜阳市

太和县张槐村农民徐淙祥回信，暖心话语，

纸短情长。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的，正是农民期盼的：

“必须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减弱”

“ 稳 定 和 加 强 种 粮 农 民 补 贴 ”“ 不 让 种 粮

农民在经济上吃亏”……

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完善农业支持

保护政策体系，实施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

政策，完善稻谷补贴、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

等 政 策 ，实 施 三 大 主 粮 生 产 成 本 和 收 入

保险政策。

徐淙祥朴素的话语，说出了广大农民

真挚的心声：“种粮补贴、最低收购价、农资

补贴，党的惠农好政策一个接一个，乡亲

们种粮的劲头更足了。”

科技种粮，让农民种粮多得利。

2022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顶着烈日，

来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水稻新

品种新技术中试基地。听说村里把农民

组织起来，用上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后，水

稻最高亩产 900 多公斤，总书记称赞道：

“这很好！”

“让农民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用最好

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加大良种、良

机、良法推广力度，在精耕细作上下功夫，

进 一 步 把 粮 食 单 产 和 品 质 提 上 去 ”……

习 近 平 总 书记的深远思虑，在广袤田野

落地生根。

农机驰骋，良种良法配套，希望的田野

铺 展 一 幅 幅“ 科 技 农 耕 图 ”。 目 前 我 国

农 业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超 过 63%，农 作 物

良 种 覆 盖 率 达 96% 以 上 ，农 作 物 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达 74%，越 来 越 多 的 农 民

“慧”种地。

经营增效，让农民多种粮、种好粮。

2016 年 5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黑 龙 江 抚 远 玖 成 水 稻 种 植 合 作 社 考 察 ，

听 说 乡 亲 们 争 相 入 社 、社 员 刘 延 辉 全 家

一 年能挣 10 多万元，总书记指出：“农民

专 业 合 作 社 是 带 动 农 户 增 加 收 入 、发 展

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

“重点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

加 快 构 建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体 系 ”“ 要 创 新

粮 食 生 产 经 营 方 式 ，延 伸 产 业 链 条 ，实

现 节 本 增 效 ”…… 行 程 万 里 ，倾 听 民 声 ，

调 查 研 究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始 终 心 系 深 入

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 代 化 。

放 眼 全 国 ，54.2 万 家 种 粮 专 业 合 作

社 、176.5 万 个 种 粮 家 庭 农 场 、9 万 多 家

县 级 及 以 上 龙 头 企 业 带 着 农 民 干 、领 着

农 民 赚 ，超 过 107 万 个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提 供 全 链 条 服 务 ，越 来 越 多“ 大 粮

仓 ”变 身“ 大 厨 房 ”，务 农 种 粮 越 来 越 有

奔头。

农民种粮能挣钱，粮食生产才有保障。

“ 通 过 富 裕 农 民 、提 高 农 民 、扶 持 农 民 ，

让 农业经营有效益”——习近平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温暖着亿万农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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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假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展示民俗

特色，让人们感受传统佳节浓浓的文化氛围，推动文旅

融合发展。

图为 6 月 8 日，游客在重庆市荣昌区安陶小镇观看

民俗文化巡游展演。

龙 帆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