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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渔船驶离广东省阳江市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
◀8月16日，在广西北海市侨港镇电建渔港码头出海口，渔船出港开展捕捞作业。
8月16日中午12点整，南海为期三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结束，停泊在广东省阳江市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的

渔船纷纷出港，开始进行捕捞作业。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
戴小河）国家邮政局 16 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前 7月，邮政行业寄递
业务量累计完成 873.7亿件，同比增
长 12.8%。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
成703亿件，同比增长15.5%。

前7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
成 72.6亿件，同比下降 0.7%；异地快
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614.3亿件，同比
增长17%；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
计完成16.1亿件，同比增长57.2%。

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

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
8482.3亿元，同比增长10.5%。其中，
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6495.3亿元，
同比增长10.5%。

7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
成 131.6 亿件，同比增长 9.7%。其
中，快递业务量完成107.7亿件，同比
增长11.7%。

7月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完成
1194.5亿元，同比增长 5.3%。其中，
快递业务收入完成 952.4亿元，同比
增长6%。

前7月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5.5%

新华社郑州8月16日电（记者
王鹏）记者 16 日从教育部在河南安
阳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教育
部、国家语委 2015 年启动中国语言
资源保护工程，一期工程已完成全国
1700 多个调查点的调查保护，覆盖
国内120余种语言和方言。

发布会上，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
管理司司长田立新介绍，中国语言资
源保护工程先后出版了《中国语言文
化典藏》《中国濒危语言志》《中国语
言资源集》等标志性成果，主动服务
国家和地方文化建设。

据悉，语言文字战线着力加强中
华优秀语言文化的研究和阐释，将甲
骨文等古文字知识和思想文化元素
引入课堂教学，编撰了《课本里的汉
字探秘》等系列普及读物。

例如，安阳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汲取营养，开展中华经典诵写
讲大赛，编撰“诵诗识字来安阳”系列
丛书。位于当地的中国文字博物馆
推出“我爱甲骨文”主题课程，殷墟博
物馆开发“字有乐园”“梦回殷商”主
题课程，弘扬汉字文化魅力，推动语
言文字事业创新发展。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一期工程
已完成1700多个调查点的调查保护

新华社重庆8月16日电（记者
唐奕 赵小帅）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庙
宇镇的龙骨坡遗址16日正式启动第
五阶段的发掘工作，研究人员将在更
多古人类、古生物化石及相关人工制
品等方面展开发掘。

从 1984 年到 2006 年，龙骨坡遗
址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系统发掘，成为
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到 2012 年，龙骨坡遗址的发
掘工作进入第四阶段，该阶段将中国
旧石器传统发掘方法与法国旧石器
发掘方法相结合，发现了200余件具
有明显人类加工痕迹的石制品及百

余件哺乳动物化石，为探索三峡地区
早期人类的技术模式和行为模式提
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

据悉，龙骨坡遗址的第五阶段发
掘是时隔10余年再次启动主动性发
掘的重要探索。发掘时间从8月持续
至 11月，发掘面积为 30平方米。记
者在发掘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已经开
始在现场进行探方布设、表土清理。

现场负责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
专家组代表黄万波介绍，龙骨坡遗址
为揭示人类发展进程，实证三峡地区
百万年人类史提供了更丰富的材料，
学术意义重大，社会影响广泛。

我国启动新一轮巫山龙骨坡遗址考古发掘

新华社耶路撒冷 8月 16 日电
（记者王卓伦）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
究所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所研究人员
领衔的国际团队发现一个围绕恒星
运行的热木星双星天体系统，其温度
比太阳表面温度还要高。

热木星是指大小与木星相当，但
温度极高、运行轨道距其绕行恒星非
常近的气态巨行星。

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的天文
学家通过欧洲南方天文台设在智利的
甚大望远镜发现了这个热木星双星天
体系统，距离地球约1400光年。

公报说，来自恒星的强烈辐射导
致热木星表面温度极高。研究人员

根据这一双星系统的发光亮度计算
其表面温度后发现，向阳面的温度约
为 7000至 9500摄氏度，与质量是太
阳两倍的类太阳恒星一样热。而其
背阳面的温度也在约1000至2700摄
氏度之间。太阳表面的温度约为
5500摄氏度。

公报说，这一发现推动了极端紫
外线辐射对行星大气层影响的研
究。这种辐射在多种天体物理环境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会导致气体蒸发
和分子破裂，对恒星和行星演化产生
影响。

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英国《自
然·天文学》杂志上。

天文学家发现比太阳表面温度还要高的热木星

黑龙江正努力写好写实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
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一首无中生有、有中生优的“老与新的变奏曲”在黑
土地上奏响。

绥化地处“黄金玉米带”，玉米年产量稳定在1000万吨左右。从玉米到
酒精、淀粉、葡萄糖、氨基酸、维生素等产品，当地走出一条把玉米“吃干榨
净”的原材料精深加工之路。

老工业基地的价值在“老”，出路在“新”。近年来，黑龙江聚焦高端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
动新兴产业从“盆景”向“风景”蜕变。

”

“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伟 王春雨 强勇

“大国重器”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透
出老企业焕发的新活力；充满生机的黑土
地上，一产接“二”连“三”激发新动能；产
业园区内，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竞相
涌现……如今，黑龙江高质量发展的“马
达”动力十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东北全面
振兴取得新突破。作为老工业基地和农
业大省，黑龙江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坚持以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推进
动能转换，以产业振兴带动实体经济振
兴、推动全面振兴，奋力走出老工业基地
创新发展新路子。

如今，黑龙江正努力写好写实改造升
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
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一首无中生有、
有中生优的“老与新的变奏曲”在黑土地
上奏响。

“老字号”智能化转型走新路

“老”树发“新”枝。黑龙江用新理念、
新机制、新技术让老企业焕发新活力，促
进装备制造、能源、食品等传统产业向中
高端迈进。

当电站主机设备在工作，另一个数字
模拟设备同步运行，两者参数出现偏差时，
模拟设备会预警，发现实体设备可能存在
的问题。当前，这个名为“电站设备数字孪
生课题”的重要科研项目在哈尔滨电气集
团有限公司全面开展，将为客户提供智能
制造、远程运维、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系统服
务。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创新与数字
化部总经理车东光说，“十四五”期间，哈电
将投资10亿元建设“数字哈电”。

在百威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中央控
制室，数米高的大屏幕显示着啤酒生产、
能耗、包装等全过程运行参数，实时跟踪

设备状态，进行数据分析和远程操作，啤
酒酿造几乎都由自动化生产线完成。“付
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少，脑力劳动越来越
多了。”公司总经理张灵斌说，公司正加快
打造“黑灯工厂”。

近年来，黑龙江发挥中国一重、哈电、
哈飞等企业对国家战略力量、战略安全的
重要支撑作用，坚持扩量调结构、创新促
升级，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加大
技术改造力度，通过设备换新、生产换线、
机器换人等方式，推动制造业提档升级。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
势良好，同比增长达27.0%。

“老字号”赋能增效既离不开新技术
加持，更需要新理念、新机制支撑。

“原来每月赚两三千元，现在六七千
元。”早上8点，距上班时间还有半小时，哈
尔滨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装配车间排铁
组长柴东旭已经换好工装，走上岗位。

国有企业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
改革，能够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主动性，是国有企业能够持续释
放创新活力的关键。这项改革让这家一
度陷入经营困境的老国企“逆袭”，成为目
前国内变压器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也让
员工的精气神发生变化。公司装配车间
主任芦峰说，原来一些急活、重活很难派
出去。现在大家主动“要活”，偶尔有人请
假，也会加班加点补回来。

用市场倒逼生产，是老工业基地企业
“逆生长”的必由之路。黑龙江一众“老字
号”企业加快从传统生产制造向智能制造
转型，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越走越
宽，体制机制不断理顺，进一步筑牢全省
工业经济的“四梁八柱”。

“原字号”开启精深加工之路

“没有一粒玉米可以完整地离开绥
化。”在黑龙江省绥化市，这并不是一句玩
笑话。

在位于绥化的黑龙江新和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物发酵产业园二期，生物技
术被广泛应用到玉米深加工领域。绥化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于凯
宁说，产业园年加工玉米能力超过 200万
吨，辅酶Q10等保健食品的产出有效拉长
了产业链条。

绥化地处“黄金玉米带”，玉米年产量
稳定在1000万吨左右。从玉米到酒精、淀
粉、葡萄糖、氨基酸、维生素等产品，当地
走出一条把玉米“吃干榨净”的原材料精
深加工之路。

产业链短、附加值低，曾是羁绊黑龙
江“原字号”企业发展的拦路石。依托资
源富集优势，黑龙江推动产业链条向下游
延伸，抓实“油头化尾、煤头电尾、煤头化
尾、粮头食尾、农头工尾”，深度开发“原字
号”，把优势潜力释放出来、把内生动力激
发出来。

近年来，黑龙江出台了《黑龙江省支
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
施》《黑龙江省加快推进农产品加工业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
等文件，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目前全
省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1929家，加
工能力超过 1亿吨，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
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

煤城转型怎么转？“不能简单去‘煤’
化，要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延伸
壮大产业链条。”鹤岗市委书记李洪国开
门见山回答记者的问题。

在煤城鹤岗，通过稳煤头、强化尾，构
建起煤转电、煤制肥、煤制焦、煤制气、煤
基多联产等5条主要产业链。中海石油华
鹤煤化有限公司是东北重要的尿素生产
基地，年产60万吨大颗粒尿素。公司党委
副书记万辉说，不做好资源深加工，就难
以把资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

在油城大庆，市委市政府成立“油头
化尾”产业工作领导小组和26个单位成员
组成的推进工作专班，推动“油头化尾”产
业规模不断壮大。目前，大庆拥有规模以
上石化生产企业78家，其中百亿元以上企
业2家、超亿元企业28家。

在林城伊春，林区人在停伐后积极拓
展林下资源空间，松子、黑木耳等产业由小
作坊生产向工厂化、集约化、现代化跨越。

培育新兴产业壮大“新字号”

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
机遇，黑龙江根据资源禀赋谋定发展目
标，主动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和

创意设计等新兴产业，加快推进产业转
型、动能转换、增长方式转变。

黑龙江把数字经济作为全省发展的
“一号工程”，出台了《黑龙江省“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多项政策，积极布
局数字经济新赛道。

去年以来，黑龙江举办了全国工商联
主席高端峰会、2022世界 5G大会等多项
重要活动，与华为、百度、京东、腾讯、中兴
等一批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开展战略合作，
签约总额超过 6000 亿元，新动能加速集
聚。

在6月举行的第三十二届哈尔滨国际
经济贸易洽谈会上，哈尔滨爱威尔科技有
限公司展位前人头攒动，参会者戴着VR
眼镜，沉浸式体验工厂生产全过程。公司
副总经理马宏宁介绍，爱威尔专注于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和元宇宙技术研发，近4年
公司业绩累计增长幅度超过 700%，已为
国内350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虚拟现实产
品和服务。

黑龙江科技教育资源富集，哈尔滨工
业大学等 78所高等院校、226个科研院所
为培育壮大“新字号”提供了资源优势。
年初，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有关部门、重
点企业，成立“数字经济产业联盟”，将为

“数字龙江”建设提供产学研用全方位解
决方案。

老工业基地的价值在“老”，出路在
“新”。近年来，黑龙江通过优化政策、融
资、人才、信息服务等供给，聚焦高端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
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新兴
产业从“盆景”向“风景”蜕变。

大庆思特传媒科技有限公司“90后”
工程师李庆欣，正在电脑前专注于“动感
跑酷”互动类游戏的调试。这家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从事互动多媒体产品创意设
计、人机智能交互等前沿技术研发，公司
产品已出口60多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黑龙江共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864家，这些行业佼佼者成为黑龙江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全省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从 2015年 693家增至 2022年 3605
家，2022年黑龙江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的典型经验做法获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
通报表扬。

善谋者行远，实干者乃成。广袤的黑
土地上，一批“老字号”“原字号”不断迸发
新活力，“新字号”快速成长，一幅攻坚结
构短板、迈向高质量发展，推动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多彩画卷正徐徐铺展开来。

（原载于《瞭望》2023年第33期）

黑龙江：写好产业振兴“三篇大文章”

（上接第一版）吉林“新”工业动能发
展势头强劲，尤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代
表。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值增长 52.9%，
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1.2倍。

稳投资成效显现

“东北经济‘半年报’成绩优异，为全
年经济增长打下一个好基础。”辽宁社会
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说，东北经济出现向
好势头，关键是一批高质量投资项目正加
速落地，投资增长势头喜人。

今年5月，华晨宝马宣布2026年起在
沈阳投产纯电动新世代车型，与之配套的
总投资100亿元的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项
目全面动工。“我们致力将沈阳打造成新
能源汽车产业中心，实现电芯、电池、电力
驱动系统和电动车都在沈阳生产。”华晨
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戴

鹤轩说。
宝马项目是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主抓有效投资，整
体形成了回升向好势头。辽宁工业投资
额增长 13.1%，新开工建设项目个数达
2563个，完成投资额增长 13.9%。吉林固
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0.9%,增速比1至5
月份提高11.4个百分点，止住二季度以来
的回落态势，实现回升；黑龙江省基础设
施投资支撑有力，同比增长23.6%。

上半年，黑龙江省工业技术改造投资
增势良好，同比增长27.0%，其中，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技改投资分别增长11.5%、47.4%、33.0%。

央企投资纷至沓来，加紧在东北布
局。今年 6月，50多家央企主要负责人来
到沈阳召开国资央企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座谈会。会后和东北三省一区进行合作

项目签约，合作项目 111 个，总投资超
5000亿元，涵盖工业、农业、能源、基础设
施等多个领域。

抓大项目撑起经济大盘

一批大项目撑起了东北经济的“四梁
八柱”。记者来到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园看到，一批新的工业项目正如火
如荼开工建设，大型挖掘机、运输车在现
场往来穿梭。贺利氏特种光源生产基地
项目是其中之一。去年10月，这家企业曾
在此投资建设石英半导体生产基地项目，
最近再次追加投资，建设特种光源项目。

今年上半年，沈阳新落地亿元以上项
目 736个，同比增长 14.5%。宝马、亿纬锂
能等一批国际国内巨头围绕新能源汽车
在沈阳加紧布局、扩大投资，投资额均达
上百亿元。

德国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高乐说，现在全球每三辆宝马汽
车就有一辆产自沈阳，公司看重沈阳的
汽车产业和人才基础，因此持续加大在
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布局，增加了大型项
目的投资。

在吉林，一批“大项目”建设进度也在
加快，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
陆上风光三峡、沈白高铁、比亚迪新能源
动力电池、查干湖水生态修复与治理等一
大批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大项目
正加快实施。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日昊说，
上半年，全省共实施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1922个，投资增长8.7%。其中亿元以上项
目 1391个，同比投资增长 9.6%；10亿元以
上项目233个，投资增长23.7%。

新华社沈阳电

东北经济企稳向好 释放振兴发展积极信号

新华社电（记者温竞华）8 月 16
日，2023 未来科学大奖在京揭晓。
西湖大学植物免疫学讲席教授柴
继杰、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研究员周俭民获“生命科
学奖”，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陈
仙辉获“物质科学奖”，人工智能科
学家何恺明、孙剑（已故）、任少卿、
张祥雨获“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柴继杰、周俭民因发现抗病小
体并阐明其结构和在抗植物病虫

害中的功能而获奖；赵忠贤、陈仙
辉因对高温超导材料的突破性发
现和对转变温度的系统性提升作
出了开创性贡献而获奖；何恺明、
孙剑、任少卿、张祥雨因提出深度
残差学习，为人工智能作出了基础
性贡献而获奖。

未来科学大奖设立于 2016 年，
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
关注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至今
共评选出 35位获奖者。

赵忠贤等8人获2023未来科学大奖
南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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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胡梦雪 苟洪
景）2023 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
会 8月 16日在广东汕头开幕。会上
发布的多项数字经济报告显示，中国
整体产业结构呈数字化升级态势，数
字经济凭借其高度发展驱动性，成为
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
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3
年）》显示，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对
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
2012 年-2022 年，以金融、科学研究
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高度数字
化产业比重由 16.8%提升至 22.4%，
拉动作用相对提升10.9%。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
志勤介绍，对数字化投入与产出进行
聚类分析，十年间，高度、中高、中度
数字化产业占中国GDP比重持续攀
升，中低、低度数字化产业占比持续
下降，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呈数字化升

级态势。此外，从企业发展看，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独角兽企业数量增
长和估值增长全球领先，占比达
38.0%、47.1%。

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发布的《2023 数字经济十大趋
势》，当前数字经济要素、产业、应用
等领域新赛道布局加快，在拉动投
资、消费、贸易、就业等领域回归常态
化增长的同时，推动经济从修复性增
长向内生式增长的快速转变。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
所在会上发布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指数报告（2023）》。

2023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
会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
化治理为主线开展主论坛及 16 场
主题论坛，并同期举办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主题展、中国数字技术创新
应用大赛，支撑数字技术创新突破
和应用拓展。

中国产业结构呈数字化升级态势

高度数字化产业比重增至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