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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2版冰雪与震区的能源答卷

□ 本报记者 李宏伟

制造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国家统计局4月16日发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

显示，我国协调发展持续改善，工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趋势明显。其中，

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继续提升：装备制造

业的比重达到33.7%，同比提高1.9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是15.7%，提高0.5个百

分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激发数字经济创

新活力。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

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

以技术为纽带、政策为支撑，一场实体经济的

“数字跃迁”正在上演。

创新变量激活新质生产力

东北地区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也是

国家重点建设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基

地之一。如今在东北全面振兴的浪潮中，老

工业基地的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实融合”不断

“脱胎换骨”，焕发勃勃生机。

全盘布局，精准落子；步步推进，稳扎稳

打。如今，本溪钢铁集团有世界上最宽幅的

冷轧板生产线。通过集控技术的应用和对产

线控制模型进行优化，这条生产线的运行精

度和效率越来越高，产品合格率提升了10%，

产线的产量提升了25%。

再看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哈电集团”）。作为我国建设最早的发电

设备研发制造基地，近年来，哈电集团坚持以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不断布局新领域新

赛道，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全力推动装备制造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速培育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例如，研制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百万千

瓦水轮发电机组在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成功

发电；参建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第四代核电

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

程投入商业运行；总承包的共建“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重点项目——阿联酋迪拜哈斯彦电

站项目4台机组全部投入商业运行；研制的

5兆瓦电功率超临界二氧化碳锅炉，整体技术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0多年来，哈电集团共创造了280多个“共

和国第一”，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5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12项，累积获得有效专

利4300多个……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已

经成为哈电集团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可以说，本钢和哈电集团的转型升级之

路，是东北地区制造业提档增速的缩影。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吴萨表示，没有创新，就没有新质生产力，就

没有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东北地区有大

量工农业产业基础，也有很多科研院所和大

企业落户，要让这些创新的企业和资源在新

的阶段焕发出更大的创造性和活力。

当然，除了东北地区以外，我国其他地区

也正在密集出台措施，促进传统制造业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正如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所

说，今年一季度，我国各地加大对创新的支持

力度，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一批先进

技术不断推出和应用，带动了高技术产业发

展。“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9.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增加值增长10.3%，这两个数据显示创新

的动力在增强。”

数字技术为发展赋智赋能

当前，“数智化”正重划企业发展的起跑

线，激活传统制造业“基底”。尤其是，人工智

能加速迭代，AI技术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深

度融合，开始成为制造业、汽车、机器人等实

体经济领域的重要变量，赋能千行百业。

在福建长源纺织有限公司绿色制造示范

车间里，整齐排列的上百台纺纱设备在车间高

效有序运转。这头，粗纱产品刚刚下线，就

排队“搭乘”空中的自动化轨道，前往另一头的

细纱设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络筒过程中，机械

手将两端线头握在“掌中”轻轻一捻，便轻松

完成了纱线的接头工作；打包环节中，自动包

装机械手高效地进行产品包装码垛操作。

整个流程，品种、产量、质量、能耗等集成

数据在主控室电脑屏幕上不断滚动。这样一

幅“科技范”十足的景象，颠覆了人们对纺织

业“千人纱、万人布”的传统印象。

长源纺织董事长郑永光表示，这样的“蝶

变”源自长源纺织实施5G工业互联网平台+

智能化纺纱生产车间项目，通过引进国际先

进的纺纱装备，建成融合自动化、信息化、数

据化、智能化于一体的纺纱生产线，让传统纺

织业，更“轻盈”、更“绿色”。

同时，数字化赋能先进装备制造业，正成

为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以输变电及通用设备行业为例，浪潮数

字企业产品研发部王思源介绍说，天津特变

电工作为传统输变电装备制造企业，曾面临

高能耗生产模式、信息孤岛、数据统计偏差等

问题。对此，天津特变电工主动谋“新”图

“变”攀“高”，携手浪潮数字企业聚焦数字化

工厂建模和全生命周期管理，基于浪潮海岳

MES构建一体化协同制造运营平台，以生产

过程中的人、机、料、法、环为对象，实现关键

业务场景智能化，关键设备数控化率、联网率

达到100%，生产效率提升25%，单位产品成

本下降16%，产品不良率下降20%。

王思源认为，未来制造业的竞争，本质是

数据驱动下“硬实力”与“软生态”的融合较

量，技术扎根场景、数据赋能决策、生态共建

共享。基于工业AI+数据要素实现制造业优

化维度的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发展，消费

需求的碎片化倒逼生产模式向柔性化升级，

绿色化与智能化的“双轮驱动”成为刚需，实

现制造业在效率、质量、绿色等维度数智化转

型，迈向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他表示，未

来，浪潮数字企业将持续探索AI技术在智能

制造领域的深度应用，加强与世界一流企业

合作，加快构建智能制造发展生态，赋能新型

工业化建设，助推智能制造走深向实。

实数融合绘就发展新图景

业内人士说，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关键

路径，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如今，

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速落地，加速赋

能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

动新型工业化发展取得新成效，“灯塔工厂”

“未来工厂”等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为新

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动能。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5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2024年，我国重点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

工具普及率达82％，已培育421家国家级智

能制造示范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

智能工厂，已建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超过340家、“5G+工业互联网”项目

数超过1.5万个，反映出制造业领域实数融合

正加速向纵深推进。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

员盛朝迅表示，当下实数融合过程中，出现

3个积极变化，即从数字主导到实体主导、从技

术驱动到供需互促、从基建布局到生态优化。

他介绍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实体经济和

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采用了新的表述，将原来

的“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改为

“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这反

映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正在从数字经济为主

导的数实融合阶段向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实

数融合阶段转变，需以振兴实体经济为基础

和出发点，加强实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从技术驱动到供需互促来讲，盛朝迅认

为，一方面，我国要强化技术创新驱动，聚焦

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人工智能大

模型等领域，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核

心技术，推动国产替代与生态建设。另一方

面，要促进技术应用下沉，以“人工智能+”“数

据要素×”行动为抓手，推动通用大模型在工

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应用，支持行业垂

类大模型开发，重点布局智能制造、无人驾

驶、智慧供应链等场景，促进“5G+工业互联

网”规模化应用，形成智能化标杆场景。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

的《2025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明确指

出，在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方

面，将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品质电商培育

行动，打造数智化消费新场景。深入实施数

字化转型工程，协同构建技术模式和商业模

式，“一链一策”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探

索金融、文旅、医疗等领域数字化赋能路径，

搭建转型公共服务平台，培育数字化转型服

务商。

实数深度融合助推智能制造走深向实
□ 本报评论员 王春华

针对“体重”，国家出手了！

今年全国两会，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

人大民生主题记者会上直言不讳地大谈“体重管

理”。“国家喊你减肥”“体重管理门诊”等相关话

题一度冲上各平台热搜，引发广泛讨论。

紧随其后，4月7日，商务部等12部门发布了

《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4月14日，国家卫

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将健康体重管理行动

纳入健康中国行动。

这一连串的密集动作，表明了官方的共识和

态度，其背后则是肥胖引起的疾病越来越多的严

峻现实。目前，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已突破50%。

若该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预计到2030年成人超

重肥胖率将达到70.5%。而肥胖及相关的心血管

代谢性疾病，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沉重的医疗负

担，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体重”问题，很敏感也很严肃，“直面问题”

尤其关键。

早在2016年，我国就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

个健康领域中长期战略规划——《“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同年8月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

意味着我国政府对健康的重视上升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健康政策融入全局，更指出了未来中国

大健康的格局。

记者会上雷海潮的公开表达有着满满的科

普含金量，也从侧面表明，从去年开始实施的“体

重管理年”3年行动等举措，其知晓度、覆盖度、参

与度尚未达到理想状态。此番宣讲有着二次动

员、把相关工作向前再推一把的意味。

事实上，在我们的认知中，对于“超重”“肥

胖”的讨论，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避重就轻、本末

倒置的倾向。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我们常常囿于

从“身材管理”“容貌焦虑”的维度来谈论“减肥”，

而并不优先从“健康”的角度郑重思考“体重管

理”的重要性。

毫不夸张地说，肥胖是疾病的上游，是万病

之源。“做一个健康的胖子”，本身就是个伪命

题。正如人们常说的，健康是“1”，其他的都是后

边的“0”，“1”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健康不是第

一，而是唯一。

健康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以体重

管理“小切口”，推动应对慢性病防控的“大工程”，

这是国家给出的好办法。《“体重管理年”活动

实施方案》提倡“一秤一尺一日历”（体重秤、腰

围尺、体重管理日历）。多省份也出台了具体方

案，甚至给出居民肥胖率下降目标。各地不少

医院开设了体重管理、多学科联合减重等门诊。

目前，3000 多家医院在试点健康促进医院建

设，工作重心由“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

中心”。

除了到医院就诊，“体重管理”还有哪些有效

方式？

“管住嘴、迈开腿，还要睡好觉。”“吃、动、睡

平衡”，这是人人适用的健康宝典。食以养体，动

以养身，静以养心。《柳叶刀》上的相关研究表明，

很多疾病都不是单纯靠药物“治好的”，而是通过

激活自身免疫力“自愈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多种原因，现代很多人

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并努力在“守恒定律”

里寻求逻辑自洽。所谓道法自然，违背自然规律

的纯粹逻辑推理是没有实践价值的。

越自律越自由。当代，幸福总量的公式正在

发生变化。在追逐“内啡肽”“多巴胺”的道路上，

减肥进入高级模式。从明天开始，多运动，少熬

夜，好好活。一边拓宽生命的宽度，一边延长生

命的长度，静待一切美好的发生。

“体重管理”兹事体大

□ 本报记者 成 静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2025年第一季度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

8项，总投资规模达437.3亿元，实现良好开

局。日前，水利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

第一季度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和成效。

“今年1~3月，新开工黄河干流青海段治

理、嫩江干流补充治理、漳卫新河治理、浙江老

石坎水库扩容、广西黑水河灌区、安徽江巷灌

区、湖南㵲水灌区、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

造等8项重大工程，总投资规模达437.3亿元，

同比增长27.8%。”水利部副部长陈敏介绍，水

利部不断健全重大水利工程的前期工作机制，

超前做好今年重点推进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

前期论证，逐项制定推进方案，指导地方加快

可研编制、前置要件办理和立项审批，推动项

目多开早开。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祥伟介绍，新开

工的8项重大水利工程主要包括三类：

一类是大型灌区建设与现代化改造4项，

包括新建广西黑水河、安徽江巷、湖南㵲水

等3个大型灌区，以及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

改造。“这些工程的实施，将新增和改善灌

溉面积759万亩，提高农业用水保障能力和

灌溉效益，夯实灌区产能，对筑牢国家粮食

安全根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张祥伟说。

第二类是大江大河治理工程。包括黄河干

流青海段防洪二期工程、嫩江干流补充治理、海

河骨干河道漳卫新河达标治理，治理长度达到

1866公里，将进一步完善流域防洪体系。比如，

黄河干流青海段防洪二期工程，将守护沿黄7县

12.4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沿线优质草场

和高标准农田。嫩江干流补充治理完成后，

嫩江干流全线达到防洪规划确定的防洪标

准，整体提升嫩江流域的防洪减灾能力。

第三类是重要调蓄结点工程。主要是浙

江老石坎水库加高扩容工程。这个工程是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安全保障的重点项

目，工程建成后，可新增防洪库容3599万立方

米，新增年供水能力8600万立方米，对保障

湖州及安吉的供水安全、提高安吉县城防洪

能力、减轻太湖防洪压力具有重要作用。

陈敏介绍，在去年同期高基数之上，水利

建设完成投资实现稳中有增。黄河古贤水利

枢纽、引江补汉、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淮河入

海水道二期、引江济淮二期、贵州花滩子水库

等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农村供水、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中型灌区、水生态治理保护

等中小型工程同步推进。“今年1~3月，全国实

施各类水利项目2.16万个，其中新开工水利项

目6034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988.1亿元，同

比增长2.9%。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稳就业作用

持续发挥，一季度在建水利项目吸纳就业66万

人，其中农村劳动力54.3万人；累计发放就业

人员工资67.5亿元，其中农村劳动力工资52.4

亿元。”陈敏说。

另外，水利部门积极打好地方政府专项债、

银行贷款、社会资本“组合拳”，释放水利投融资改

革叠加效应。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指导地

方充分挖掘水利项目还款来源，用好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金融支持水利等政策，积极鼓励社会资

本参与水利建设，一批重点水源工程、大型灌区

等“两重”建设水利项目成功引入民营资本投

入。“1~3月，全国水利建设落实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288.6亿元、同比增长37%；银行贷款414.1亿

元、同比增长38.5%；社会资本372.8亿元、同比

增长33.2%，其中民营资本31.3亿元、为2024年

全年规模的一半，‘两手发力’成效显著。”陈敏

表示。

一季度水利建设完成投资稳中有增

近年来，国网雄安新区供电公司累计投资110亿元，投运500千伏雄东站等31项重点工程，新建、改造35千伏以上线路210.5公里，建成城

市智慧能源融合站、5G智慧电缆隧道等标志性工程。图为四足巡检机器人在雄安新区雄东电缆隧道内巡检。 新华社记者 牟 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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