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需轻点手机，即可实现温湿度系

统控制、病虫害自动监测、水肥按需补

给……这是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崇贤街

道龙旋村数字化育苗的场景。

46 岁的金炳胜是龙旋村智慧农场的

运营负责人。作为一名新农人，金炳胜主

导开发了物联网水肥一体化系统和温室

环境数字化管理系统。“老百姓常说，苗好

三分收。现在依托数字化育苗技术，苗子

整齐度变高了，蔬果产量提升了。”金炳胜

算过一笔账，相比传统种植方法，数字化

农业管理能够助力村里亩均降本增效

400 元，每年可节省人工成本 20 万元、带

动农户增收 4800余万元。

在杭州市农业农村局扶持下，金炳

胜建设了浙江省数字农业工厂（基地），

农户可来基地参观学习，接受现场指导

和技术培训。目前，该基地已累计培训

学员 2000 余人次，辐射带动蔬菜种植面

积 12 万亩，有效实现了联农带农。

近年来，杭州市聚焦乡村领军人才、

产业“头雁”培育和农创客队伍建设，着

力打造现代新农人人才矩阵。近三年，

仅产业“头雁”就累计带动 8044 户小规

模农户、15228 名农民实现增收致富，越

来越多懂科技、能创新的新农人成为杭

州发展现代农业的生力军。

近日，在淳安县文昌镇潭头村，新

农人苏鸿忙碌地穿梭在各个生产车间，

手把手指导工人使用扁形茶制茶设备。

为了提高制茶效率，让茶叶品质更优，

苏鸿多次向农业科技专家拜师“取经”。

“我们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

专家经过上千次试验，终于确定了杀青

环节中温度、压力、速度等关键工艺参

数的设置，推出了集清洁化、连续化于一体的扁形茶生产线。”苏

鸿说。该生产线启用后，潭头村鲜叶日处理量提高了近 6 倍。在

苏鸿团队的带动下，茶叶已成为潭头村及附近乡镇的支柱产业，

2024 年春季累计带动周边居民增收 500 余万元。

与此同时，通过积极探索乡村运营新模式，杭州持续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要素配置改革，构建电商产业带动创业就业体系，让数字

技术赋能就业创业。

晚上 8 点，“三农之家”直播间准时开播，90 后小伙孔华超熟练

地向大家介绍家乡特产。

孔华超是萧山区临浦镇詹家埭社区的党支部书记。2020年，他

依托所在地的强村公司，引导詹家埭社区进行整体品牌策划和在线

营销，以“电商+”新形态推动当地腌白菜、青梅、桃子等农产品线上销

售，2023年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 70万元。“将来，我想在村里成立

电商孵化产业园，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孔华超说。

“乡村呼唤人才，人才成就乡村。”杭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

示，杭州市将围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大领域，紧盯现代

都市农业和乡村全面发展所需，以农业农村领域改革为牵引，构建现

代化乡村人才培育体系，不断壮大新农人队伍，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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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中部地区的茂密山林间，传来

阵阵隆隆轰鸣声。这里是瓮安县关田磷矿

普查项目驻地，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 105 地质大队正在忙碌。

这个普查项目是 2024 年贵州省新一轮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任务之一，为尽快准确探

清工作区深部磷矿资源量，大队党委将支部

建在一线项目上，激励党员干部攻坚克难。

为深入推进机关党建与业务深度融

合，近年来，贵州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明确提出实施机关党建带头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带头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政治引领、制度引

领、目标引领、标准引领、作风引领的“双带

五引”工程，建设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

有效率的模范机关，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目前已有 110
家省直单位、9 个市州工委创新培育“黔行

组工”“黔进先锋·文军行动”等一批特色鲜

明的机关党建品牌。

贵州通过实施“双带五引”工程，推动

机关党建向产业聚焦、向项目聚力、向发展

聚能，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

为产业发展的集聚优势、竞争优势。全省

各单位充分发挥机关党组织在打破行政壁

垒、提高政策协同中的攻坚作用，建立服务

“六大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清单，帮助企业

解决实际问题。

贵州深入推进机关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激发干部活力  推动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马跃峰   程   焕

本报北京 12 月 3 日电   （记者倪弋、张

天培）为进一步遏制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多发高发态势，最大限度切断境内不法分子

与境外诈骗集团勾结的犯罪链条，近日，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决定继续联合挂牌督

办第四批 8 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案件，坚持深挖组织者、领导者及幕后“金

主”，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跨境电信网络

诈骗及境内关联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维护社

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2022年以来，最高检、公安部已联合挂牌

督办三批 13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

件，持续释放依法查处、从严惩治的强烈信号。

此次联合挂牌督办的第四批 8起特大跨境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分别是：江苏无锡“博翔园区”电

信网络诈骗案，江苏盐城“巅峰科技”电信网络

诈骗案，浙江嵊州“豪志园区”电信网络诈骗

案，福建泉州“5·27”电信网络诈骗案，福建龙

岩、重庆“盛源集团”电信网络诈骗案，重庆九

龙坡“11·15”电信网络诈骗案，四川泸州“3·21”
系列电信网络诈骗案，云南怒江“8·09”电信网

络诈骗案。该批案件均是涉及境外电信网络

诈骗集团的重点案件，多为组织境内人员通过

偷越国（边）境方式赴境外参加诈骗犯罪活动，

内部组织架构严密，境内外协同配合，涉案人

员众多，涉及金额巨大，有的犯罪集团还涉嫌

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严重暴力犯罪，社会影

响极其恶劣，应当依法予以严惩。

最高检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

第四批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

本版责编：苏显龙   赵晓曦   刘   扬

海难救助费用如何支付？涉外船舶碰

撞案件法律如何适用……近日，最高人民法

院首次发布海事审判专题指导性案例，涵盖

了海难救助、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申请承认

外国法院民事判决、涉外法律适用等多个领

域，为审理类似案件提供了更权威、更明确

的裁判规则指引。

“海事审判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

海洋强国建设方面肩负重要责任。”最高法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我国海事审判 40周年，

经过 40年的发展，我国先后设立 11家海事法

院，下设 42个派出法庭，管辖区域覆盖中华人

民共和国管辖的全部海域，以及长江、珠江、

松花江等通海可航水域。我国已经成为世界

上海事审判机构最多、最完善，审理海事案件

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国家。

——支撑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我国海事司法实践中，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纠纷占比很高。在某国内公司诉某外

国海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中，最

高法结合国际贸易、国际海运实践，准确解

释承运人对大宗散货运输中货物表面状况

在提单批注的范围和条件，再审改判驳回了

国内公司的诉讼请求。妥善平衡船货双方

利益，对维护提单在国际贸易中的流通性、

规范海运实务具有重要作用。

“海运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全球 90% 以

上的货物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我国既是

贸易大国，也是航运大国。”最高法相关负责

人说，全国海事审判队伍以公正高效的司法，

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市场规

范有序，服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平稳运行。

——筑牢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屏障。

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共同家园。

2011 年 6 月，渤海，“蓬莱 19—3”油田发

生重大溢油事故，造成严重损失。通过行政

协调，康菲公司支付了 30.33 亿元赔偿款，大

部分渔民接受了赔偿。对选择起诉的当事

人，天津、青岛、大连海事法院先后受理并审

结案件共 1743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行政协

调先行，司法裁判兜底”处置重大海洋污染的

独特优势，依法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也是海事

审判义不容辞的责任。

2024 年 8 月 15 日，武汉海事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了一起因非法采砂造成生态破坏

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三被告当庭同意承担

生态环境损害费用。

据介绍，自 2011 年以来，最高法相继发

布涉及船舶油污、海洋生态损害、海洋环境

公益诉讼等一系列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

典型案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规则体系

在司法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海事

审判准确适用法律和国际公约，依法作出公

正判决，充分展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中国

司法理念、水平和成效。

——彰显我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

与影响力。

公正高效便捷解决涉外海事纠纷是国

际海事法治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哈皮那等 6 家外国公司与中国造船企

业分别签订 6 艘船舶的建造合同，因履约纠

纷 在 国 内 外 引 发 多 起 仲 裁 及 诉 讼 案 件 。

2017 年，武汉海事法院办理其中一艘船舶

交付引发的海事强制令案件，促成双方达成

和解，继续履行合同。在外国仲裁和诉讼的

其他当事人，也参照本案模式，达成和解并

实际履行。调解这一东方经验，漂洋过海。

2019 年 4 月，30 万吨的马绍尔群岛籍油

轮“尼莉莎”轮顺利解除扣押，青岛海事法院

促成 6 国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达成和解，船

舶买卖合同得以继续履行。希腊船东给这

艘油轮重新命名为“尊重”（RESPECT），以

此向中国法治致敬。

公正、高效的审判，不断扩大着中国海事

司法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多与我国没有实际

联系的案件当事人主动选择在中国解决海事

纠纷。2022年 9月，利比里亚籍集装箱船与巴

拿马籍大型油轮在马六甲海峡发生碰撞，多

国法院对该案均有管辖权。双方当事人选择

宁波海事法院审理该案，并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被告

主动履行判决义务。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中国海事审判许多案例已经成为国

际航运界、海事司法界关注和研究亚太地

区海事司法动态的重要参考，充分彰显了

我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与影响力。”最

高法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海事审判三级

法 院 将 通 过 标 杆 性 精 品 海 事 案 例 确 立 规

则、提升影响力，努力打造国际海事纠纷解

决优选地。

最高法首次发布海事审判专题指导性案例

打造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
本报记者   魏哲哲

·广告·

数据来源：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当前，发展智能建造是建筑业转型发展的内在需要,发展数字建

筑是提升“中国建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重庆对标新质生产力

的内涵及要求，以建筑机器人研发和应用为重点，发挥科技创新对产

业发展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促进智能建造与智能制造融合发

展，加速培育住建领域新质生产力。

机制机制：：政府政府、、企业全局联动企业全局联动，，产业产业、、项目一体推进项目一体推进

2020年，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出台《关于推进智能建

造的实施意见》，探索发展智能建造。经过近 5年的努力，重庆逐步

建立了市区联动、部门协同、政企合作的工作机制，打造了以“试点区

县—示范企业—试点项目”为抓手的工作体系，形成了“数字化设计、

工业化生产、智能化施工、信息化管理”的技术路线。截至目前，重庆

已有 22项工作举措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清单，

培育智能建造试点区县 5 个、示范企业 10 家、试点项目 42 个，于

2022年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智能建造试点城市。

技术技术：：坚持因地制宜坚持因地制宜、、科学选择科学选择、、分类推广分类推广

科学合理的技术体系，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对于企业

和整个行业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重庆以推动“三服务”工作

为契机，组织市内外行业专家，编制《重庆市建设领域建筑机器人与

智能施工装备选用指南》，遴选技术成熟度高、综合效益好的产品，明

确适用场景和应用要点，指导企业和项目合理选用，确保技术人员及

时掌握相关技术要点。该目录共收录室内放线、墙面打磨、外墙喷涂

等 40类建筑机器人与智能施工装备，并在四川、重庆两地通用，为广

大技术人员提供指南。

示范示范：：质量安全质量安全、、效率效益双提升效率效益双提升

重庆各试点示范项目积极探索应用建筑机器人进行“危、繁、脏、

重”场景作业，质量安全、效率效益等方面大幅提升，得到项目各参建

单位的认可和好评。

位于江津区的重庆团结湖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应用 BIM技术

开展参数化设计，解决“错、漏、碰、缺”问题 1050条，降低返工成本

500万元；应用自研的数字化管理平台，提升管理效率 50%，实现项

目建造减碳30%；应用条板安装、地坪研磨等14款建筑机器人，累计

作业3万平方米。

位于两江新区的A129#地块厂房项目，应用点云扫描、混凝土摊

铺等 9款建筑机器人，产生经济效益 96万元，节约用水 40%、节约用

电10%，减少固体废弃物50%，减少安全质量隐患50%。

产业产业：：从从““00””到到““11”，”，聚企成链成势聚企成链成势

为支撑产业发展，重庆围绕政策、资金、创新等打出一套“组合

拳”。将建筑机器人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资金8000余万元，建

设重庆智能建造研究院科创中心，集中攻关关键技术；筹集资金

5000万元，成立重庆智能建造产业专项天使投资基金；出台《重庆市

“机器人+”应用行动计划（2024—2027年）》，将“机器人+智能建造”

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目前，重庆已培育出筑甲、江科、精金、筑邦、云隧、巡感、觉行未

来7家本土建筑机器人研发生产企业，研发推广近20款产品，实现本

土建筑机器人产业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

聚企成链成势，各区县接续发力。作为重庆 5个智能建造试点

区县之一的巴南区，制定了“1+5+10+N”智能建造发展目标，规划打

造智能建造产业园，并集聚建筑企业总部。特别是落户在巴南的国

家一体化数字住建数据灾备中心已完成数据级建设，回流数据近

10TB（太字节）。

2023年，重庆与智能建造、建筑工业化相关的现代建筑产业产

值突破2700亿元，今年有望达2900亿元。

人才人才：：加强专业人才培育加强专业人才培育，，夯实智能建造基础夯实智能建造基础

重庆依托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重庆大学的雄厚智力资源

优势，在高校增设智能建造学科专业，累计招收大学生1700余人，培

训专技学生 8500余人、研修人才 100余人，为发展智能建造打下坚

实基础。

2023年，重庆创办了住建领域机器人专业赛事——“中国建造·

慧享未来”建筑机器人大赛，成为住建领域的热门赛事之一，4个获得

优胜奖的团队获重庆智能建造产业专项天使投资基金投资超千万

元。12月 3日至 5日，第二届“中国建造·慧享未来”建筑机器人大赛

在重庆举办，共吸引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4个团队122项作

品参赛，涌现出一批国内一流、行业领先的建筑机器人创新团队，一

群充满活力、善作善成的青年从业者，正为这个传统行业注入新

动能。

大美山城，活力迸发，处处涌动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下一

步，重庆将以全国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抓紧抓牢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机遇，加强川渝联动，携手打造全国智能建造新

高地，催生更多行业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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