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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通信业
“成绩单”：1—2 月份，电信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 4.3%，全国规模以上互联网
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7.6%，截至2月末5G移动电
话用户达8.51亿户、超过4G用户数近
1亿户，通信行业整体实现平稳起步。

业务总量保持两位数增长

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2
月份，电信业务收入稳步提升，电信
业务总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工信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1—2 月份，电信业
务收入累计完成 2923 亿元，同比增
长 4.3%。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
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14.4%。

固定互联网宽带业务收入稳步增
加。1—2 月份，三家基础电信企业
完成互联网宽带业务收入 440.6 亿
元，同比增长 6.7%，占电信业务收
入的 15.1%，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
1个百分点。

互联网业务收入稳步提升。1—2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2463 亿
元，同比增长 7.6%，增速较 2023 年
全年提升0.8个百分点。

软件业务收入增长较快。1—2
月份，全国软件业务收入 17050 亿
元，同比增长 11.9%。信息技术服务
收入较快增长，达11247亿元，同比
增长 13.5%，占全行业收入的 66%。
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
入2102亿元，同比增长13.8%，占信
息技术服务收入的 18.7%；集成电路
设计收入 463 亿元，同比增长 12%；
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 1378 亿
元，同比增长3.8%。

5G基站总数达350.9万个

1—2 月份，全国 5G、千兆光纤
网络建设有序推进，用户规模持续扩

大，移动数据流量呈快速增长态势。
——5G用户占比近五成。截至2

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
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7.46 亿户，
比上年末净增240.9万户。其中，5G
移动电话用户达8.51亿户，比上年末
净增 2922 万户，超过 4G 用户数近 1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48.8%，占
比较上年末提高 2.2 个百分点。“5G
用户规模超过 4G，不仅意味着我国
的 5G 发展正加快步入成熟期，也为
数字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移
智库战略与产业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张
丽贤说。

——5G 基站建设持续加速。截
至 2 月末，5G 基站总数达 350.9 万
个，比上年末净增13.2万个，占移动
基站总数的 29.8%，占比较上年末提
高0.7个百分点。

从地区看，京津冀、长三角地区

5G 建设领先全国。截至 2 月末，京
津冀、长三角地区 5G 基站分别达到
34.1万、68.2万个，占本地区移动电
话 基 站 总 数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32.7% 、
31.4%；5G移动电话用户分别达7152
万、15435万户，占本地区移动电话
用 户 总 数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48.2% 、
48.6%。从流量看，截至 2 月底，全
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 487.6 亿
GB，其中5G用户接入流量同比增长
59.8%，占比达 53.3%，5G 已成为流
量使用增长的主动力。

加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让 5G 网络为用户提供更好
服务，工信部接连推出“信号升格”
行动、5G 应用“扬帆”行动，通过
通信基站建设优化实现了网络性能增
强和信号覆盖面积扩大。

“信号升格”专项行动通知提
出，面向政务中心、文旅、医疗机
构、高等学校、交通枢纽等 11 个重
点场景加强网络覆盖。到 2025 年
底，超过 12 万个重点场所实现移动
网络深度覆盖、3 万公里铁路和 50
万公里公路、200条地铁线路实现移
动网络连续覆盖。移动网络平均下
载速率不低于 220 兆，平均上传速
率不低于 45 兆。网络卡顿、时延等
主要指标全面优化，移动网络达标
速率占比不低于 95%，5G 流量占比
显著提高。

通信基础设施和网络性能的提
升，进一步推动技术融合创新。数
据显示，今年前 2 个月，全国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业务收
入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具体看，三
家基础电信企业新兴业务收入达到
757.6 亿元，同比增长 11.3%，占电
信业务收入的 25.9%。其中，云计算
和大数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17.3%和
30.3%。截至 2 月末，三家基础电信
企 业 发 展 蜂 窝 物 联 网 终 端 用 户
23.64 亿户，占移动网终端连接数比
重达57.5%。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赵
志国表示，将加快 5G、千兆光网、
算力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持续提升重点区域、重点场景网络覆
盖质量，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优化
骨干网络架构，建设高速算力网络，
深化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数
字化转型的赋能和支撑作用，进一步
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
地位。

截至2月末，5G移动电话用户超过4G用户数近1亿户——

通信行业整体实现平稳起步
本报记者 孔德晨

积极改良与开发利用盐碱地资
源，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记
者近日采访了解到，通过培育耐盐碱
的甜高粱品种，在不适宜种植粮食的
盐碱地上种植甜高粱可以修复土壤生
态，同时填补我国饲草产需缺口、增加
蛋白类食物供给，发展高附加值绿色
健康产业。当前，围绕发展甜高粱产业
用好盐碱地，业内专家、学者、地方政
府、企业等多方正在展开探索。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
室主任周天勇说，用甜高粱秆发酵的
青贮饲料喂养牛羊，增加甜高粱作为
饲料发展畜牧业，能提高饲料安全保
障能力。

中国糖业协会专家组专家闵亚光
介绍，利用甜高粱提炼出的植物液态
糖，国际上称之为植物蜜，在美国、
韩国、日本等国的餐桌上流行，在我
国尚处空白。

“除了青贮饲料、植物蜜，用甜
高粱秆还可以发酵乙醇并制出氢气，
开辟生物制氢技术路线，这是未来的
发展方向。”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

技术研究院教授李十中从事甜高粱提
制生物能源研究 20 多年。他说，科
研人员已经开发出甜高粱发酵乙醇、
制氢技术路线，甜高粱还能生产航
煤。用生产乙醇后的酒糟可直接磨浆
造纸，降低造纸成本。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国家
能源非粮生物质原料研发中心原副主
任谢光辉多年从事甜高粱产业研究。
谢光辉告诉记者，甜高粱利用途径广
泛，因为存在卡脖子难题，多年来甜
高粱种植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

“甜高粱大规模推广种植首先卡
在种子上。”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原研究员谢旗说，在
20 余年的科研路上，他和团队培育
出了6个在盐碱地上种植的甜高粱品
种。北京泰华集团研究院院长刘想介
绍，研究院专家在海南、新疆育种制
种，已选出能种2万多亩盐碱地的10
多个品种，这些品种适合在不同土质
的盐碱地里种植。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盐碱地主要
分布在新疆、内蒙古、山东等地，约

有15亿亩，其中，轻度盐碱地有5亿
亩。多年来，科研人员在盐碱地上压
水降盐改土种植粮食、种植碱蓬等植
物改良土质。近年来，山东东营、内
蒙古通辽、新疆阿拉尔、吉林白城等
地开始在盐碱地上种植甜高粱，探索
大规模种植甜高粱的技术体系。

“眼下进入春耕关键时期，今年
力争种植 1 万亩甜高粱。”山东省东
营市河口区义和镇副镇长蔡世军说，
义和镇有近 20 万亩西黄河故道淤
地，土地不同程度盐碱化。目前除了
开发建设外，还有 10 多万亩土地。
当地肉牛养殖已发展多年，青贮饲料
是必然需求。2023 年，义和镇试种
了 200 亩甜高粱，就地做成青贮饲
料，可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同时，
通过榨糖试验，甜高粱经过初加工成
功产出了糖浆。

北京泰华集团董事长肖希鹏表
示，泰华集团去年在新疆、内蒙古、
山东等地的9个试验点种植了千余亩
甜高粱，平均亩产4吨以上。

刘想向记者展示了利用甜高粱汁

液提炼出的植物蜜，泰华集团已经形
成了一套植物蜜的提炼工艺，今年将
在山东东营市河口区义和镇启动甜高
粱制糖厂建厂项目。

肖希鹏展示规划说，泰华集团在
北京窦店设立了甜高粱试验基地，计
划用5年时间，投资60亿元，建成年
产百万吨级植物蜜等项目。

“甜高粱亩产高、保鲜期短，收
割保存难，没有专门的机械化设备是
卡脖子的又一难题。”作为一家推广
销售服务甘蔗产业机械化设备的企业
负责人，北京富力众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邓健介绍，甜高粱机械化
生产比甘蔗难度大得多，难在收割、
榨汁机械一体化上。他们和设计企业
正在协作，全力投入设备攻关。

新疆、云南、山东等地的机械制
造企业也在研发甜高粱收割、榨汁、
储运、提炼、包装等全套自动化专业
系列机械设备。

“甜高粱产业是种植业、畜牧业、
食品级工业等产业融合发展的生态型
可持续性产业，未来大有可为。”北京
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孟凡兴表示，
北京市科协将积极推动科研院所、产
业合作方和创新型企业对接，联合攻
关，推进这一生态型产业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4月 5日电 记
者林红梅、郁琼源、魏玉坤）

用好盐碱地发展甜高粱产业

本报南宁4月5日电（记者张
云河） 记者日前从广西壮族自治区
林业局获悉，今年以来，广西紧抓
春季造林有利时机，大力推进造林
绿化工作，实现国土绿化数量与质
量双提升。截至3月底，广西累计
完成植树造林面积219万亩，占年
度造林计划的 62.57%，比去年同
期增长10.6个百分点。

据悉，广西林业局印发2024年
全区营林生产计划，要求各地充分
利用造林绿化空间、采伐迹地、火烧
迹地等地类造林，大力培育乡土树
种、珍贵树种和混交林、复层林；全

年计划推进重点生态功能区桉树结
构改造面积10万亩，珍贵树种种植
面积2.5万亩，逐步提升森林质量和
碳汇能力。今年一季度，广西已完成
桉树种植结构调整面积 1.82 万亩，
珍贵树种培育面积5900亩。

据介绍，去年，广西完成植树
造林面积417万亩，有效带动农民
获得劳务收入约 28 亿元，林业生
产带农增收成效明显。今年，广西
在巩固现有林业生产成果的基础
上，继续加大植树造林力度，扩大
林业生产规模，全年力争完成植树
造林面积350万亩。

据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
者宋晨） 记者近日从国家知识产权
局获悉，目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
专利中，企业所占比重已超七成，
数量超过300万件。我国企业有效
发明专利产业化率稳步提升，专利
转化运用效益持续提高。

“企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的重要力量，也是专利产出和转化
的主体。”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前不久，国家知识产权
局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出台了《专利
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计划实施
方案》，面向具备创新能力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采取“普惠服务+重
点培育”相结合方式，以专利产业
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培育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能。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3 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
产业化率达到 51.3%，首次超过
50%。较上年提高 3.2 个百分点，
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

高新技术企业专利产业化水平
更高。2023 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到 57.6%，较
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比非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高19.5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
者高敬） 生态环境部与中国民用航
空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推动民用运输机场绿
色发展的通知》，加强和规范民用
运输机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助力
行业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通知要求依法做好规划和选址
阶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提出依法
开展布局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深化
选址阶段环境比选和影响分析论
证、加强机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研
究和分析等。

根据这份通知，新建、迁建机

场选址过程中，应统筹好民航安全
高效运行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充分运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
深入开展多场址环境比选和影响分
析论证工作，相关内容应纳入选址
报告。在满足民航安全高效运行基
础上，所选场址尽量避免削山、填
海、填湖 （湿地）、改造河流等，
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等生态环境敏感
区中依法应当避让的区域，降低对
鸟类等野生动物的影响。场址选择
和跑道平面布置应充分考虑噪声影
响，尽量减少受噪声影响的声环境
保护目标数量和人口规模。

广西一季度植树造林 219 万亩

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提升

两部门推动民用运输机场绿色发展

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依托自然生态优势，发展艾草、艾米果、艾
灸产业，形成集种植、研发、销售于一体的艾产业链条，实现农文旅
融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图为在信丰县大桥镇“艾”文化节上，人
们观看非遗民俗节目表演。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是河西走廊高原夏菜主产区。近年来，当地
大力提升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图为4月4日，在甘州区上秦镇下秦村蔬菜基地，村民正抓紧栽种
白菜苗。 杨永伟摄 （人民视觉）

近日，中建八局承建
的江苏南京新济洲供水
工程控制性节点——越
江廊道顺利贯通，标志着
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新济洲供水工程是南京
区域绿地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水资源调节
净化、生物资源保护意义
重大。该工程利用新济洲
现有水系进行清淤疏浚
扩容，新建 1945 米长跨
江供水管廊，建成后可长
期满足南京江宁 1/3 的
日常用水需求，并将作为
应急备用水源，保障全区
近 200 万居民用水安全
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张 旭摄
（人民视觉）

4月3日，在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分公司一地块，农技
人员在检测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终端。该终端通过 50余个点位 500余套设
备进行数据采集、整合及分析，最终形成数据模块，助力春播生产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本报呼和浩特4月5日电（记
者张枨）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
能源局获悉：随着内蒙古能源四子
王旗风储项目100万千瓦、三峡乌
兰察布新一代电网友好绿色电站示
范项目二期三期150万千瓦、赤峰
市能源物联网零碳氢氨一体化示范
项目12.5万千瓦等项目陆续并网发
电，内蒙古新能源装机并网规模突
破1亿千瓦。

据悉，1亿千瓦新能源装机，一年
将产生2300亿千瓦时绿色电力，相
当于节约标准煤7000万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超1.9亿吨，对助力地区
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内蒙古今年计划新增新
能源装机 4000 万千瓦，预计今年
年底新能源装机突破 1.35 亿千瓦，
提前一年实现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
火电装机规模的目标。

内蒙古新能源装机并网超1亿千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