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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减轻学

生课业负担，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保证

学生睡眠时间；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

构，坚持从严治理。

“双减”政策出台
校外培训如何夹缝求生

浙江湖州出台“湖十条”
核心技术攻关最高奖1000万元

5.5G 并 非 只 比 5G 多 了 0.5
被称为绿色5G的5.5G，可通过智能节能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以及新的网络架构来降低能耗，赋能各行各业

实现全产业链低碳节能，助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达成，为我国节能环保事业助力

无人机飞入寻常农家 科技催生“新农人”
广袤的田野里少见农民忙碌的身影，无人机和各类机械往来作业，这种场景在新疆早已不稀奇

□ 刘 艳

近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相继

发布今年上半年财报，在与中国联

通持续的5G网络共建共享中，中国

电信在用5G基站达到46万个；截至

6月底，中国移动累计开通50.1万个

5G基站。

两家的财报数据显示，我国即

将迎来5G基站数量过百万的里程

碑时刻，5G发展将进入新的分水岭。

因此，加快发展5G-Advanced

即5.5G，已箭在弦上。

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段晓东

说：“5G-Advanced将为5G后续发

展定义新的目标和新的能力，5G将

因此产生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增强旧场景扩展新场景

5G第一阶段标准已经开始商

用，但5G标准和技术还在持续发展

和演进。

4月27日，标准化机构3GPP在

第46次项目合作组（PCG）会议上正

式将 5G 演进的名称确定为 5G-

Advanced，标志着全球5G技术和

标准发展进入新阶段。

段晓东说：“5G的核心目标是

服务千行百业。尽管全球5G发展

成绩喜人，但是如何释放5G潜能，

真正为行业服务，仍是摆在我们面

前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秘书长

闻库强调：“5G应用产业发展虽已

取得突破性的成绩，但仍处于应用

层次偏低和商业规模化探索初期，

需加快应用示范探索进程，带动各

融合领域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发

展，形成从1到N前复制的规模化

应用。”

在中国移动研究院无线与终端

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邓伟看来，面对

工业复杂场景所需要的低时延、高

可靠及高精度同步和定位等方面的

需求，当前的5G网络能力还需要进

一步演进。

“5G需要持续演进，满足更多

样、更复杂的全场景物联需求；同时

增强5G生命力，牵引5G产业发展和

演进，加速千行百业智能化升级。”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平指出，5.5G主要聚

焦垂直行业扩展，其网络能力也能够

更好地为垂直行业助力。

他介绍说，除了5G原有的移动

带宽增强、超可靠低时延、海量机器

类通信的“三角能力”外，5.5G增加了

上行超宽带、宽带实时交互、通信感

知融合能力，使原有的5G三大标准

场景扩展为能力更强的“六边形”，既

增强了旧场景，又扩展了新场景。

双链融合发展5.5G成共识

如闻库所言，中国5G产业高速

发展，各种应用对网络提出了更高

的需求，对网络架构、性能、时延和

安全性等提出了新的挑战。

8月3日，中国移动联合产业合

作伙伴发布《5G-Advanced创新链

产业链融合行动计划书》，旨在明确

5G-Advanced创新链产业链融合

行动目标及重点举措。

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

说：“5G-Advanced双链融合将持

续提高5G的网络能力和产业创新

能力，为各行各业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据中国移动副总经理高同庆介

绍，《5G-Advanced创新链产业链

融合行动计划书》指向“卓越网络、

智生智简、低碳高效”3个目标。

邓伟说，5G-Advanced主要是

为满足未来社会数智化转型的需求

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在技术方向明

确之后，关键在于如何加快它的成

熟，使之尽快服务于经济社会数智化

转型，这需要产业链协力合作推进。

高同庆倡议业界，大力推进跨

领域、跨学科的融合创新，深化产学

研用协同，引领和创造需求并共同

定义标准；同时，聚焦5G演进新需

求，解决产业痛点问题，保障创新链

的精准、高效、协同，实现5G演进技

术的突破创新；此外，凝聚产业力

量，紧跟标准步伐，开展样机开发和

试验测试工作，实现双向快速响应

与迭代优化，打造创新链产业链融

合发展的新范式，为数字社会提供

强力支撑。

闻库说：“5G-Advanced已成

为产业共识，创新的5G-Advanced

方案将助力中国移动乃至整个中国

通信行业5G网络高质量发展，为各

个行业的用户提供更为优质、智能

的产品服务。”

华为常务董事、ICT产品与解决

方案总裁汪涛强调，为了实现5.5G

产业愿景，5.5G需要在频谱重构、上

行增强、全场景物联、通感融合、L4

自动驾驶网络、绿色低碳等6个方向

上持续创新。

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

业界有此共识，5.5G不仅是通信

技术的升级，更代表了新生态、新机

遇，为诸多场景带来更多的智慧。

VR直播、8K高清视频、全景直

播等应用让人们初步体验到5G基

于eMBB（增强移动宽带）场景的能

力，5.5G网络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

惊喜呢？

“相比于5G基础版本，5.5G最

终有望进一步实现10倍以上的网络

能力增强。”汪涛预计，未来5.5G网

络将可承载更多物联网设备，最终

承载超过千亿级的连接。

从汪涛的介绍看，首先，5.5G能

更精细地满足自动驾驶、低空物流

无人机等各种车联网、物联网的应

用场景，尤其是增加自动驾驶的安

全系数，助其商用落地。其次，5.5G

也被称为绿色5G，可通过智能节能

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以及新的

网络架构来降低能耗，赋能各行各

业实现全产业链低碳节能，助力国

家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达

成，为我国节能环保事业助力。

5G走到今天成绩斐然，但依然

不能满足各行各业的需求。

按照华为提出的 5.5G 愿景，

5.5G扩展出的上行超宽带（UCBC）、

宽带实时通信（RTBC）和通信感知

融合（HCS）3个新应用场景，将进一

步挖掘5G技术的核心价值。

面向消费者的4G、5G网络，下

行比上行更重要，但面对各行各业，

有些场景上行比下行更重要。而

UCBC场景将强化5G上行能力，在

现有的基础上至少扩展40倍的带

宽，可以满足企业生产制造等场景

下，机器视觉、海量宽带物联等的

上传需求。

RTBC场景则将支持大带宽和

低交互时延，给定时延下的带宽将获

得10倍提升，XR Pro和全息应用等

人与虚拟世界交互时的沉浸式体验

将因此获得更宽泛的发展条件。

HCS场景支持通信和感知融

合，可以提供厘米级的高精度、低功

耗室内定位服务。未来10年，自动

驾驶将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生

活，但要实现L4和L5级自动驾驶，

离不开车路协同，这就要求网络不

仅提供连接能力，也要有感知能

力。因此，通信和感知的融合变得

尤为重要。

闻库认为，我国面临的一个巨

大任务就是满足5G应用创新需求，

解决应用碎片化等问题，加速落地

虚拟现实、物联网、智能制造、智慧

医疗、车联网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但是，5G走到今天只是一个起

点，5.5G也仅是网络能力升级之路

上的一个节点，未来网络将赋予人

类什么样的能力，仍需要我们不断

去创新、去挖掘。

本报讯 浙江省湖州市近日正式发布

《关于支持创新创业创强十条政策意见》

（以下简称“湖十条”），具体包含加快建设

重大科创平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实施人才赋能计

划等十项新政。比如，“湖十条”提出实施

产业技术攻关“揭榜挂帅”“赛马制”，对符

合条件的项目最高奖励1000万元。

2020年，湖州市先后出台“湖八条”

“湖九条”，分别侧重于复工复产和招商引

才。湖州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湖十

条”聚焦“有中生新”做强存量，而且政策

操作性强。

“此次提出的‘揭榜挂帅’机制，将突出

重点产业发展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坚，重点扶

持符合当地‘4210’产业发展方向的重大重

点科研项目。但‘揭榜挂帅’执行过程中，可

能存在多家优势单位相当、多种技术路线

都可行的战略急需的项目。开展‘赛马制’

竞争，可并行立项、限时攻关、好中选优。”据

该负责人介绍，按照项目技术的投入等情

况，最高奖励为1000万元，支持力度之大，

就是为了促成一批有分量的创新成果。

“湖十条”提出，实施“南太湖学者”计

划，鼓励湖州用人单位与高校双聘引进人

才，最高奖励800万元；对年薪50万元以

上的制造业企业和研究院新引进人才，个

人贡献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奖励；对新引进

的符合条件的人才创业企业，企业发展绩

效予以全额奖励。

在加快建设重大科创平台方面，“湖

十条”提出，支持省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

室、市实验室以及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省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载体建设，单

个项目最高奖励1000万元。

（洪恒飞 马超奇 江 耘）

本报讯 “太快了，才1个小时。电子

核查不用跑路，实在是省时又省心。”餐饮

经营者康某最近心情很不错。原来他准

备开家串串餐饮店，在申请食品经营许可

证过程中，听说监管人员要去现场对店内

布局进行核查，办理周期要20天，而如今通

过电子核查，整个过程只花了一个小时。

2021年，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市场监

管局创新将餐饮开店审核从线下移到线

上，办理人只需将经营场所的食品操作间

完整、连续的视频、图片等资料提交到审

核程序，等待后台人员审核通过即可开

店，审核周期从20天压缩至1小时。

但现场核查很重要，因为能够从源头

保障餐饮店的食品安全。武侯区市场监

管局食品科隋方表示，出于食品安全的专

业性要求，食品监管科负责许可证的现场

核查工作。食品监管人员接到任务后，通

常在7个~10个工作日内第一次现场核查，

条件不符合还要整改。不仅如此，餐饮审

核工作量十分庞大，2020年该局办理餐饮

店现场核查2776件，到2021年1月~7月，

就有1504件申请需要审核。因此，整个现

场审核过程前前后后大约需要20天。

出于群众实际需求考虑，武侯区市场

监管局选择大胆创新，利用电子化手段帮

助群众办事提高效率。该局局长王佳舟

说：“虽然《食品经营许可办法》第16条明

确规定要现场核查，但第3条也要求遵循

便民、高效原则。因此，我们研究后大胆

探索，把现场的工作搬到网上来办。还

有，不要小看节约的20天，当事人开餐饮

店不容易，租房后就开始算租金，等20天

才能现场核查完成，领证再花几天，一个

月基本就没了。很可能还没营业，就花掉

几千块房租。” （朱 婷）

成都市武侯区首创电子核查
开店审核周期从20天

压缩至1小时

□ 苟继鹏 赵 爽 黄万里

“第一次独立完成植保飞防作

业，让我收获满满的成就感。今年

以来，我先后完成300余次、5000

余亩棉花地的植保飞防作业。”新疆

库尔勒市哈拉玉宫乡台斯砍村棉

农木坦里甫·买合苏提，已是一名有

熟练操作经验的无人机飞手（操控

人员）。

近日，台斯砍村的棉田一碧万

顷，长势喜人，却鲜有棉农在劳作。

几架无人机正在棉田上空往来穿

梭，进行植保飞防作业。

木坦里甫·买合苏提家种了100

亩棉花地，当他看到植保无人机高

效率作业后，便被深深吸引。在他

看来，掌握无人机操控技术才是实

实在在的硬本领。于是，他报名参

加库尔勒市玉宫振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无人机作业培训。经过专业培

训，于今年6月底持证上岗，成为一

名合格的“飞手”。

库尔勒市玉宫振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范亚州称，该公司现有

23名无人机飞手，他们都是当地村

民，经培训合格后上岗。每名“飞

手”平均一个月执行20天的植保飞

防作业，能挣到 5000 元左右的工

资。范亚州还说，该公司使用的T40

植保无人机，8分钟就可完成20亩

棉花地的植保飞防作业。

台斯砍村棉农刘尧文说：“无人

机的费用也比人工费用减少了一

半。使用植保无人机费用低、时间

短，效率远远大于人工防治效率。”

他家的200亩棉花地进行无人机植

保飞防作业，只花了800元，而且不

到半天时间就完成了，比以往人工

防治大大缩短时间。

据了解，如今，无人机已经成为

新疆农民种地的得力“帮手”。8月

以来，新疆乌苏市古尔图镇托列其

村也进入棉花植保的高峰期。村民

李松说：“今年我家用无人机进行棉

花植保，预防病虫害，增施叶面肥，

提高棉花的抗病性，确保棉花增产

丰收。”

除棉花外，无人机也在新疆水

稻、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和林果业

种植中大显身手。例如，近年来库

尔勒香梨、阿克苏苹果等还用上了

无人机授粉。看着就快要成熟的香

梨挂满枝头，库尔勒市库尔楚园艺

场果农孜克日吾拉·斯拉木说：“我

家的香梨园，已经连续好几年用无

人机授粉，既省时又省力，还节约成

本，提高了效率，科学技术就是好。”

同样，位于新疆北部的“稻米之

乡”察布查尔县，当地农民也利用无

人机进行大面积喷施叶面肥，开展

病虫害防治措施，眼下全县约11万

亩稻田长势良好，“喜看稻菽千重

浪”“稻花香里说丰年”。

如今，广袤的新疆田野里少见

农民忙碌的身影，无人机和各类机

械往来作业，这种场景在新疆早已

不再稀奇。随着新疆现代化农业发

展不断提质增速，科技让越来越多

的农民成为“新农人”。

复兴号高寒动车组复兴号高寒动车组
首次试跑中国最东端高铁首次试跑中国最东端高铁
8月15日7时50分，牡佳高铁联调联试现场首组

CR400BF-G型复兴号高寒动车组从牡丹江站缓缓驶

出，这是复兴号高寒动车组首次参与牡佳高铁联调

联试，也是复兴号高寒动车组首次在中国最东端高

寒高铁线路试跑。图为CR400BF-G型复兴号高寒动

车组在牡佳高铁上试跑。

新华社发（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