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小组 侠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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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灵顿、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

海客新闻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2024年5月20日 星期一 甲辰年四月十三

今日12版 第12177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航天科技成果产生巨大综合效益

走进千家万户 服务千行百业
本报记者 刘诗瑶 谷业凯 喻思南

航天科技成果产生巨大综合效益

走进千家万户 服务千行百业
本报记者 刘诗瑶 谷业凯 喻思南

新质生产力既意味着新事物、新技术，也包括
传统生产力的“新生”。记者日前走进经济大省广
东的多家企业，感受新质生产力的蓬勃生机。

有的企业不断部署新场景新服务；有的企
业凭借自主创新在细分领域异军突起；有的企
业通过“焕新行动”获得生机。

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抢占“黄
金赛道”

不同于传统的车间，这里没有火花飞溅、
机械轰鸣，整洁、安静得仿若置身图书馆。

50 多条液晶面板生产线，实现年产能 6000
万片，产值超百亿元。在惠州华星光电显示有
限公司的研发及制造基地，智能化自动生产线
有序运转，高大的机械臂灵活地上下翻转，能
精准完成玻璃基板的传输、加工、检测、包装
等生产全过程。

广州华星第8.6代氧化物半导体新型显示器
件生产线也加快了创新步伐。该生产线由 TCL
华星在 2021 年投资 350 亿元建设，以自主产权
的高迁移率氧化物技术优势，为下一代显示技
术做产业化探索。

经过多年转型升级和全产业链布局，如今
TCL 已发展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建立从显示材
料、显示器件、显示模组到品牌整机再到用户
和内容运营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的厂家，全力
抢占超高清视频显示产业“黄金赛道”。

“将技术能力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构建新
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TCL创
始人、董事长李东生说。

保持较快“创新节奏”成为细分
领域“隐形冠军”

我国每出口 100台滴漏式咖啡机，就有 40台为这家企业制造。广东新
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小家电产业的龙头企业，也是世界咖啡机生产
领域的“隐形冠军”。

“目前咖啡机所有关键的零配件，均已实现本土化生产。”广东新宝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曾展晖说，强大的本土化制造能力是企业快速适应产
业周期缩短的成功“密码”。

“我们坚持‘无创新、不立项’，力争实现有质量的增长。”曾展晖说，
小家电行业强调“快”，产品的生命周期较短，必须保持较快的“创新节
奏”。新宝目前有 2000 多个产品型号，按平均每个产品三至四年的生命周
期，平均每年会有新创意产品700个左右，同时淘汰700个左右旧产品。

乘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在
越南、墨西哥等国家新建了部分产能，并逐步实现大批量生产。

大洋电机是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其产品从家电行业跨界到新能源汽
车行业。2023 年度，大洋电机母公司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超过 1 亿元。
在政策红利的持续赋能下，企业成本负担不断减轻。

数智化改造推动传统制造不断“焕新”

位于云浮市新兴县的先丰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早在几年前就完成了智能
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目前已建成投产10条不锈钢锅具和铝锅自动化生产线。

“产品在线生产时间由传统的7天缩减到2小时以内，单位生产成本下降
35%，生产效率提高50%以上。”先丰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强说。

“2023年以来，凌丰集团享受各类税收减免优惠达到4700多万元。”广
东凌丰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陈洁如说，“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大大
提振了企业投入研发、推进智能制造的决心。”

广州中浩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
一个产学研综合体，2021年自主研发了面向配方流程型生产企业的“保健
食品与日化行业智能化生产管控关键技术”，助力150多家日化及其上下游
企业“上云”“用云”。

“每年投入 8%以上的自有资金用于研发创新，目前建有省、市、企业
级研发中心五个。”该公司负责人张昊说，“2023年公司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达1000万元，在国家一系列政策帮扶下，公司已实现年均50%的增长。”

近年来，广东正掀起数字化改造浪潮，推动传统制造全面“焕新”，向全球
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据新华社广州5月19日电 记者刘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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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立夏已过，芒种将至。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大头”是作
为口粮的小麦。目前，部分省份小麦已经开始收割，收割机穿梭在麦田
中。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北方冬小麦距大面积收获只有
约半个月。据了解，夏粮旺季收购量预计 7000万吨左右，较去年略有
增加，其中小麦6300万吨左右。

图①：5 月 18 日，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小麦陆续成熟，籽粒饱
满，麦田流金，等待收割。 孟德龙摄 （人民视觉）

图②：5月19日，在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新东村高标准农田
里，农机手正驾驶大型农用机械在收割小麦。 肖本祥摄 （人民视觉）

图③：5月18日，联合收割机正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南城办事处
西姚村的麦田里收割小麦。 姜 桦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5月19日电（记者严
冰）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
发送旅客 13.7 亿人次，同比增长
22.9%，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国 铁 集 团 客 运 部 负 责 人 介
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积极适
应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人员
流动加速的形势，加强旅客运输
组 织 ， 优 化 旅 客 列 车 开 行 方 案 ，

丰富客运产品供给，落实便民利
民服务举措，有力保障了旅客平
安、有序、温馨出行，积极助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至4月，铁路部门加大客运能
力投放，充分用好铁路 12306 系统
大数据，动态掌握旅客出行规律，
及时在重点地区和热门方向增开旅
客列车，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
车10483列，同比增长13.8%。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3.7亿人次

丰 收 在 望丰 收 在 望

中国博物馆去年接待观众12.9亿人次
本报北京5月18日电（记者王

珏） 国家文物局18日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2023 年我国博物馆接待观
众 12.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2023年
全年新增备案博物馆268家，全国备
案博物馆达6833家。今年“五一”假
期，我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过 5000
万人次，“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博物馆数量持续增长。国家文
物局近日公布了第五批 123 家国家
一级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目前
已达 327 家。近年来，我国博物馆

数量以平均每年约 300 家的速度持
续增长，总量居世界前列。

博 物 馆 教 育 功 能 持 续 发 挥 。
2023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
4万余个、教育活动38万余场。

博物馆科研能力不断增强。全
国各级博物馆2023年实施研究项目
3500 余项，发行出版物 3000 余种，
发表论文 1.3 万余篇，涵盖农业起
源、文明互鉴等主题。截至目前，
累计认定 8 批共 40 家国家文物局重
点科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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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精尖技术的代表，航天科技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航天事业进入发展“快车道”，航天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标注了新时代科技创新的高度和深
度。发展航天事业不仅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需要，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
新动能，具有巨大的综合效益。

载人航天工程——

空间应用成果加速落地

4 月 26 日，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顺利
进驻中国空间站。根据计划，乘组将利用舱
内科学实验机柜和舱外载荷，在微重力基础
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
医 学 、 航 天 技 术 等 领 域 ， 开 展 90 余 项 试

（实） 验。后续，试 （实） 验生成的样品将由
科学家深入开展分析研究，有望取得一批重
要的科学应用成果。

建造为应用、应用为根本，是打造中国人
太空之家的初心使命。自 1992 年立项实施起，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就着眼于充分发挥应用效益
的目标，研制部署了一批国际领先的空间科学
研究与应用设施，持续滚动开展大规模的科学
研究与应用项目。目前，我国空间站进入应用
与发展阶段，空间应用有序展开、成果频出。
据统计，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已有4000余项成果
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

以太空育种为例，在宇宙射线、微重力等
极端环境作用下，太空“出差”的种子遗传进
化加速。经科研人员筛选培育，形成了特性稳
定的新品种，提升了育种技术效率。2022年12
月，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将来自黑龙江抚远的蔓
越莓种子带回地球，在全球开创了蔓越莓太空
育种的先例。

此前，我国科研人员利用航天育种技术培育
出的水稻新品种培杂泰丰、华航香银针等，在产
量、品质、抗性上表现突出。国家农业农村信息
中心2021年统计数据显示，航天小麦品种“鲁原
502”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解决了大穗型小麦
品种易倒伏难题，成为全国小麦种植的主导品种
之一。截至目前，我国航天育种搭载实验 3000
余项，育成主粮审定品种 240 多个，蔬菜、水果、
林草、花卉新品种 400 多个，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逾3600亿元，年增产粮食约26亿公斤。

航 天 科 技 是 世 界 各 国 科 技 竞 争 的 制 高
点。我国在载人飞船、运载火箭等航天重器
的研发和空间站建造过程中，应用了大量高
精尖的新技术和新材料，带动了微电子、机
械制造、通信等多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工艺
提升和产业升级。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应用深度广度不断拓展

江苏省南京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
无人机起落有序，飞行通畅。4月22日14时30
分，一架搭载血液冷藏箱的无人机从南京红十
字血液中心起飞，经过 15 分钟固定航线飞行，
降落在南京市浦口人民医院门诊楼前，准时完
成血液运输任务。2 公里之外，南京市浦口区
消防救援大队正在进行消防演练，无人机从飞
驳车载机巢中飞出，视频画面实时回传，红外
线热成像系统迅速定位“被困人员”，帮助消防
员实施救援。

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陈金培
介绍，通过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无人机可以
轻松获得动态厘米级精准定位服务能力，即使
在外界环境干扰较强的区域，也依然能够保证
定位精度，降低飞行风险，提高作业效率。此
外，基于矢量、卫星影像地图，集成 3D地形、
气象等多维数据，千寻位置自建的低空监管服
务管理平台，相当于在空中部署了无形的“交
通警察”，保障无人机等低空飞行设备的有序、
安全、合规飞行。

天上建好，地上用好。近年来，我国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 （以下简称北斗系统） 应用深度
广度不断拓展，在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拓展
生产生活应用场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时空赋
能作用。

“天作棋盘星作子”。如今，北斗系统已在
众多行业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在交通领域，
全国道路营运车辆应用北斗系统超 800 万辆，
超 4.8万艘船舶、超 1.3万水上助导航设施应用
北斗系统；在农业领域，全国超过10万台农机
已安装北斗自动驾驶系统，接入国家精准农业
综合数据服务平台的农机装备达到 25.8 万台；
应急管理服务方面，“北斗+安全智能监测预警
云平台”已在全国布设监测点8000多个，完成
超过600次安全预警。

2023年11月发布的《中国北斗产业发展指数
报告》显示，我国各种类型的北斗终端设备（不含
消费类电子）应用总量接近2300万台/套，北斗应用
渗透率超过 50%。涉及国计民生主要行业的北
斗终端设备应用数量超过1300万台/套。

高分专项工程——

高质量遥感服务走向大众

去年8月，受5号台风“杜苏芮”影响，吉
林北部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其中，扶余市农田
积水严重，庄稼也被雨水冲刷得东倒西歪，随
时有倒伏风险。

必须尽快抢救作物，补偿农民损失。然而
哪些耕地受灾、受灾情况如何，保险公司只有
掌握精准信息，才能快速理赔。正当农民焦急
地等待救援时，基于当年5月至8月的高分卫星
遥感数据，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结
合光学、雷达、耕地数据等信息，快速提取了
洪涝灾害受灾区域，确定了受灾耕地的范围，
为损失核定、办理理赔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赋能农业保险理赔，是高分辨率对地观测
系统重大专项 （以下简称“高分专项工程”）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我国空间
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分卫星被称为太
空中的“天眼”。自 2010 年启动至今，高分专
项工程突破了1500余项关键技术，实现从地球
静止轨道到低轨卫星群、从可见光到红外、从
多光谱到高光谱、从光学遥感到雷达遥感的对
地观测能力，构建了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
统骨干网。

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书记兼高
分专项工程副总设计师孟令杰介绍，高分卫星
数据和成果已经为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
务，在国内广泛应用于国土资源调查、生态、
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城乡建设等 28 个行业，
与老百姓“吃穿住行玩”息息相关。

2022年 12月，我国成功发射高分五号 01A
卫星，标志着高分专项工程空间段建设任务全
面完成。目前，高分专项工程已全面转入卫星
应用阶段。高分系列卫星本领越来越强，高分
卫星遥感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近年来，国家航天局联合多个部门建设
了国家遥感数据与应用服务平台。孟令杰介
绍，该平台旨在综合高分专项工程的卫星数
据、技术成果和应用经验，同时引接陆地、
气象、海洋有关卫星数据，共同搭建空间信
息服务资源共享枢纽。今年 4 月，该平台业
务版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