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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9 月 21
日下午，“天宫课堂”第四课在中国空

间站开讲，新晋“太空教师”景海鹏、朱

杨柱、桂海潮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场

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是中国航天员

首次在梦天实验舱内进行授课。

在约48分钟的授课中，神舟十六号

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生动展示

介绍了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

景，演示了球形火焰实验、奇妙“乒乓球”

实验、动量守恒实验以及又见陀螺实验，

并生动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授

课期间，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

面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互动交流。

本次授课活动分别在北京、内蒙

古阿拉善盟、陕西延安、安徽桐城及浙

江宁波设置了 5 个地面课堂，约 2800
名学生代表参加了现场活动。

据了解，在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

段，“天宫课堂”将持续开展太空授课

活动。 （记者 李国利 厉彦辰）

中国空间站第四次太空授课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中国空间站第四次太空授课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李国
利 占康） 记者从 21 日在北京开幕的

“第一届航天医学前沿论坛”上获悉，我

国已具备航天员 180 天太空驻留失重

防护保障能力，航天医学研究领域取得

的成果对于地面大众心血管、骨肌系

统、神经退行性病变、人类衰老、药物防

护与筛选等研究也提供了有力理论支

撑和技术平台。

论坛以“揭秘宇宙，健康未来”为主

题，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办，

北京理工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等联

办。两天的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将全面

交流我国空间站任务期间航天医学研

究领域取得的成果，探讨航天医学前沿

理论、未来发展趋势与新技术，展示先

进在轨健康维护技术在空间站运营、载

人登月任务中的应用等。

会上，神舟十五号航天员张陆结合

自己太空驻留 186 天进行的医学防护

保障及航天医学试（实）验情况，也进行

了学术交流。他深有体会地评价道：

“医学保障及时可靠，失重防护多样有

效，航天医学实验成果颇丰。”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

十六号飞行乘组发来祝福：“中国空间

站已全面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载人登

月任务全面启动实施，航天医学全国重

点实验室顺利组建，航天医学发展必将

迎来新的更大机遇。”

航天医学是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的重

要学科，研究制约人类长期航天飞行的

健康问题，为航天员太空长期健康生存

提供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撑。据中国航天

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医学全国重点实验

室主任李莹辉介绍，作为国内主体承担

载人航天健康保障任务的科研团队，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 30多年来，他们聚

焦微重力、空间辐射等航天特因环境导

致的医学问题，创建了中长期载人航天

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体系，研制了覆盖全

任务周期的综合对抗防护系统，实现了

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到长期健康驻留的

突破，我国空间站失重防护技术总体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具备航天员我国具备航天员180180天太空驻留失重防护保障能力天太空驻留失重防护保障能力

新华社记者

这是持续夯实的发展根基——制

造业规模连续 13 年居世界首位，2022
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 40 万亿元

大关……实体经济持续壮大，让大国发

展固本培元。

这是不断构筑的竞争优势——加

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放大创新

第一动力，新动能不断积蓄，为实现高

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推进新型

工业化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关键支撑。做强做优做大实体

经济，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业体系更健全、产

业结构更优、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

融合。新型工业化扎实推进，为中国经

济强筋壮骨，不断培育起新的竞争力。

把牢实体经济这个着力
点，现代化产业体系迈出坚实
步伐

8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4.5％，增速比上月加快 0.8 个

百分点。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新能

源汽车等先进制造业增幅明显，凸显引

擎作用。正是因为工业的持续恢复，牢

牢稳住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工业是综合国力的根基、经济发展

的“压舱石”。越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

部环境和风险挑战，越要筑牢这个坚实

支撑。

党中央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

制造业的发展，明确坚持把发展经济的

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入推进新型

工业化。

以制造业为根本、巩固完整产业体

系优势、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

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我国制造

大国地位更加稳固，新型工业化步伐不

断加快。

看基本面：2012 年到 2022 年，我国

全部工业增加值从 20.9 万亿元增长到

突破 40 万亿元大关，占 GDP 比重达到

33.2％；

看体系：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500 种主

要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

居世界第一；

看竞争力：新能源汽车、光伏产量

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45 个国家先进

制 造 业 集 群 纵 横 铺 设 ，构 建 全 球 最 大

5G 商用网络，不断拓展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创新应用……

从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增强产

业链韧性，到大力推进重大技术装备攻

关工程，提高产业链核心能力，再到引

导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塑造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我国把打造自主可控、

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坚定不移

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工业

化步伐显著加快。”工业和信息化部部

长金壮龙表示，工业规模稳步壮大、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不

断推进，聚焦新型工业化持续发力，不

断夯实中国经济根基。

向“新”而行，加快推动中
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红色工业机器人挥舞手臂，精准对

上百公斤工件抓取、定位、安放；移动机

器人，有条不紊地进行仓储、物流、装

配、检测……走进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不同种类的机

器人和高度自动化的产线，让智能制造

的体验扑面而来。

这是我国加快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

生动写照。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

2022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15.5％、31.8％，65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

500强企业榜单。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五

批12000余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带

动地方培育近9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以创新作为新型工业化的核心驱

动力，中国制造加速奔向中国创造。

C919 大型客机投入商业运营；国

产首艘大型邮轮顺利出坞；“东数西算”

工程 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全部开

工……近年来，一系列重大工程亮相，

成为我国工业重点领域不断突破、产业

结构持续优化的生动写照。

杭州亚运会召开在即，9 月 16 日 7
时 35 分，一道“虹韵紫”穿梭于山海间，

串联起杭州与宁波、温州、金华、绍兴、

湖州 5 座亚运协办城市，复兴号亚运智

能动车组列车正式载客运营。新方案

缓解列车跨越丘陵山地颠簸感、车内气

压与温度自动调节……高铁领域不断

突破的新技术，印证着中国制造创新的

步伐。

化解过剩产能、加快技术改造，传

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工业互联网、大数

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

展，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技术改造

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持续稳定在 40％

以上，重点领域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

入强度稳步提高。2022 年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达 1936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

究部研究室主任杨光普表示，我国工业

向高端化和高附加值方向积极迈进，向

智 能 化 和 服 务 化 转 型 步 伐 日 益 加 快 。

“通过提高制造业‘含金’‘含智’‘含绿’

量，进一步夯实中国经济根基。”

补短板锻长板，持续构筑
竞争新优势

“2021 年，我第一次参加论坛闭门

会 时 ，会 场 上 50％ 的 厂 商 是 我 们 的 客

户；去年则是 70％。这次闭门会我又算

了一下，是 100％。”7 月在上海举行的

2023 中国汽车论坛上，国产车规级 AI
芯片厂商地平线创始人余凯感慨良多，

“这个进步是实实在在的！”

从 50％到 100％，是产业链不断走

向自主可控的生动缩影。

大国工业，拥有稳定且高竞争力的

产业链至关重要。新型工业化，关键要

打造新竞争力。我国已拥有全球最完

整的产业体系，但大而不强、全而不精

的问题依然存在。夯实产业基础，努力

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

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着力点。

提高产业链核心能力，实施产业基

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

增强产业链控制力，培育更多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引

导 中 小 企 业 向 专 精 特 新 发 展 ；补 齐 短

板、拉长长板、锻造新板，增强产业发展

的接续性和竞争力……近年来，一系列

着眼于夯实产业基础、提升产业韧性、

增强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不断推出。

“我国高度重视产业链稳定性和竞

争力，增加研发投入，国内相关行业已

取得一定突破和成就。”中国企业联合

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玉涛说，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 262 个重点环

节 ，国 内 厂 商 可 供 给 的 环 节 比 例 已 达

85.88％。

新型工业化，同样“新”在格局的重

塑。近年来，不少地方打破传统思维，

积极构建创新生态，将自身融入区域协

调发展，拓宽拓深发展空间。

在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中国光

谷”，多家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军企业拔

节生长；安徽合肥加快布局“芯屏器合”

产业战略；湖南工程机械、先进轨道交

通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在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

建成了 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主导

产业总产值达 20 万亿元。“我们把发展

先进制造业集群摆到更加突出位置，更

加着眼于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整体

实 力 的 提 升 ，加 快 建 设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说。

我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

系和齐备的配套能力，其中蕴藏了无数创

新的力量。紧紧扣住高质量这个关键词，

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将不断增强工业发

展新动能，谱写制造强国建设新篇章。

（记者 张辛欣 魏玉坤 邹多为 高
亢）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综述

强筋壮骨强筋壮骨 铸就发展新优势铸就发展新优势

据新华社电

●我国将再遴选 14
个候选园纳入国家植物
园体系布局

●国家医保局就长
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
估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
见

●国家首批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项目雅砻江
腊巴山风电项目投产发
电

●9 月 22 日起可查
2023年法考成绩

●中国超四成乘用
车新车具备组合辅助驾
驶功能

● 153 名实施跨境
裸聊敲诈的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
国

据新华社南京9月21日电（记
者 秦华江） 记者 21 日从在苏州召

开的第二届河湖长制与河湖保护高

峰论坛上获悉，水利部会同各地各

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河湖“清四乱”、

长江黄河岸线利用专项整治、妨碍

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清理等专项行

动，集中整治河湖突出问题 22.3 万

个，全国河湖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

据了解，随着河湖长制责任体

系全面建立，123 万公里河流、2057
个湖泊的管控边界得以明确。水生

态环境不断改善，全国地表水Ⅰ到

Ⅲ类水质断面比例较 2016 年提高

20.1 个百分点。社会参与意识显著

增强。通过推进河湖长制进企业、

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护河志愿

者人数达 700多万名，全社会关心参

与河湖管理保护的氛围日益浓厚。

水利部

开展专项行动清理整治开展专项行动清理整治
河湖突出问题河湖突出问题2222..33万个万个

9月21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收看“天宫课堂”第四课。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据新华社杭州9月21日电（记
者 林光耀 罗羽 杨恺 崔力） 21 日

进行的杭州亚运会男子排球预赛 A
组比赛中，中国男排直落三局完胜哈

萨 克 斯 坦 队 ，三 局 比 分 分 别 为 25：

20、25：23和 25：20。

本 场 比 赛 ，中 国 队 派 出 了 由 江

川、俞元泰、于垚辰、李咏臻、彭世坤、

张景胤、曲宗帅组成的首发阵容。

双方在第一局开场后便陷入鏖

战，比分从 3：3 打到 15：15。随后中

国队连续得分取得领先优势，并在李

咏 臻 的 发 球 局 将 优 势 扩 大 到 4 分 。

本局以张景胤发球得分结束。

第二局开局不久，张景胤和李咏

臻先后两个发球轮中，中国队发起多

点进攻，确立了 11：5的优势。此后中

国队保持领先，以25：23拿下第二局。

第 三 局 双 方 一 度 打 成 12：12
平。中国队请求暂停后调整状态，并

最终以 25：20胜出。

本届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至此

决 出 12 强 ，分 别 是 中 国 、哈 萨 克 斯

坦、伊朗、巴林、印度、韩国、巴基斯

坦、中国台北、卡塔尔、泰国、日本、印

度尼西亚。

中国男排再获胜中国男排再获胜 亚运男排十二强产生亚运男排十二强产生

据新华社杭州9月21日电（记
者岳冉冉 王浩明 陈地） 21 日，杭

州亚运会足球项目进入第三个比赛

日，男、女足共进行九场比赛。中国

男足亚运队以 4：0 战胜缅甸队，两连

胜后提前小组出线。

在首场 5：1 战胜印度队后，中国

队迎来第二个小组赛对手缅甸队。

老将谭龙在第 15 分钟和第 19 分钟分

别 攻 入 两 记 头 球 ，助 中 国 队 2：0 领

先。第 22分钟，王振澳胸部停球后凌

空抽射再下一城。上半场尾声阶段，

戴伟浚头球破门，中国队4：0领先。

下半场，中国队大幅轮换人员，

可惜得势不得分，4：0 的比分最终保

持到终场。中国队主教练久尔杰维

奇赛后表示：“这两场胜利我们总共

取得了 9 粒进球，并不容易。下一阶

段对手会更强，我们一定会再接再

厉。”

杭州亚运会女足赛事当日开赛，

中国台北女足以2：1战胜印度女足，迎

来“开门红”。22日，中国女足将迎来

本届亚运会首秀，对手是蒙古国队。

中国男足亚运中国男足亚运队提前晋级队提前晋级1616强强
女足开赛

9月21日，中国队球员谭龙（左一）在比赛中庆祝本场第一粒进球。
当日，在杭州亚运会男子足球小组赛A组比赛中，中国队以4比0战胜缅

甸队。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新华社杭州9月21日电（记者
何玲玲 朱涵 张璇） 首创“1＋6”一

体化数字办赛服务平台、首条 5G－

Advanced 万 兆 网 络 走 进 现 实 、境 外

“ 电 子 钱 包 ”首 次 在 境 内“ 无 缝 对

接”……即将开幕的杭州第 19 届亚

运会，是史上首届提出智能办赛理念

的亚运会，“智能亚运”成为中国尖端

数字技术发展的展示窗口。

“一屏”掌握亚运“全貌”

走进杭州亚运会信息技术指挥

中心，一张智慧大屏上，从杭州亚运

会各场馆及赛事、活动现场实时汇集

而来的数字不断跳动。

“杭州亚运会搭建首个‘1＋6’大

型体育赛事信息技术指挥平台，赛时

将为数十万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提

供数字办赛支撑。”亚运信息技术指

挥长，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胥伟华

说，亚运信息技术指挥中心是杭州亚

运会的“神经中枢”。

据介绍，按照“安全、智能、实用”

的要求，杭州亚运会构建了主指挥平

台（ITCC）＋六大专项平台，包括通信

保障专项平台、网络安全专项平台、无

线电保障专项平台、数字办赛专项平

台、数字参赛专项平台以及数字观赛

专项平台等，高质量推进亚运赛事信

息系统、计时记分、通信网络、无线电、

网络安全、信息技术设备设施等规划

建设、运行管理和强有力保障。

“以赛事运行中产生的数以百万

计的实时数据和信息为基础，通过对这

些数据的分析，可全面掌握信息技术运

行实时状况，精准预警可能发生的问

题，快速定位故障的节点。”胥伟华说。

国际奥委会首席信息科技官艾

拉里奥·孔纳说，杭州亚运会用云计

算创造历史，赛事核心系统和转播全

面上云，为大型赛事的数字化普及奠

定了坚实基础。

“比5G快10倍”走进现实

从杭州亚运村行至奥体中心，钱

塘江风景一览无余。目前，全球首条

5G－Advanced（又称 5G－A 或 5.5G）

万兆网络示范路线已在该区域实现

落地，并为亚运量身打造出全系列裸

眼 3D应用。

“用裸眼 3D看足球比赛，让人身

临其境，就感觉足球要从屏幕里飞出

来！”杭州市民李先生在体验后告诉

记者，更强大的网络让他对本届杭州

亚运会有了更多期待。

据介绍，5G－Advanced 是 5G 的

演进和增强，实现 10 倍网络能力提

升。“该项目进一步提升了 5G的网络

能力，丰富了 5G 的应用场景，为 6G
标准制定和技术落地积累了重要经

验。”国家体育总局技术专家、亚组委

信息技术部总工程师欧阳波表示。

杭州亚运会信息技术指挥中心

副指挥长施雄伟表示，基于 5G－Ad⁃
vanced 网络智能化技术，可对亚运期

间需要重点保障的场馆网络设备进

行预测和实时监测管理，实现保障前

“预”评估，保障中“快”响应。

移动支付成为“通用语言”

只 用 一 张 支 付 宝 收 款 码 ，就 能

“无缝”接待来自全球各地的顾客。

西湖边一家小吃店为自己立了一个

小目标：“亚运会期间向全球游客卖

出 2000份杭州特色小吃”。

杭州亚运会开幕在即，大量境外

运动员、观赛者、游客抵达中国。截

至目前，使用 10 种境外钱包的境外

游客可以直接使用本地电子钱包便

捷扫码消费，这项服务覆盖东南亚和

东亚超过 1.75亿消费者。

9 月 17 日，十多位境外钱包企业

负责人组团来到杭州“考察”，并对未

来拓展更多合作表达了期待。“我们

期待在亚运盛会期间，为更多全球用

户提供服务。”马来西亚一家电子钱

包企业负责人表示。

杭州亚运会搭建了桥梁，让中国

支付技术展现独特优势，也推动相关技

术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用。业内人士

评价认为，杭州亚运会开创了国际大型

体育赛事大规模支持境外钱包的先河，

进一步推动亚洲移动支付互联互通。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期间，时任

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曾表示，

“实现‘智慧亚运’将是杭州的最大挑

战，而他们也将因此开启一个新时代。”

“杭州亚运会实现多项尖端数字

技术‘首次落地’，将为后续重大体育

赛事的安全智能运行提供借鉴，也为

中国技术和产品加速应用提供机遇

和平台。”胥伟华说。

多个多个““首创首创””开启开启““智能亚运智能亚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