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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的一条街道上，曾经分布

着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

滨锅炉厂三家大型装备制造企业，人称

“三大动力”。如今，“三大动力”已经合

并组建为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三大动力”的发展史，一定程度上

亦是老工业基地哈尔滨装备制造业发展

的缩影。作为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业的

“摇篮”，近年来，哈电集团积极拥抱“数

智”技术，不断推进生产数字化、装备智

能化、管理信息化，“老企业”展现出“新

活力”。

在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

公司冷作分厂，蓝色的弧光在焊花飞溅

中“狂舞”，冰冷与炽热交织在一起，自动

焊接机器人在巨大的厂房内“忙碌”……

在输入焊接指令后，焊接机器人便按

照预设保持不间断作业。9月初，哈电集

团电机公司数字化建设取得新进展——

磁极焊接机器人工作站正式投入生产运

行，生产效率比人工焊接提高约 40%。

在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

任公司叶片分厂精密测量室，若干台三

坐标测量机正在对叶片进行测量。只见

测量机的“红宝石探针”轻轻在叶片上点

了几下，叶片的相关数据便显示在了操

作人员的显示屏上。“以前这些都需要人

工用游标卡尺等测量。”哈电集团汽轮机

公司数字信息部经理柳康介绍，使用三

坐标测量机对叶片质量检测起到了重要

作用：测量速度更快、准确率更高，对于

传统测量无法企及的死角也可以有效地

测量出叶片数据。

在哈电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

公司联箱分厂，数字化大屏上显示着当

日在制工序、设备状态等数据。“这套生

产制造执行管理系统 2024 年初投入使

用，初步实现了集成设计工艺物料数据

信息、优化简化派工报工方式、逐步取消

计划员纸版计划等目标，提升派工效率

30%以上。”哈电集团锅炉公司工艺部程

序室主任李春明说。

“作为我国最大的发电设备制造基

地之一，近年来哈电集团高标准谋划智

慧工厂建设，持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十四五’期间，哈电集团将投资 10 亿元

建设‘数字哈电’。”哈电集团创新与数字

化部信息与数字化室经理杨长宇介绍，

数字化加持下，哈电集团加快从传统制

造企业向设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运维

服务商转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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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工信厅装备工业一处处长

李江介绍，哈电集团通过“智改数转”信

息化的应用和创新，推动企业实现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同时

我们相信哈电集团还将积极发挥引领带

动作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实

现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

（据新华社哈尔滨 10月 6日电 记

者朱悦）

哈尔滨：“数智”技术让“三大动力”澎湃不息

上海市兴业路，中共一大纪念馆。

玻璃展柜里，一台方正的黑色“铁盒子”

静静陈列，这是秦鸿钧烈士使用过的无

线电收发报机，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

坚定信念。

秦鸿钧是党的秘密电台工作者，电

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之一，1927 年

入党。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受命在上海

设立秘密电台。

“这就是太爷爷战斗的武器，原来这

么大，要秘密发报，一定很危险。”秦鸿钧

的曾孙、今年 11 岁的秦翊凯，看到这台

长 45.5 厘米、宽 26.5 厘米、高 22 厘米的

收发报机时，盯着看了很久。

为便于工作，秦鸿钧和在上海教书

的韩慧如结婚。为集中精力做好地下电

台的收发报工作，秦鸿钧伪装成失业者，

白天在家包揽家务，晚上则秘密开展收

发电报的工作。韩慧如曾回忆，在邻居

眼中，自己的爱人颇有些“一事无成”，但

秦鸿钧对此毫不在意，反而认为这代表

着伪装的成功，有利于开展革命工作。

“革命先辈忍受着孤独和误解，呕心

沥血、倾尽所有地为新中国的到来而战

斗。”中共一大纪念馆宣教部讲解主管张

欣怡说。

时间来到 1949 年，秦鸿钧所使用的

秘密电台被特务发现。3 月 17 日深夜，

秦鸿钧正在工作时，突然听到韩慧如的

报警信号，他当即停止发报，拆毁机器，

烧毁文件。而后，十多个特务破门而入，

将夫妇两人逮捕。

狱中，秦鸿钧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

屈。5 月 7 日，秦鸿钧、李白、张困斋等共

产党人在浦东戚家庙从容就义。20 天

后，上海解放。

“这台收发报机，是韩慧如捐赠给我

馆的。秦鸿钧烈士曾把这台用过的旧收

发报机寄放在同乡好友家中，使其得以

留存下来。”张欣怡说。

展柜左侧，开国大典的影像资料反

复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天安门城楼上面向全世界

的宣告，久久回荡。

秦翊凯已是小学五年级学生。他所

就读的上海市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里，老

校长韩慧如的手稿和秦鸿钧等烈士的故事

都是珍贵的校本教材，生动讲述着守护“红

色电波”的故事，传承忠诚与信仰的力量。

（新华社上海 10月 5日电 记者郭

敬丹）

电波不逝，信念永存

奋 进 强 国 路 阔 步 新 征 程

本报讯 刘锐睿报道：国庆期间，深

圳各车站、机场、码头及旅游景区人流量

激增，武警深圳第一支队开展巡逻执勤，

维护良好社会秩序。

该支队领导介绍，前期，他们组织官

兵认真梳理分析国庆期间客流特点，与

当地公安部门一同实地勘察，制订对交

通枢纽、旅游景区等人流密集区的力量

部署和巡逻方案。

任务期间，官兵采取定点执勤、联

勤巡逻和机动备勤相结合的形式，通过

城市监控系统实时掌握重要区域人流

情况，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巡控网，确保

一旦发生意外情况，能够第一时间有效

处置。

此外，该支队结合执勤区域特点，强

化巡逻组带队干部的英语交流能力，并

把精通粤语的战士编入巡逻组，为往来

的外籍游客及港澳同胞提供便利服务。

“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我们一定坚

守岗位，守护平安！”10 月 4 日，结束当天

执勤任务的巡逻组组长张文广说，他们

将时刻绷紧安全弦，以实际行动履行好

使命任务。

武警深圳第一支队

国庆假日巡逻执勤维护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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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兵团边境基础设施也在不

断完善，边防设施、边防指挥中心、前端

感知系统等“智慧边防”同步建设，筛查、

过滤、预警、阻拦四道“屏障”不断筑牢，

长 达 2019 公 里 的 边 境 线 上 ，已 实 现 人

防、技防、物防相结合。

作为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的重要

力量，兵团民兵一直在抢险救灾、维护稳

定、守边固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步入新时代，兵团经济进入新一轮

快速发展期，成为推动边疆建设发展的

重要力量。

来自兵团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

年兵团生产总值约占新疆的 1/5，达到

3696 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兵团人

均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10 万元，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4 万元。

如今的兵团，构建起具有自身特色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2023年兵团粮食生产以

占全国0.39%的面积，贡献了全国10.2%的

总产增量，棉花产量占全国近 1/3，工业

硅、多晶硅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21.9%和

17.2%。“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

兵团培育了一批优质‘名片产业’，将持续

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研究

专家、塔里木大学党委书记张爱萍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

主线。自成立以来，兵团就全面融入新

疆社会，在履行职责使命过程中，持续构

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长久以

来，新疆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情谊血浓于水，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多年来，兵团各族干部职工与地方

基层各族群众结对子、交朋友、认亲戚，

帮助他们解决就医、就业、就学等生产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其中既有汉族干部与

少数民族群众结对认亲，也有少数民族

干部与汉族群众结对认亲。

砥砺奋进再出发，把
兵团建设得更强大更繁荣

回顾过往，兵团的历史功绩不可磨

灭；放眼未来，兵团的职责使命重大光荣。

走进遍布三山两盆间的兵团师市，

处处是兵团儿女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兵团实践、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奋斗身影。

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后，

兵团大胆先行先试，持续推动制度创新，

积极推动贸易投资服务便利化，打造对外

开放新高地。截至 2024年 6月，兵团区块

市场经营主体达 8000户，较 2023年 11月

自贸试验区挂牌时新增 1100 多户，新增

落地项目 35 个，总投资 154 亿元，为兵团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新疆发展低空经济，有着空域资源、

地理位置、市场基础等多方面的优势，可

应用于多种场景。在石河子市，总投资

8 亿元的大型无人机和通航飞机生产基

地项目即将启动试生产。据项目负责人

仲志勇介绍，项目涵盖无人机系统及载

人通航飞机研发、生产制造、定检维保、

配套系统研制等内容，将在 5 年内逐步

具备年产 150 架大型无人机能力，达产

后可实现年产值 20 亿元。

在绿色低碳领域，兵团积极参与全国

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着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源

结构绿色转型、交通结构清洁低碳调整。

2023年兵团绿色制造产值占规上制造业

产值比重达 38.9%，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近 22个百分点，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深秋露重，奎屯河引水工程施工现

场一派繁忙景象，经过工人连夜奋战，

随着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毕，工程关

键 节 点 —— 老 虎 口 大 桥 宣 布 成 功 合

龙。“工程竣工运行后，将有效解决胡杨

河市、乌苏市、克拉玛依市等沿线兵地

用水短缺问题。”项目负责人郜建华说，

奎屯河引水工程不仅是兵团在建的最

大单体水利工程，更是兵团深入推进兵

地融合、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新疆各族

群众的民生实事。

水利工程、道路交通、能源设施……

作为新疆先进生产力的引领者，兵团长

期致力于通过重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促进兵地融合，壮大兵团实力，为更好履

行职责使命筑牢基础。

借助改革动力，兵团近年来屡屡在

农业现代化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中

取得突破。在铁门关市，千亩方春播籽

粒玉米单产突破 1000 公斤，沙化土地首

次连片实现“吨粮田”，这也是兵团不断

攀登现代农业高峰、助力新疆发展、服务

国家大计的缩影。

国庆假期期间，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步

行街“兵团记忆”文创店，“屯垦戍边”文化

衫、“为人民服务”挎包、“戈壁母亲”直尺深

受游客热捧……伴随新疆文旅热度持续

攀升，兵团文旅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独具特色的军垦文化不仅是发展

文旅事业的宝贵资源，更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的具体抓

手。”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

记、局长王子彬说，兵团将持续聚焦“游

在新疆、吃住在兵团”，提升“美丽新疆、

繁荣兵团”影响力，把蕴含兵团精神的红

色故事讲给更多游客听。

回首过往，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一

代代兵团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默默无

闻戍边疆所书写的辉煌屯垦功绩；展望

未来，兵团儿女将以兵团精神为动力，忠

实履行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职责使命，

把兵团建设得更强大更繁荣。

（新华社乌鲁木齐 10月 6日电 记

者李自良、何军、苟立锋）

新华社乌鲁木齐 10月 6日电 6 日

晚，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一派节日

气象。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70

周年文艺晚会《光荣使命》在这里上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

央代表团团长何立峰与各族各界群众一

起观看演出。

七 十 载 春 秋 ，兵 团 人 开 发 建 设 边

疆 ，书 写 壮 丽 诗 篇 ；七 十 年 奋 斗 ，兵 团

人 守 护 神 圣 国 土 ，履 行 光 荣 使 命 。 晚

会在交响合唱《兵团儿女心向党》中拉

开 序 幕 ，分 为 艰 苦 创 业 、开 拓 进 取 、奋

进 新 时 代 三 个 篇 章 ，展 现 了 党 旗 辉 映

下兵团各项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特别

展 现 了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在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坚 强 领 导 下 ，兵

团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推 动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谱 写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兵 团 实 践

的壮丽篇章。观看演出的何立峰等中

央 代 表 团 成 员 频 频 报 以 热 烈 的 鼓 掌 。

伴 随 着 全 场 齐 声 高 唱《歌 唱 祖 国》，晚

会落下帷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中央代表团

副团长苗华，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

要负责同志、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共同

观看了演出。

中央代表团是于 6 日下午乘飞机抵

达乌鲁木齐，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

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的。代表团由 24 人

组成，成员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

何立峰率中央代表团观看庆祝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70 周年文艺晚会

10 月 6 日，全国铁路迎来国庆假期

返程潮，铁路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火爆出行的背后是跑出“加速度”

的中国铁路：国庆前夕，中国铁路营业

里程突破 16 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

程超 4.6 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

客货流屡创新高、持续盘活沿线

经济、铁路工程加速推进……万里铁

道线上，跃动的是“流动中国”的满满

活力。

“八纵八横” 出行
说走就走

国庆假期，广东梅州西站内，人流

熙熙攘攘。

9 月 14 日，龙岩至龙川高铁梅州

西至龙川西段（龙龙高铁梅龙段）正式

开通运营，标志着中国铁路营业总里

程突破 16 万公里。

梅龙高铁的开通为粤东地区增添

了一条往返粤港澳大湾区的高铁便捷

大通道。“从梅州到龙川最快只要半小

时 左 右 ，到 广 州 只 要 一 个 半 小 时 左

右。”梅州西站副站长刘轶说。

“说走就走”。随着高铁网的不断

延伸，百姓出行半径不断扩大，城市时

空距离不断缩小。

目前，我国“八纵八横”高铁主通

道建成运营规模达 80%；铁路覆盖全国

99%的 20 万人口以上城市，新时代以

来共有 145 个县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高铁覆盖全国 96%的 50 万人口以上城

市，全国 19 个主要城市群均已实现高

铁联通……

荆楚大地，高铁通达四方，迎来四

方宾客。国庆假期首日，从汉口车站出

行的旅客超过 22.3万人次，创车站历史

最高纪录，是日常客流量的近三倍。

据统计，为期 10 天的铁路国庆黄

金周运输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

客 1.75 亿人次。10 月 1 日，铁路发送旅

客 2144.8 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

客货齐升 释放高质量
发展活力

10 月 1 日，130 余名游客乘坐 Y664

次“环西部火车游·崆峒号”旅游专列

从兰州启程，开启为期 5 天的畅玩银

川、平凉之旅。

“旅游专列已成为假日旅游经济

发展的有力推手，助力地方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兰铁国旅公司副总经理

栾守伟说。

千里之外的西南内陆腹地，重庆

团结村车站内繁忙有序。一列列满载

智能家电、机械设备、工业零配件等货

物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奔向遥远的

欧洲。

渝新欧（重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太平介绍，国庆期间，重庆

中欧班列计划开行中欧、中亚、中越、

中 老 泰 等 进 出 口 国 际 班 列 共 计 近 40

列，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畅通提供

有力保障。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交 通 运 输 先 行 。

16 万公里铁路所到之处，持续释放中

国经济发展活力。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客货运输

实现量质齐升，多项指标创历史同期

新高。国家铁路发送旅客 13.26 亿人

次，同比增加 5.2 亿人次、增长 64.5%，

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18.45 亿吨，同比增

加 1.5 亿吨、增长 8.9%。

向前延伸 铁路建设
再续新篇

放 眼 神 州 ，16 万 公 里 是 里 程 碑 ，

更 是 新 的 起 点 。 一 张 世 界 最 大 的 高

速 铁 路 网 和 先 进 的 铁 路 网 还 在 快 速

延展——

10 月 1 日，包银高铁惠银（惠农至

银川）段开通运营，高铁贯通贺兰山南

北，西北高铁大通道距全线通车再近

一步。

在广东梅州瑞梅铁路梅州特大桥

施工现场，车辆穿梭、机器轰鸣，国庆假

期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中铁十

五局项目负责人段会成带领施工团队

驻守现场，紧盯每一个施工关键环节。

在浙江杭（州）德（清）市域铁路跨

东苕溪斜拉桥施工现场，大桥主跨逐

渐成形。“目前斜拉桥正在进行主墩桥

塔施工，已完成设计总量近 40%。”中

铁二十四局项目负责人刘建伟介绍，

项目建成后，杭州到德清将实现交通

一体化，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至 1 小

时以内……

“我国铁路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已

居世界前列，具备了向更高水平现代

化迈进的基础和条件。”国铁集团党组

书记、董事长刘振芳表示，经过“十四

五”努力，到 2025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

程将达到 16.5 万公里，其中高铁 5 万公

里左右。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6日电 记

者樊曦、周圆）

上图：10 月 6 日，旅客在湖南省衡

阳东站站台排队乘车。

新华社发

从从
国
庆
黄
金
周
看
﹃
流
动
中
国
﹄
的
生
机
活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