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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9时许，一列底色银灰、
车身绘有红橙黄三色“飘带”飞舞的
动车组停靠在福州南站，车身上金黄
色“复兴号”三个大字分外醒目，中国
设计时速最高的跨海高铁——福厦
高铁迎来“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首
秀”。

乘坐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复兴
号”，跨越蔚蓝大海，享受智能出行，
是一种什么体验？

记者走进车厢，浓浓的科技感扑
面而来。车厢顶部装上了电视，可分
屏显示列车运行和娱乐节目信息；座
椅进行了全面升级，增加电动腿靠，
并配备了USB充电接口，拓展了乘
坐空间、提升了舒适度；卫生间新增
智能照明，有人进入后，能自动调节
灯光亮度；车厢内有盲文标识，视障
旅客可以据此找到自己的座位……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福州
客运段G55401次试运行动车组列
车长余艳介绍，席位的显示屏上还有
座位预留信息，红色代表当前站座位
已售，黄色代表当前站未售、前方站
已售，绿色代表未售。

“乘车体验更加人性化的同时，
行车也更加安全。全车设有数千个
监测点，比传统动车组增加700余
个，对列车的电气电路、客室环境等
进行‘全息化’监测，并采用以太网控
车、车载安全监测等9项智能运维和
监控系统。”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
限公司福州动车段技术科科长张仁
强说。

列车的驾驶室，可以用“大气、简
约、科技”三个关键词概括。中国铁
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福州机务段
动车组司机连永圣告诉记者，“复兴
号”智能动车组通过对列车状态、运
行环境信息广泛感知、融合处理，在
智能行车上为旅客安全又加了一把

“智能锁”。
跨海高铁上的“复兴号”有多

快？从福州抵达厦门不到1个小时，
而以往需要2个小时。有多稳？硬
币在窗台上能够“屹立不倒”坚持数
分钟。有多舒服？更宽敞的乘坐空
间，更适宜人体的变频空调温度，更
小的噪音……有多美？当碧蓝的海
面上出现一抹又一抹穿梭的“中国

红”，这一幕令人赏心悦目。
跨海高铁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从

乘车一直到候车，它的智能无限延
伸。在福厦高铁厦门北站换乘中心，
这里的屋面形似浪花绽放，龙舟式燕
尾脊气势冲天，美丽造型的背后隐藏
着一扇1400平方米的巨大天气感应
式智能天窗，可实时监测光照强度、
风力大小、降雨及室内外温差等，然
后自动开合。想象一下，当你在候车
大厅等车，头上的屋顶突然打开，是
多么奇妙的体验……

中铁建设集团福厦高铁厦门北
站项目部副总工程师陆飞介绍，换
乘中心屋面安装的是智能光纤系
统，可自动跟踪采集阳光，为旅客
创造明亮舒适换乘环境的同时，实
现节能降耗，全年可节约用电约72
万千瓦时。

“福厦高铁是一个具有示范引领
意义的时代工程，可以预见，未来跨
海高铁的修建有了更多可能。”东南
沿海铁路福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吴建华说。

（新华社福州9月4日电）

智链万物 创新服务
——2023年服贸会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观察

律师与企业法务交流境外投资法
律问题；智能楼宇机器人展示快递揽派
新业态；北京稻香村、北冰洋等多个老
字号档口围满食客……穿梭于2023年
服贸会北京首钢园区，看似关联性不强
的场景，因为一个专题展紧紧联系在一
起。

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作为九
大专题之一，今年设置“供应链交通
运输”“商务服务”“北京老字号创新
发展体验区”三个展区，各展区独立
设馆。共计260余家企业参展，展商
国际化率超过 25%、新展商率达到
40%，展览面积较上届服贸会扩大
4000余平方米。

“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是展现
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窗
口。”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服贸会
中心负责人刘云雪说，该专题展将充分
发挥服贸会的平台撮合优势和创新引
领作用，更好衔接全球供应链，持续推
动国际贸易发展。

在中粮集团展台，既有老百姓餐桌
常备的米面油，也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葡萄酒、麦片等。这些特色美食从
世界各地走上国人餐桌，得益于高效畅
通的全球农粮供应链。

中粮集团总经理栾日成介绍，中粮
打造国内外上下游协同一体的运营模
式，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码头、仓储及贸易网络，打通全球粮食
主产地到主销区的通道。目前中粮全
球年经营量达1.8亿吨，有力支撑了全
球农粮市场供应。

“全球供应链是构建合作共赢的全
球经济新格局的有力抓手。我们持续
深度地参与全球粮食产业链、价值链、
供应链重构，促进全球农业粮食体系不
断转型升级，维护全球农粮产业链供应
链的稳定畅通。”栾日成说。

聚焦稳链强链，参展商各显其能，
构建出一张纵横交织的供应链网络。

圆通快递带来的无人配送物流车，
即将服务杭州亚运会，可以轻松躲避障
碍物；韵达快递的智能文件袋，可循环
使用1000次；北京地铁展示人力资源
和运营方案……交通物流领域产品技
术、解决方案不断“上新”，全力确保物

流链畅通。
招聘平台上演直播带岗，中智集团

展示以“智人云”为核心的人力资源服
务供给生态圈，金柚网演示“梧桐数字
员工”自动对候选人的技能、知识、经
验、教育背景等进行评估……人力资源
服务企业紧跟数字化、集聚化、国际化
等新趋势，打造优质稳定的人才链。

聚焦服务创新，新产品、新方案、新
模式集中亮相。

“涉外法律衔接难点有哪些”“在广
州有业务吗”……“一带一路”律师联盟
展台前，不时有人前来洽谈咨询。该联
盟是在中国登记注册的第一个国际性
律师组织，如今已有来自54个国家和
地区的2600多名会员。

“参会期间，我们见到许多联盟会
员单位和法律服务需求方，在与他们的
交流沟通中，也更多地了解到‘一带一
路’共建中的法律服务热点与难点。”该
联盟会员与业务部主任余佳介绍，下一
步将继续推动涉外法律服务高质量发
展。

“我撞到护栏了。太可怕了！”在模

拟驾驶舱内，一位体验者惊呼着松开方
向盘，他正在体验的是醉酒驾驶。此次
展会，东方时尚驾校带来全新升级的
VR智能驾驶培训模拟器，可以实现驾
驶培训全科目教学。

“近三年来，我们完成了VR＋AI
的智能培训体系开发和应用。它解决
了传统训练难以实现的模拟险情、交通
事故应对等场景。”东方时尚驾校总经
理闫文辉介绍。

在首钢园15号馆，传统与创新碰
撞，打造出一场“好看、好逛、好
吃”的老字号文化盛宴：全聚德中轴
食礼、北京稻香村零号店产品、兴顺
斋豆汁冰激凌，传达产品创新理念；
一得阁恭王府联名、成文厚中轴系列
文创、白塔寺药店香囊，展现老字号
新国潮。

北京老字号协会会长陈文认为，老
字号不是老年人的企业，它主要面对的
是新生代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多的老
字号品牌正顺应潮流变化，主动用创新
的产品、服务和理念吸引年轻人。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我国粮油行业4日在此间
发出倡议，呼吁全行业积极推动全球粮食供应链可持
续发展，共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中国植物油行业协会、中国粮
食商业协会4日在“现代供应链发展及投资国际论坛”
上发出倡议，呼吁全行业企业支持多边主义、坚持扩大
开放，凝聚合作共识、坚定合作信心，构建更高效、更包
容、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粮食合作伙伴关系，助力实
现2030年全球零饥饿目标。

由中国粮食行业协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
国办公室和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主办的这
一论坛，是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重要配套
活动。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副局长卢景波在论坛上说，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供应链物流链不确
定性因素增加，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零饥饿”目标仍任重道远。我国将坚持立足国内，坚
持创新驱动，同时支持粮食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
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加强粮食安全和减贫领
域合作，深入推进南南合作，为全球粮食供应链可持续
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长、中粮集团总经理栾日成
说，我国粮食行业将积极参与全球粮食资源配置与国
际农业分工合作，打造富有韧性的产业链。作为会长
单位，中粮集团全球农粮经营量达1.8亿吨，整体年中
转能力近7500万吨、加工能力近9000万吨，建立起链
接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通道，形成覆盖北美、巴
西、南锥体、黑海四大产区，非洲、中国、亚太三大销区
的全球贸易网络。今后粮食行业将把握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发展机遇，逐步提高产业智慧化、智能化水平，
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
部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支持各地发挥优势、有序
承接、错位布局，通过大力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做实做
精对接合作等举措，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
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进产业有序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保护
完整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
源要素禀赋不同、发展程度不一，比较优势具有一定互
补性，为全国范围内的生产力优化布局和产业梯度转
移提供腾挪空间。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表示，将以制造业转
移发展指导目录为重要引导，支持各地发展壮大特色
优势产业。做实做精对接合作，促进重大项目签约落
地，紧紧围绕特色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
链式发展。

好的营商环境是产业转移项目“接得稳、留得住、长
得好”的重要保障。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要加强政策
协同和配套服务，加快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支
持国内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地区举办2023中
国产业转移发展系列对接活动。近日，2023中国产业
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云南）在昆明举行，参加活动企业
共有2066户，活动还组织举办了信息产业对接、绿色
轻金属材料产业对接、能源电子产业对接等专题对接。

工业和信息化部>>>
支持各地有序承接

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新华社杭州9月4日电 杭州市政府办公厅发布
《关于高标准建设“中国视谷”高质量发展视觉智能产
业的实施意见》，自今年9月3日起施行，提出加快将杭
州市视觉智能产业打造成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推动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开展城市空中交通、物流运输服
务，推广低空配送、载人试点应用。

意见指出，杭州市围绕“数字安防—视觉智能—智
能物联”的产业跃升主路径，做深基础层，做强技术层，
做大应用层，重点发展数字安防、工业视觉、医学影像、
自动驾驶、智能生活及办公、虚拟现实及元宇宙、特殊
成像等7个产业端。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全力打造窗
口园区。到2027年，将杭州高新区（滨江）萧山特别合
作园打造成为国家级产业名片展示窗口。

同时，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杭州市将建设科
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成果转化园等载体；引导开
发一批视觉智能优势产品，加强首台（套）、首版次产品
推广应用；深化视觉智能在智慧养老、未来社区、医疗
健康等领域的应用；争取智能网联车辆上路通行试点，
开展L3/L4级自动驾驶车辆上路测试和示范应用。

根据规划，到2027年，全市视觉智能核心产业营
收达到4000亿元，总体规模达到1万亿元；培育千亿
级企业2家、细分赛道领军企业30家；开发视觉智能领
域新产品新应用1000个。

新华社天津9月4日电 天文
科普专家介绍，9月6日凌晨，一轮
亏凸月将运行至金牛座天区，与金
牛座中著名的昴星团相合。届时
如果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
有望目睹“月姑娘”与“七姐妹”近
距离“欢聚夜空”的趣味一幕。

金牛座是黄道十二星座之一，
主要亮星排列呈“V”字形结构，辨
识度很高。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
文学会理事赖迪辉介绍，金牛座中
一个值得关注的天体便是昴星团，
在梅西耶天体中编号为M45，是离
我们最近、最亮的疏散星团之一，
在过去的1.5亿年里，它已经形成
了超过1000颗的恒星。

在我国古代，这一星团属于二
十八宿中的昴宿，所以我们习惯
于把这个星团称为昴星团。昴
宿，是我国古代天象西方白虎七
宿中的第四宿，包含昴、天阿、
月、天阴、刍藁、天苑、卷舌、天谗、
砺石等星官。

在我国神话传说中，昴宿别名
昴日鸡，是一只六七尺高的大公
鸡，负责“司晨啼晓”，又称昴日星
官。昴星团虽然恒星数量众多，但
肉眼通常只能见到最亮的六七颗，
所以又常被称为七姊妹星团、七姐
妹星团。

“进入9月，昴星团会出现在黎
明前的东方天空。昴星团在夜空
中比较暗淡，公众需要仔细寻找才
会发现它。”赖迪辉说。

继9月5日凌晨与木星相合之
后，月球继续自己的“浪漫之旅”，6
日凌晨，运行至昴星团旁边。随着
时间的推移，月球与昴星团逐渐靠
近，到了6日凌晨4点来到“合”的
时刻，二者之间的角距离只有1.5
度，相当于3个满月视直径（约为
0.5度）大小，此时，地平高度较高，
易于观测。

赖迪辉提醒说，由于月相为亏
凸月，接近下弦，亮度较高，一定程
度上掩盖了昴星团的光芒，感兴
趣的公众最好远离光污染较为严
重的城市，到光污染少的地方去
观测，如郊区、农村等地。在天
气晴好的条件下，凭借肉眼就能
看到月亮附近有一堆“蓝宝石”
闪闪发光，这就是昴星团。喜欢
天体摄影的公众可以尝试定格两
者的“倩影”。

这是中国寒地香米之乡——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的一处品种稻田展示。
黑龙江作为产粮大省，近年来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采取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坚持

用地与养地相结合，通过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出系列“黑土优品”，打造独具特色的现代农业。
2022年，黑龙江省粮食播种面积达到22024.8万亩，粮食总产量为1552.6亿斤，占全国的11.3%，

粮食生产实现十九连丰，粮食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储备量均居全国第一。黑龙江有规上农产品加工企
业2045家。 新华社发

黑龙江打造特色现代农业

我国粮油行业倡议
共同维护全球粮食安全

6日凌晨趣味一幕

亏凸月与昴星团
“欢聚夜空”

“智”行千里
——揭秘跨海高铁背后的科技力量

杭州高标准建设“中国视谷”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