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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2日电   （记者李

心萍）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工作

会议获悉：2024 年，国家铁路发送旅

客 40.8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

长 10.8%；发送货物 39.9 亿吨，同比

增长 1.9%，连续 8 年实现增长，日均

装车首次突破 18 万车；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8506 亿元，同比增长 11.3%，

投产新线 3113 公里，其中高铁 2457
公里，铁路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客运运输刷新纪录。2024 年全

国 铁 路 单 日 旅 客 发 送 量 创 历 史 新

高，达 2144.8 万人次，春运、暑运和

假 日 旅 客 发 送 量 多 次 刷 新 历 史 纪

录 。 2024 年 共 开 行 旅 游 列 车 1860
列，同比增长 20%，有效助力旅游经

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

货运运输加快转型。2024 年，

国铁集团大力发展“总对总”营销和

物流总包，累计签订物流总包运量

5.4 亿 吨 ，有 力 推 动 了“ 公 转 铁 ”运

输。40 个铁路物流中心有序运行，

探索货运班列市场化经营，推进货

运价格市场化改革，降低全社会物

流成本约 600 亿元。

铁路建设成效显著。2024年，全

国铁路共有 17 个项目开工建设，42
个项目开通运营，全国铁路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 8506亿元。

对 外 开 放 联 通 世 界 。 2024 年

中欧班列全年开行 1.9 万列、发送

207 万 标 箱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

9%；中亚班列全年开行 1.2 万列、发送 88 万标箱，同比分别

增长 10%、12%；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全年发送 96 万标箱，

同比增长 11%。

国铁集团表示，2025 年将在铁路竞争性环节引入市场

竞争机制。通过完善联合运输进款清算规则配套机制，为

铁路运输企业公平参与联合运输创造条件，引导社会运输

企业公平参与铁路运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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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2日电  （记者王政、刘温馨）记者从工业和

信息化部获悉：2024 年前 11 月，我国软件业运行态势良好，

软件业务收入 122903 亿元，同比增长 10.7%；利润总额 14822
亿元，同比增长 9.2%；出口 510.1亿美元，同比增长 4.8%。

软件产品收入稳健增长。去年前 11 月，软件产品收入

27493 亿元，同比增长 7.7%，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 22.4%。

其中工业软件产品收入 2682 亿元，同比增长 5.6%；基础软

件产品收入 1770 亿元，同比增长 8.3%。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去年前 11 月，信

息技术服务收入 82674 亿元，同比增长 11.8%，占全行业收

入的 67.3%。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 12691
亿元，同比增长 10.5%，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 15.4%；集成

电路设计收入 3335 亿元，同比增长 14.8%；电子商务平台技

术服务收入 11173 亿元，同比增长 8.7%。

信息安全收入增长放缓，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稳定增长。

去年前 11 月，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 1987 亿元，同比增长

5.9%。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 10748亿元，同比增长 10.7%。

去年前11月

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7%

本报北京 1 月 2 日电   （记者谷业凯）

2025 年 1 月 1 日 0 时 17 分，经过 168 小时满

功率连续运行考核，全球最大华龙一号核

电基地、由中核集团旗下中国核电投资控

股的漳州核电 1 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

行，标志着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

漳州核电基地是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

的始发地，规划建设 6 台百万千瓦级华龙

一号核电机组，其中 4 台机组已开工建设，

安全质量均处于良好受控状态。漳州核电

1 号机组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开工建设，是

中核集团投资建设的第五台华龙一号核电

机组，历经 1800 多天、数万名核工业建设

者参与建设，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顺

利完成机组土建、安装、调试、装料、并网发

电等，成功投入商业运行。

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

权的三代核电技术，满足全球最高安全标

准，是我国核电创新发展的重大标志性成

果。每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年发电超 100
亿千瓦时，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 100 万

人口的年度生产和生活用电需求；同时相

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 312 万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816 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

7000 多万棵。

华龙一号漳州核电 1 号机组投入商运

本版责编：沈   寅   吕钟正   林子夜

搬运重物、扫码贴签……四川省绵阳市长

虹智能制造产业园内，两台 1.7 米高的“绵阳造”

人形机器人“上岗”，为批量化投产应用做现场

实测准备。

这些“装配工”代号为“大圣”，由两家企业

联合研制。“论‘身体素质’，它们与人无异，具

备拟人的形态、移动能力和操作能力。”项目相

关负责人袁海辉介绍，该机器人运动速度可达

每小时 6 公里，最大负载 30 公斤，全身上下有

38 个自由度（即机器人可活动的轴数），灵活

性 强 ，能 够 轻 松 执 行 工 业 、服 务 及 特 种 应 用

任务。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工厂机器人是执行

简单固定动作的机械臂、自动导引车。眼前两

个“大圣”却非常灵活，只见一个双手提着物料

箱前行自如，准确无误地将物料箱放置到搬运

点；另一个一手麻利撕下标签，精准粘贴在零件

包装袋上，一手连续两次扣下扫码枪按键，完成

信息录入，整个过程不到 30 秒。在工业应用场

景测试现场，人形机器人的高灵活性和高精准

度 展 露 无 遗 ，它 们 能 做 一 些 高 难 度 、高 强 度

工作。

“机器人和人体活动的原理类似，关节起着

重要作用。”袁海辉告诉记者，为使人形机器人

更好地模拟和实现人类的行走，公司对机器人

关键部件一体化关节进行了技术自研，成功开

发 出 了 高 功 率 密 度 旋 转 关 节 、高 推 力 线 性 关

节。公司组建了一支专门的研发团队，对机器

人每一个动作的落脚点、时间进行精益求精的

测试。“我们的目标不止于让机器人胜任体力

活。”袁海辉介绍，公司与长虹人工智能实验室

正聚焦“大圣”的“大、小脑”进行研究，将通过计

算机视觉系统、全场景感知及自主导航技术，全

面提升它的工具操作与任务执行能力。

绵 阳 人 形 机 器 人 产 业 领 域 近 年 来 迈 入

发 展 快 车 道 。 日 前 ，在 绵 阳 市 游 仙 区 高 新 区

北园（石马镇），机器人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正

式 开 工 建 设 。“ 该 项 目 具 备 年 产 机 器 人 装 备

2000 余 台（套）、智 能 传 感 器 200 万 只 的 产

能 ，年 产 值 达 到 20 亿 元 以 上 。”该 项 目 相 关

负责人说。

目前，绵阳市已初步形成涵盖机器人生产、

零部件制造、软件平台、整机应用、系统集成等

关键技术的全产业链生态集群。“绵阳造”人形

机器人已经进入消防应急、特种场景、家庭陪伴

等多个应用领域。

上图：四川省绵阳市长虹智能制造产业园

内，“大圣”机器人正在搬运物料箱。

彭紫薇摄（人民视觉）  

四川绵阳构建人工智能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集群

车间里来了机器人“装配工”
本报记者   李凯旋

杭州——
通过线上直播、线下展会

等形式持续促进汽车消费

新年第一天，浙江省杭州市汽车消费市

场热潮涌动。位于钱塘区围垦文化公园的年

货节汽车展区内，前来看车的市民络绎不绝。

展台前，挤满了询问汽车性能、价格和优惠补

贴的消费者。

另一头，线上促销同样火热。一场汽车

线上销售活动正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点击

进入，主播详细介绍着一款新能源汽车的配

置。“这款新车性能不错，价格也很优惠，在直

播间购买还有赠品，有兴趣的可以到线下展

厅逛一逛……”一场直播下来，吸引了近万人

次观看，“近期通过直播，总成交额已达到上

百万元。”直播团队成员介绍。

这场直播由钱塘区华东汽车城内的“帅

车阿东”严选商城主办，负责人赵磊介绍，这

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方式，不仅丰富了

消费者的购车体验，还带动了线下门店的客

流量和销售额。

在手机上刷到汽车直播活动后，元旦当

天，杭州市民胡栋特意来实地看车。根据以

旧换新政策，报废旧车后他可获得 2 万元购新

车补贴，通过直播间参与订车，还有车膜等

赠品。

试驾、选配置、签约、付款、购买保险……

享受多项政策优惠后，胡栋最终下单。“新年

开新车，综合下来，省了近 3 万元。”提车后，胡

栋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以钱塘区为例，汽车消费效果明显，这得

益于“两新”政策的带动和当地在促进汽车消

费方面的诸多探索。在打造汽车消费新场景

方面，钱塘区以梦马汽车港和华东汽车城两

大市场为抓手，招引聚集了比亚迪、小米等 48
个新能源汽车品牌，以“直播+消费”“展会+
消费”等形式助推新能源汽车消费。

钱塘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玲玲介

绍，去年，钱塘区就举办了车展 10 余次，开展

汽车直播活动 300 余场，带动汽车消费超 10
亿元。不久前，钱塘区还举办了汽车焕新暖

冬消费季活动，签约了 8 个汽车商贸产业链项

目，进一步助力完善钱塘区新能源汽车销售

服务配套。

南京——
布局首发经济，首店、首

发产品带来消费新增长

灯笼高挂，唢呐声声。宝玉、宝钗身着红

装，静待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布景前方，观众

无不被精美的陈设与演员精湛的演技所吸

引，舞台布景把氛围烘托到了极致，周围的

“宾客”纷纷期待见证《红楼梦》里最为盛大的

喜庆时刻。

当宝玉发现新娘并非黛玉时，发狂似的

看向远方，这才引得观众的目光转向黛玉。

只 见 距 婚 礼 现 场 不 到 20 米 处 ，一 袭 白 衣 的

黛玉拖着病弱的身躯，轻轻起舞，似弱柳扶

风……

这里，正是在江苏省南京市首发的文化

爆款——《大梦·红楼》沉浸式展演空间。元

旦下午，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的光影渐次亮

起，透过细密的光束，观众仿佛置身于曹雪芹

笔下的太虚幻境。

这已是第 105 场演出，场场都十分火爆。

“第一次来看沉浸式红楼梦演出，我被演

员的表演和多条支线的故事情节所震撼，以

后一定会再来看。”观众江薇薇表示。

《大梦·红楼》不是一次简单的演出，而是

通过数字化技术、多媒体艺术打造的沉浸式

体验。南京市文投集团负责人表示，《大梦·

红楼》是南京首发经济模式的又一探索，为南

京的文化旅游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机遇。

除了《大梦·红楼》，多种形式的首发经济

正在南京不断涌现。全球首款新能源敞篷跑

车精彩亮相；“网红茶楼”汇点楼带食客体验

老广东美食；黄油小熊 IP 全国首展打造万人

打卡新场景……2024 中国（南京）首发经济发

展大会暨“首创金陵”主理人品牌推介会成功

举办，21 个首店代表品牌和载体集中签约。

布局首店，成为消费新增长的关键。“近

年来，消费需求逐渐转向个性化，预售抢先体

验已成为许多人的消费习惯。” 南京市商务

局局长刘永辉认为，在这种消费趋势下，布局

首店为促进消费找到了抓手。据了解，2023—

2024 年，南京全市引进各类首店 680 家，其中

全球首店 3 家、亚洲首店 1 家、中国首店 32 家、

华东首店 30 家。从品牌层级看，高端、时尚品

牌增多。

在南京，首发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

模式，已不限于首家店的开设，而是包含从新

品发布到首店、总部的全链条发展过程。“一

个首发经济项目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发

展，要求我们不仅需要注重首发经济本身，更

要把目光投向全链条。”南京市副市长季铁军

表示。

昆明——
构建特色康养产业，满足

多元定制化旅居养老需求

新年伊始，来自重庆的张阿姨和很多到

云南省昆明市旅居的老人们聚在一起，欢庆

元旦。退休后，张阿姨和老伴每年都会到云

南旅居一段时间，这一次他们选择位于昆明

市晋宁区的古滇康养园。元旦佳节，康养园

特意举办了茶话会，园区内，欢声笑语一片。

在这里旅居康养，张阿姨过得既充实又

惬意。每天早上，张阿姨都会去园区开设的

兴趣社团唱歌。饭后，张阿姨也会和老伴一

起在园区内散步，再去半山温泉看冬樱花、去

集贸市场赶集，每天都不闲着。

“除了提供住宿、餐饮等基本服务，这里

还会为来旅居的老人配备旅游管家。”古滇康

养园旅游管家洋洋介绍，这里除了提供养老

一站式服务之外，还可以满足多元定制化的

旅居养老需求。

来自北京市的杨阿姨更喜欢体验深度文

化游，在古滇康养园住了一段时间后，杨阿姨

在旅游管家的规划下，转去了康养机构位于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的基地，

“ 那 里 更 暖 和 ，还 能 深 度 体 验 当 地 的 民 族

文化。”

“我们目前在云南昆明、大理、腾冲、芒市

等地设有基地，也与省内其他旅游、康养机构

结成旅居康养产业联盟，通过整合联盟内资

源，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为游客提供多元的

旅居养老服务。”古滇康养园旅居业务相关负

责人介绍。

随着老年人消费观念的改变，旅居养老

正成为老年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为引导旅居

养老产业向体系化、规范化、品质化方向发

展，昆明正在加速打造古滇片区健康养老产

业集群，不断完善医院、老年大学等旅居养老

配套设施，构建起“候鸟式”康养+旅居产业集

聚，为游客和康养群体提供疾病诊疗、日常生

活照顾、康复理疗、慢病管理、文体娱乐等一

系列多元服务。

2024 年 12 月，晋宁区古滇片区文旅康养

特色产业集聚区被评定为昆明市级特色产业

集聚区。据统计，2024 年该文旅康养集聚区

接待游客约 300 万人次。

2024 年 7 月，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相

关意见，提出要积极培育森林康养、温泉养生

等沉浸式旅游产品，着力打造跨区域“协同养

老”旅居产业等要求。为推动跨区域合作，

2024 年 12 月，云南省民政厅与广东、宁夏等

多个省份签订合作协议，将云南符合条件的

养老机构纳入跨区域旅居养老合作框架支持

范围，开发旅居养老线路。

直播销售汽车  引进多类首店  打造旅居康养

丰富新场景  激发消费新活力
本报记者   窦瀚洋   白光迪   李茂颖

■高质量发展看亮点·走一线R

2024 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

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加力扩围实施‘两

新’政策”“积极发展首发经济 、冰雪经

济、银发经济”。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

提振消费是重中之重。如何结合当地实

际落实“两新”政策？如何探索布局首发

经济？如何更好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

新年伊始，记者到一些城市进行了采访。

——编   者   

本报南宁 1 月 2 日电   （记者庞革平）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广西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南作业区 5 号泊位，随

着起吊指令的发出，满载物资的集装箱被平稳吊起装载到

“新扬州”轮上，北部湾港 2024 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900 万

标箱，连续 8 年增幅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速位列全国沿海主

要港口前列。

“2024 年广西区内重点客户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28%。 为‘ 新 三 样 ’等 高 附 加 值 货 源 的 增 长 注 入 新 活 力 ，

2024 年经北部湾港出口的‘新三样’重箱吞吐量预计分别

同比增长 158%、65% 和 943%。”北部湾港股份党委委员、常

务副总经理向铮介绍。

广西北部湾港去年吞吐量超 900万标箱

本报北京 1 月 2 日电   （记者邓剑洋、范昊天）记者获

悉：据三峡通航日报统计显示，2024 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

1.59 亿吨。这是 2022 年以来，三峡枢纽通过量第三次突破

1.5 亿吨。

2024 年，三峡船闸运行 10000 余闸次，通过量 1.54 亿

吨；三峡升船机运行 4700 余厢次，通过量 503 万吨，同比增

长 5.1%。2024 年，三峡枢纽共保障 2600 万余吨重点民生物

资便捷过坝，三峡升船机旅客首次突破 50 万人次，船闸连

续 11 年货运量突破亿吨。

三峡枢纽通过量连续三年超 1.5 亿吨

本报乌鲁木齐 1月 2日电   （记者李亚楠）2024 年 12 月

30 日，随着第二批“沙戈荒”项目哈密玉山风电场并网，新

疆新能源装机规模达 1.003 亿千瓦，突破 1 亿千瓦大关，占

全疆电力总装机的 55%，成为新疆第一大电源，位居全国第

四，是“十四五”初装机规模的 2.8 倍。截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新疆年内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 3557 万千瓦。

随着各光伏、风电场站的陆续建成并网，以及新疆第三

条特高压疆电外送通道——哈密—重庆±800 千伏特高压直

流输电工程的建成投运，新疆新能源装机规模和占比持续提

升，更多绿色电力被输送到全国各地。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

新疆累计外送电量超过 8500 亿千瓦时，新能源外送电量占

到三成，新疆新型储能并网装机规模达 817.5万千瓦。

新疆新能源装机容量破亿

1 月 1 日清晨，游客冒着严寒在北京怀柔长城上迎接新年曙光。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本报北京 1 月 2 日电   （记者韩鑫）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近日发布我国轻工业经济

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4 年 1 至 11 月，

规模以上轻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0.6 万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 实 现 利 润 1.32 万 亿

元，同比增长 9.1%，轻工业经济运行总体

平 稳 、稳 中 有 进 ，有 力 支 撑 工 业 经 济 稳

增长。

生产保持平稳增长。1 至 11 月份，规

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在

国家统计局统计的 91 种主要轻工业产品

中 ，58 种 产 品 产 量 实 现 增 长 ，增 长 面 为

63.7%。其中自行车、家用冷柜、锂电池等

15 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

得益于 2024 年三季度以来，消费品以

旧换新等政策加力显效，家电消费潜力有

序释放，成为轻工业经济运行中的一抹亮

色。数据显示，11 月份，家用电器和音像

器材类零售额增长 22.2%，连续 3 个月保持

高速增长态势。

去年前11月规上轻工企业实现营收20.6万亿元

家电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连续 3 个月高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