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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
工程进入竣工工程进入竣工倒计时倒计时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工程目前已经进

入系统调试、分项分部工程检测验收工作阶段，

预计6月底，航站楼工程将进行最后竣工验

收。之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整体转入投入

运营前的各项调试、演练工作。

按计划，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于6月30日

竣工、9月30日前通航。

图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景。

新华社记者 张誉东 摄

图说新闻

□ 高 敬

6月19日是全国低碳日。今

年低碳日的主题是“低碳行动，保

卫蓝天”。面对温室气体排放导

致的气候变化——这个全人类共

同面对的重大挑战，走绿色低碳

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保卫蓝天

的必然选择，必须要落到具体的、

实实在在的行动中。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

国应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减排

的决心明确而坚定。2018年，我

国单位 GDP 碳排放相对 2005 年

下 降 约 45.8% ，提 前 完 成 了 到

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

到14.3%。我国也已正式启动了

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

今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全

球主场活动选择在中国杭州举

行。经过测算，此次会议期间将

排放 721 吨二氧化碳，相关部门

通过向河北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

购买等量的碳汇，实现了此次会

议的碳中和。

实际上，不只是此次环境日

活动，国内的一些大型活动已经

相继开展了或准备开展碳中和相

关工作，如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2014 年 APEC 北京峰会、2017 年

G20杭州峰会等大型国际会议开

展了碳中和活动，正在筹备的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等大型活动

也提出低碳办会的目标。

就在前几天，生态环境部发

布《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

行）》。大到活动中的交通工具，

小到纸张使用，这份指南通过大

型活动碳中和的示范，倡导公众

积极践行低碳生活方式和实现碳

中和的低碳理念。

从国家能源消耗，到大型活

动举办，再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绿

色低碳行动的一部分。

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大型活动

减碳方式上学到低碳行动的小妙

招，如尽量使用电子通信，而不是

印刷品；较短的旅行，尽量选用火

车来代替汽车和飞机；尽量使用

可重复使用的物品，减少使用一

次性物品；使用当地种植和生产

的食品和饮料……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携

手行动起来，让绿色低碳成为一

种生活时尚。让环境友好的生活

方式和生产方式，为我们的地球

留下绿色的美丽。

□ 樊 曦 魏玉坤

7月10日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

运行图，更多“复兴号”动车组将奔跑在

华夏大地上。

百年中国铁路史，“复兴号”所代表

的中国高铁无疑是这段发展史上最亮

丽的一笔。

被誉为“‘复兴号’摇篮”的中国铁

道科学研究院（铁科院）成立于1950

年。69年来，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脚

步，它一直致力于推动创新，让中国铁

路变得更快、更好、更智能。

更快的速度

“让火车像风一样跑”，是铁路人多

年的梦想。

在京沪高铁上，时速 350公里的

“复兴号”飞速掠过。“一秒钟100米，只

是人一眨眼的工夫。”中国铁道博物馆

原副馆长金万智说。

30年前，这一切还难以想象。上世

纪90年代，中国铁路平均时速不到一

百公里，铁路运力十分欠缺。

“提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

需求。1990年，铁科院组织各方面专

家开展高速铁路总体研究，成立了高速

总体组，率先开展了动车组整车及相关

技术研究。

铁科院首席研究员陆阳表示，正是

这些年的积累为其后高铁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奠定了基础。

为了加快高铁发展，2004年，中国

相继引进日本、法国、加拿大和德国的

高速动车组技术，此后在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的基础上，相继生产出了包括

CRH380在内的“和谐号”系列高速动

车组。

然而，铁路人并不满足。铁科院原

首席研究员王悦明说，为了进一步掌握

关键核心技术，2012年由中国铁路总

公司主导，铁科院技术牵头启动中国标

准动车组研制工作。

2017年6月26日，中国标准动车

组“复兴号”率先在京沪高铁两端双向

首发，9月21日又按时速350公里开始

商业运营，中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

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更舒适的旅途

嗖……一列“子弹头”呼啸而过。

宽大的车厢、舒适的座椅，如今的

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十余年前绿皮车拥

挤烦闷的场景。

走进“复兴号”二等座车厢，新华社

记者看到每排前后都设置220V不间断

插座，还专门增添了USB接口，保证每

个座位充电都能“一一对应”。旅途中

不用担心单调无聊，乘客可以无线上

网，一路“在线”飞驰。

乘坐高铁，人们最关心的是跑那么

快，安不安全？

为了提高安全性，在“复兴号”的研

制过程中，技术人员在“复兴号”上建立

了全方位安全监测系统。全车有2500余

项监测点，比以前动车组多出500余个。

“这些传感器就像眼睛一样，时时

刻刻对列车的运行状态、轴承温度、冷

却系统温度、制动系统状态、客室环境

进行监测。”铁科院机辆所副所长、研究

员张波说。

跑得更快，能耗却更低。张波说，

京沪高铁实测结果显示，在350公里时

速下“复兴号”与“和谐号380”相比，总

能耗下降了10％，意味着京沪高铁往返

一趟能省5000多度电。

目前，中国日均上线运行动车组超

过3300组，其中“复兴号”动车组超过

400组。

更智能的未来

在铁科院的“成绩单”上，有这么一

句话：“复兴号”采用的254项重要标准

中，中国标准占到84%，整体设计和关

键技术全部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

这是成绩也是起点。未来，中国高

铁的目标在哪里？

铁科院机辆所整车技术规范研究

室副主任邵军表示，未来，高铁将会更

加“智能化”。

他表示，为满足北京2022年冬奥

会及京张高铁的运输需求，以现有“复

兴号”CR400BF型动车组为基础研制

的京张高铁智能型动车组，即将开始试

验验证。

为了满足更多旅客在更多环境条

件下的需求，中国铁路总公司还提出了

“复兴号”动车组顶层设计方案。未来

将在“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平台基

础上，研制不同速度等级、适应不同环

境需求的自主化、标准化动车组系列

产品。

更重要的是，在全球下一代高铁标

准的制定上，中国也将扮演更加重要的

角色。一直在铁科院从事列车网络系

统设计的首席研究员赵红卫说，过去8

年内，中国共主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化组织、国际铁路联盟重要国际标准几

十项，并多次在中国召开学术会议。未

来，世界铁路将会更加倾听来自中国的

声音。

绿色低碳 重在行动
以 创 新 引 领 发 展

——走进“‘复兴号’摇篮”

本报讯 记者李宏伟报道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规划建设

司司长钱毅日前在京表示，“优质

粮食工程”自2017年启动以来，

中央财政连续三年投入奖励资金

197亿元，撬动社会资本450多

亿元参与实施。2018年全国粮

食产业经济实现总产值3.1万亿

元，增幅超过6%，粮食产业经济

保持了稳中向好势头。

在财政部、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钱毅介绍了“优质粮食工程”

的实施进展情况，并对新近出台

的《关于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的意见》有关内容进行了解读。

据介绍，“优质粮食工程”包

括粮食产后服务体系、粮食质量

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建设和“中国

好粮油”行动计划三个子项。其

中，粮食产后服务体系突出需求

导向，优化功能布局；粮食质检体

系突出服务功能拓展，提高检验

监测能力；“中国好粮油”行动计

划突出市场品牌提升，充分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钱毅说，从“优质粮食工程”

及三个子项目标看，到2020年，

粮食产后服务体系要力争实现全

国产粮大县全覆盖，粮食质量安

全检验监测体系要实现国家、省、

市、县四级联动，监测覆盖面提升

60%左右，“中国好粮油”行动计

划要实现全国产粮大县的粮油优

质品率提高30%左右，加快形成

“种粮农民种好粮、收储企业收好

粮、加工企业产好粮、消费者吃好

粮”的良好局面。

目前，“优质粮食工程”实施

范围由首批16个省份扩大到31

个省份。“黑龙江大米”“吉林大

米”“山西小米”“广西香米”“齐鲁

粮油”“天府菜油”“荆楚粮油”等

区域化粮油品牌纷纷涌现，产品

附加值不断提高，推动优粮优产、

优粮优购、优粮优储、优粮优加、

优粮优销“五优联动”，已成为粮食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共识和行动。

那么，如何通过实施“优质粮

食工程”，实现“五优联动”？

钱毅对此回答说，要发挥流

通反馈激励作用，引导立足优势

特色调整种植结构，促进“优粮优

产”；要发挥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

测作用，引导收购环节强化质量

导向，促进“优粮优购”；要发挥示

范企业和粮食产后服务作用，引

导分等分仓储存和精细化管理，

促进“优粮优储”；要发挥龙头企

业辐射带动作用，引导支持发展

粮油精深加工，促进“优粮优加”；

要发挥粮油品牌建设作用，引导

绿色优质粮油产品消费，促进“优

粮优销”。

谈及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

进展情况，钱毅称，全国共计划建

设产后服务中心5000多个，目前

已建设完成1600个左右；黑龙

江、广西、山东、甘肃、贵州等省份

还计划建设农户科学储粮仓约

60万套，已建设完成7万多套。

他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指导各地

规范项目实施，加快建设进度，确

保按期保质完成。

2018年我国粮食产业经济
总产值3.1万亿元增幅超6%

“优质粮食工程”实施范围由首批16个省份

扩大到31个省份

□ 特约记者 刘育英

“618”，中国另一个网购狂欢节，正

在达到和“双11”媲美的消费量级，见证

了中国持续的消费动力。

6月 18日零时起，京东家电仅用

2分36秒整体成交额就突破10亿元大

关，苏宁易购第一小时订单量同比大涨

215%。阿里巴巴称，天猫“618”已经达

到“双11”量级，100多个品牌进入“亿

元俱乐部”。

开始于2010年的“618”今年势头

格外猛烈。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预热，

补贴、折扣、满减等各种造势活动吸

引消费者关注。参与的电商平台，也从

京东扩容为京东、天猫、苏宁易购、拼多

多等。

新浪的一份调查显示，65%的被调

查者在今年“618”期间“剁手”：40%的

消费者消费额在1000元之内，14%的

消费者消费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

不少品牌都把“618”视为上半年最

大增长机会。据了解，今年有80%的核

心品牌在天猫“618”上发布新品，京东

“618”期间发布新品的比例为90%。

以前在中国仅参加过“双11”的苹

果公司，今年首次参加“618”活动，全线

产品参与打折。6月1日，苹果天猫旗

舰店仅用2分45秒成交额就突破了1

亿元。

到2019年3月底，淘宝天猫年度活

跃消费者达6.54亿；拼多多平台用户

4.43 亿。京东到 2018 年底活跃用户

3.05亿。这些人群构成了中国网购消

费的主要动力。

以高客单价为标志的“中产消费”，

正成为“618”大促的核心驱动。拼多多

大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王涛认为，

生活类电器是中产消费新的增长点，也

将成为中国产业新的增长点。一二线

城市消费者对于音响、加湿器、空气清

新器等家居小家电，以及洁面仪、电子

美容仪、脱毛仪等个护小家电的需求呈

现直线上升趋势。

数据还显示，一二线城市消费者是

产地直发平价农产品的最大消费群

体。自6月1日到6月12日上午11点，

拼多多平台水果生鲜及农副产品订单

总额超67亿元，其中，近70%的订单来

自一二线城市。

“小镇青年”是各大电商今年争夺

的目标客户。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

中心主任曹磊表示，今年电商巨头们大

力投入二线以下城市以及农村市场，一

方面，可以让更多消费者参与到“618”当

中，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更多新流量。

目前，中国三四五线城市的消费力

正在崛起。聚划算的数据显示，6月1

日“618”开场以来，聚划算平台的智能

锁销售同比增长454%，滤水器同比增

长243%，蓝牙耳机同比增长1516%，

车载小冰箱同比增长78%。这些数据

都体现了三四五线城市乃至乡村地区

的消费升级趋势。

美团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来有为

说，除有形产品外，服务是消费新增长

点。网络订餐、在线旅游、移动支付等

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发展潜力巨大，今

后将成为拉动中国国内消费增长的重

要途径。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

中国市场大消费主题保持坚挺、逆势而

上。“愿意花”和“有钱花”两大条件预计

将得到持续改善，范围更广、层次更多

的消费升级将成为一个数十年量级的

确定性趋势。

“狂欢节”背后不断壮大的中国消费大市场
“618”，中国另一个网购狂欢节，正在达到和“双11”媲美的消费量级，

见证了中国持续的消费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