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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修
订的《军队计量条例》，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
的总原则，着眼联合作战计量保障要
求，立足军队计量建设和保障特点规
律，继承成熟经验做法，吸纳实践探
索成果，构建整体优化、协同高效的
军队计量管理体系、技术体系和监督
制度体系，规范军队计量建设各方面
全过程工作运行。

《条例》共 9 章 44 条，明确军队计
量工作的主要任务、基本原则、管理分
工等，优化运行机制，保证军队计量工
作在新体制下顺利开展。健全军队计量
技术机构、计量标准、计量检定人员、计
量技术规范的建设管理，规范军队采购
地方计量服务，全面重塑军队计量技术
体系。规范军队计量保障组织实施方式
方法，规定计量周期检定、保障目录、保
障模式，明确监督管理要求，构建覆盖
军队计量各层次各领域的监督管理模
式，提高部队备战打仗计量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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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转
正”，对世界经济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面
对今年中国经济的成绩单，不少国外媒体和研
究机构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

这得益于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正确决策与艰苦努力，其中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聚集的新动能表现格外抢眼，为抵御
疫情冲击、释放经济活力发挥了显著作用，助推
中国经济稳步迈向“升级版”。

新业态生气蓬勃

又是一个丰收年，秋粮收购正有序推进。
“今年我家一共收了 650 吨玉米，乡亲们

的收成也很不错，大家还尝试了网上销售，很
顺利。”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王店镇种粮大户
王明强喜上眉梢。

上半年，疫情和洪灾接踵而至，农户们一
度对今年的收成和销售心里没谱。是“直播带
货”解了他们的后顾之忧。阜阳市颍上县郑氏米
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凤介绍，通过网店销
售和直播带货，仅这家公司今年在线上渠道就
售出300多吨大米，让农户吃下“定心丸”。玉米
等其他粮食销售也很顺利。

突破传统时空限制，通过线上线下融合，
新业态在2020年大放光彩。

助力疫情防控，为千家万户提供便利——
防疫期间，无人配送、在线消费等新兴产业

展现出强大潜力。买卖“无接触”、营销“个性化”，
电子商务风头正健。在线教育、在线办公不仅为
人们化解了难题，更推动产业本身迈上新台阶。

丰富美好生活，激发居民消费需求——
“宅家也能买买买”！2020年，中国网络零

售市场已连续第七年保持全球第一，网络支付
市场连续三年居全球第一。1-10 月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6%，带动前10个月快递
业务量增速接近 30%。网上外卖、网约车等数
字服务用户规模快速增长，生鲜、农产品、二手
货和跨境电商等电商新模式发展迅猛。

带动各行业加速“触网”，支撑经济平稳
复苏——

《2020 短视频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显示，
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已超过 1000 亿元。除了
短视频行业，还有跨境电商、共享经济、无人经
济……不断涌现的新业态与数字经济深度融
合，大显神威。

“中国企业在电子商务、短视频应用等方
面的成功经验正被许多西方互联网巨头借
鉴。”法国《费加罗报》刊文称赞，中国互联网行
业正蓬勃发展。

创新驱动后劲足

东海之滨，巨轮云集。在上海洋山深水港
四期码头远程控制室，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

完成了码头作业的全部智能化操作。
得益于自动化优势，洋山四期码头在疫情

期间实现全程无人员接触，2020 年作业吞吐
量实现逆势增长，有望达到 418 万标准箱。而
码头的自动化双箱轨道吊、自动导引车自动换
电系统、“中国芯”软件系统，全部是由中国交
建所属振华重工自主研发制造。振华重工总裁
黄庆丰一脸自豪：“中国制造含金量很高！”

疫情并没有扰乱中国创新驱动谋发展的
步伐。

新科技不断收获惊喜——
5 月 ，合 肥 长 鑫 存 储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的

DDR4内存芯片产品发售，芯片国产化跨出坚
实一步；8 月，深圳实现 5G 独立组网全覆盖，
成为全球第一座 5G 城市；11 月，华龙一号核
电机组并网成功；12月，“九章”超级计算机打
破美国谷歌公司同类产品“量子霸权”，运算速
度比后者快100亿倍……2020年，创新让中国
经济更有底气。

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量……一个个“世界第一”见证了新兴产业发力
奔跑的向上姿态。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下降1.3%，但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5%和0.4%。随着防
疫形势持续总体向好，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10%，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7%。前
10 个月，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9%，带动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9个月运行
在荣枯线以上。“事实上，中国制造业极具韧性。”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网站刊文称，中国公司正通
过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赢得国际领先地位。

加速培育新动能

新动能茁壮成长，离不开激励创新的丰沃
土壤。

在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新一批5G基站天线振子正满负荷生产。公司
副总裁毛大栋介绍，仅今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
入就达1.61亿元，新增申请专利109件。

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今年前
10月，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 123.2万件、《专利
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 5.5 万
件，均实现逆势增长。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
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第
14位，是前30名里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国已经实现了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

知识产权的全方位、立体化保护，基本建立了
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门类较为齐全的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说。

“放管服”改革连续发力，让创新因子活
起来。

制定促进新业态新模式的税收政策，鼓励
金融机构创新措施降低移动支付费用成本，简
化相关证照办理，加强包容审慎监管……一系
列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好政策，使企业劲头十
足、轻装上阵。

“作为高科技企业，只有长期持续地加大
研发投入，才能保证技术领先。”毛大栋说，凭
借极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线落地能力，公司上
半年已实现营业收入 19.04 亿元，同比增长
10%，享受到企业所得税减免和出口退税超 1
亿元，为研发注入了新能量。

据测算，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有望在2020年突破60%，这意味着中国将建
成国际通行意义上的创新型国家。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认为，未来一段时期，
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将聚焦在
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而科技创新将成
为这一指标增长的全新助推器，在带动中国
经济增长上大显身手。

稳扎稳打，创新驱动。2021年，中国经
济“升级版”蓝图必将在新动能的画笔下更
加绚丽多彩。

嫦娥五号回来了！带着月壤回
来了！恰似一部追了 23 天的宇宙
大片，人们期待着、盼望着，昼
夜不息。

12 月 17 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
器，如同茫茫草原上的一颗流星划
破天际，惊起一团烟云，以百米冲
刺的姿态迫不及待回到地球。九天
揽月，这一刻，中国航天又创造新
的历史。

这是 21 世纪人类首次月球采样
返回任务，标志着中国航天向前迈出
一大步。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
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嫦娥五号
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
将为深化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
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作出贡献。

探月第三步
中国航天一大步

“5、4、3、2、1，点火！”
2020 年 11 月 24 日 4 时 30 分，中

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五号遥五运
载火箭尾焰喷薄而出，闪烁着多彩的
光芒映透整个夜空。山坡上、海岸边，
人们欢呼、庆祝，目送长征五号全力
托举嫦娥五号向着月球飞驰而去。

23 天后的 12 月 17 日凌晨，内蒙
古四子王旗。在闯过月面着陆、自动
采样、月面起飞、月轨交会对接、再入
返回等多个难关后，历经重重考验的
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成功
返回地面。

嫦娥五号探测器重达 8.2 吨，由
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升器
四部分组成，任务实施由工程总体
和探测器、运载火箭、发射场、测
控与回收、地面应用等五大系统共
同 完 成 ， 是 我 国 探 月 工 程 “ 绕 、
落、回”三步走规划中“回”的主
任务，是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决心
的集中体现。

回顾嫦娥五号这举世瞩目的 23
天，人们一面为它惊险的太空之旅捏
一把汗，一面为它不断传回的一条条
捷报而欣喜和感动。人们将永远铭记，
2020年底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

——“惊天一落”扣人心弦。
12 月 1 日 23 时 11 分，嫦娥五号稳稳
降落在月球正面西经 51.8 度、北纬

43.1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月球风暴
洋成为中国探月新地标。

主动减速、快速调整、迅速接近、
精准选点、稳步着陆……15分钟内，嫦
娥五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自主完
成一系列复杂高难度动作，犹如一位
在月球凌空漫步的仙子，婀娜多姿。

——“月球挖土”全民关注。
12 月 2 日 22 时，经过约 19 小时的月
面紧张工作，嫦娥五号按预定形式
将样品封装保存在上升器携带的贮
存装置中。

通过“表取”和“钻取”两种
“挖土”模式，这台中国“最强挖掘
机”在全国人民的“云监工”下，
顺利完成月球表面自动采样。

（下转第二版）

新动能助力中国经济“升级版”
本报记者 汪文正

新动能助力中国经济“升级版”
本报记者 汪文正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
魂，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中共十九届五
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
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
的战略支撑，并将“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
破”列入2035年远景目标。

12 月 17 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
月球样品安全着陆，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
规划如期“收官”。这是在中共十九届五中
全会闭幕后，中国科技继成功实现“奋斗
者”号万米级载人深潜后，取得的又一重大
胜利，是诠释和落实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的又一经典之作。

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既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
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之

所在。眼下，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实现格局重塑、优势再造，比拼的是眼光、
能力与智慧，考验的是信心、韧劲与追求。

科技创新本就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
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颠覆性科技创
新更为艰难，既需要皓首穷经的耐心，也需
要光彩夺目的天分，可谓“九死一生”，可
遇而不可急求，唯有久久为功并取得关键性
突破，才有可能柳暗花明、渐臻堂奥，实现

“从0到1”的跨越，成就创新发展之辉煌。
积跬步以致千里，汇涓滴而成江海。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攻克核心关键技术，必须坚定
创新发展自信。创新自信不是夸夸其谈、好高
骛远、守株待兔，而是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持
之以恒，是干出来、拼出来的，更是文化自信
之基础的民族自信的具体体现。坚定不移地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科技创新

的制胜法宝。
万水千山，道不远人。实现科技自立自

强，我们必须聚焦未来可能产生颠覆性和变
革性技术的基础科学领域，强化重大原创性
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提升全民族的科学素
养。只有固本强基，才能根深叶茂。科技创新
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只有夯实
基础，厚植全民族的科学素养，培育文理兼修
的民族基因，才能在科技强国的征程中行稳
致远，进而有为。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还要遵循历史前进
逻辑、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呼应人民群众期
待。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
合，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对外合作能力，积极
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衷共济、共
赢发展”的科技创新命运共同体，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全方

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国际科技合作体系中
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古往今来，正是永不停步的“变革和创
新”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自然科学的历
史才是人类真正的历史。坚持科技自立自
强，既是我们坚定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
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担当。“十四五”即将起航，面对全球
科技竞争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以及国内国际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们要以问题为导向、
以需求为牵引，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
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培育新
一代具有报国情怀、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
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
新体制机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劲动力。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
籍院士）

创造更多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经典
■ 黄 维

九
天
云
外
揽
月
回

—
—
探
月
工
程
嫦
娥
五
号
任
务
纪
实

九
天
云
外
揽
月
回

—
—
探
月
工
程
嫦
娥
五
号
任
务
纪
实

海客 学习小组 侠客岛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境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墨尔本、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

2020年12月18日 星期五 庚子年十一月初四

今日12版 第11130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采用半弹道跳跃方式再入返回，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采用半弹道跳跃方式再入返回，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