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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测温室大棚状态，精准执行

施肥浇水、温度湿度控制等任务；与远在

太空的卫星形成联动，快速精准完成耕

地识别；人形机器人身手敏捷、行动迅

速，在危险复杂环境中执行任务……这

是“人工智能+”辅助实现的工作场景。

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人工智能高度

关注，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

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

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新动能。”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效成长，赋能未来产业“加

速跑”……“人工智能+”在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中，正不断塑造新优

势、激发新活力。

种菜更“智慧”

启动高精度自动播种机后，仅有芝

麻粒大小的水培蔬菜种子便精准“着陆”

到海绵育苗块上；穿梭车将水培蔬菜种

植板推送到自动堆垛机上，还顺便清洁

了营养液水槽……

山东德州临邑县一家智能植物工厂

的蔬菜大棚，绿意盎然，充满科技感的操

作十分吸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人工智

能和产业发展融合。我们按照总书记的

要求，紧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在

2023 年时机成熟时，选派 200 多名技术

人员进行技术攻关，建成了这座新型智

能植物工厂。”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智慧农业事业部总监朱子强介绍。

500 多平方米的蔬菜大棚里，紧密

排列的 6 排种植架足有 14 米高。每层种

植板都配备 6 列 LED 补光灯，通过大数

据计算，可以对蔬菜进行精准补光作业。

朱子强说，目前企业已将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到播种、分栽、采收、清洗等工

序，农业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大

幅提升。

【记者观察】

田间大棚里，智能化种植、农业机器

人大幅提高农业种植效率和水平；汽车生

产线上，涂装机械臂按照“工艺规范”准确

操作；商场里，智能导航导购等服务陆续

推出……人工智能正逐步渗透到诸多传

统产业领域，推动生产流程、管理模式、产

品创新等转型升级，为传统产业注入“智

慧”活力。同时，记者也深刻感知，技术的

迭代升级，对技术的操作者——“人”的跨

学科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急需既懂技术又

熟悉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推动人工智

能助力传统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给卫星安装聪明“大脑”

卫星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代

表之一，当它与人工智能技术“碰撞”，又

将擦出怎样的高科技“火花”？

“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在太空遨游，

将“洞察”的信息纷纷传递给“大脑”——

位于长春市的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地面接收站。

长光卫星市场经理马鉷介绍，公司运

营的“吉林一号”星座已有 117颗遥感卫星

在轨，生成的数据广泛应用于农林生产、

环境监测、智慧城市等领域。随着卫星数

据规模增大，传统人工的遥感信息处理方

式已难以适应海量遥感数据的快速解译。

“我们希望卫星的‘大脑’变得更‘聪

明’，能够更快速、更精准处理数据。”马

鉷说。

邀请人工智能专家授课，研读人工

智能遥感技术前沿论文，历经一年多，企

业成功研发出适配“吉林一号”星座的人

工智能遥感大模型。

谈 及 未 来 发 展 ，马 鉷 充 满 期 待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引领这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

术。今后我们会不断完善人工智能遥感

大模型，让这一战略性技术在航天领域

发挥更大作用！”

【记者观察】

诸多新应用新融合显示，人工智能技

术以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智能化决策支

持和数字化平台优势，助力新兴产业“直

道领跑”“弯道超车”，成为塑造战略性新

兴产业新优势的重要抓手。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快速发展，新兴产业领域将涌现更

多商业机会和发展空间，自动驾驶、智能

医疗、药物研发、基因编辑等新产业新模

式快速成长，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人形机器人初长成

“你好！欢迎来到小 Q 咖啡厅，想

喝点什么？”

名叫小 Q 的人形机器人在确认顾

客需求后，另一个“咖啡师”机器人在后

台忙碌起来。短短几分钟后，一杯香浓

的咖啡就被端了出来。

两名“服务员”，是来自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人形机器人攻关团队研制

的谱系化人形机器人 Q 系列成员。

“它们的‘伙伴’还有很多，包括能实现

机器人全身姿态准确跟踪与平衡控制的仿

生高动态机器人Q1，实现室内外各种复杂

地形的自适应与稳定运动的多地形适应机

器人Q2，拥有不同环境适应能力的高爆发

运动机器人Q3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多模态人工智能系统

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乔红说。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集

成 体 现 ，更 是 未 来 产 业 的 重 要 赛 道 之

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瞄准未来科

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快新一代信息

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

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科技创新，培育发展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这让从事机器人应用研究的乔红

团队更加明确研发重点。结合多年技

术积累，团队过五关斩六将，突破了高爆

发一体化关节、AI赋能设计、机器人大模

型、类人柔顺控制等核心技术，打造出 Q

系列人形机器人。

但团队并不满足。让“聪明”的人形

机器人服务民生，是初心，更是不断向上

突破的动力。

在国内众多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下，更多的人形机器人将逐渐走进工厂、

学校、商场、家庭、养老中心等，成为你我

生活中的一员。

【记者观察】

人工智能本身就是前沿技术领域，

当其与其他前沿技术深度融合，可推动

跨领域技术协同创新，加速未来产业技

术突破与应用落地。从各地重点布局的

未来产业看，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创

新融合带来人形机器人产业，人工智能

与通信、能源、材料等产业深度融合衍生

出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材料等产

业。科研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积极前瞻性布局“人工智能+未来产

业”项目，组建“未来产业创新联合体”，

加快建设交叉学科的人工智能协同创新

平台，推动共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未

来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生态。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3日电 记者

翟伟、孟含琪、宋晨）

“人工智能+”，助力产业向新行
—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观察

本报讯 专业技术二级退休干部、

原沈阳军区总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郑斯

聚同志，因病于 1 月 8 日在辽宁沈阳逝

世，享年 96 岁。

郑斯聚同志系江苏吴县人，1928 年

5 月出生，1951 年 9 月入伍，1953 年 12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住院军医，外科

麻醉军医、主治军医，麻醉科副主任、主

任，医务处第二主任，医务部主任等职。

郑斯聚同志逝世
本报讯 正军职离休干部、原北京

卫戍区政委李进民同志，因病于 1 月 22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8 岁。

李进民同志系山东平度人，1926 年

7 月出生，1938 年 8 月入伍，1943 年 7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勤务员、班长、排

长、指导员、副教导员、教导员，团政治处

主任、政委，师政治部主任、政委，军政治

部副主任、副政委、政委等职。

李进民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专业技术二级退休干部、

原总参谋部第六十一研究所信息化总体

研究部一室研究员高阜乡同志，因病于

1 月 9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71 岁。

高阜乡同志系河北阜城人，1953 年

10月出生，1969年4月入伍，1972年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教员，研究所

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指挥自动化总体室

主任、总体部主任、总体研究部主任等职。

高阜乡同志逝世

李强将于 14 日出席哈尔滨第九届
亚洲冬季运动会闭幕式并举行外事活动

（据新华社）

市面，观察经济活力的窗口。

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年味更浓，大

江南北的开年市红红火火。新春佳节，正

越来越成为集阖家团聚、文旅体验、休闲

购物于一体的经济消费年度盛事。

跟随百姓欢度新春的步履，记者深

入北京、天津、江苏等地，感受中国经济

新春新市面的活力脉动。

新春伊始，文化味浓郁，烟火气升腾。

水上打铁花，火裙舞者旋转，实景演

出移步换景……在江苏苏州青靛甪直沉

浸式夜游景区，灯光秀、非遗表演、主题

集市等文旅消费新业态，让拥有 2000 多

年历史的甪直古镇焕发新生。

南来北往、东行西进，“流动中国”热

气腾腾。

今年春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

流动量超 23 亿人次、超 1400 万人次中外

人员出入境。

热力四射的文旅市场，成为国内消

费回暖的生动写照。经文化和旅游部数

据中心测算，春节假期国内出游总花费

6770 亿元，同比增长 7.0%；国内出游 5 亿

人次，同比增长 5.9%。春节档电影票房

达 95.1 亿元，创历史新高。

连日来，各地影院人气爆棚，场次密

集。甚至有地方“商场还没装修完电影

院先开业了”。

影院从业人员告诉记者，《哪吒 2》等

影片的热度仍在持续，引发不少观众二

刷、甚至三刷热潮，票房有望继续增长。

文化为核，科技赋能，开放多元。今

日中国古老又年轻，焕发崭新魅力。

街头巷尾，多了不少外国游客。打

开手机，外国博主“China Travel”的视频

走红社交平台，掀起海外网友对“真实中

国”的赞叹与热议。

在 240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以及“免

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带动下，越来越多外

国游客到访中国。第三方平台数据显

示 ，今 年 到 中 国 过 春 节 的 外 国 游 客 较

2024 年增长 150%，创下新高。

“从未去过中国的人，永远不会知道

中国有多么美丽、现代、安全。”一名韩国

网友在海外社交媒体留言说。

寒风凛冽，挡不住多地商圈回归的

人潮。

春节假期，北京市重点监测的百货、

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和电商等业态企

业实现销售额 81 亿元，同比增长 4.2%；

湖南省重点监测的 389 家零售和餐饮企

业共实现零售总额 20.61 亿元，较 2024

年同期上涨 10.84%；四川全省 550 家重

点商贸流通企业实现销售额（营业额）

34.5 亿元，同比增长 6.9%……

线下回归烟火气，线上增添新活力。

春节期间，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

长 5.8%。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 月 28

日至 2 月 4 日，全国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

19.27 亿件。其中，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

数量同比分别增长 31%、26.7%。

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一系列消费新

业态蓬勃兴起。

记者近日电话咨询了北京、山东等

地多家家政公司，他们表示，农历正月期

间家电清洗、保洁收纳等服务需求激增，

“月嫂”至少要提前 3 个月预约，节后照

顾老人等服务订单也明显上涨。

春节期间，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

动火热开展，汽车、家电家居、手机等数

码产品等以旧换新销售量达到 860 万台

（套）、销售额超过 310 亿元，家电、手机

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约 166%、182%。

“新”风劲吹，除了消费品以旧换新，

还有首发经济推陈出新。

从华北首店梅果云贵川创新菜到全

国首家海底捞买手店，从《长安三万里》

天津首展到首家福尔摩斯快闪店，春节

期间，天津一批首店首展点燃消费热情。

天津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徐

志强说，今年将重点围绕商圈建设、培育

首发集聚区做功课，从政策层面撬动首

发经济促进消费增长新引擎。

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

策，推进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

开展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服务消

费提质惠民行动，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从中央到地方，正推动一系

列提振消费举措落实落地，持续释放内

需潜力。

《华尔街日报》评价道，春节假期消费

数据显示，中国消费者在商品与服务上的

开销都有所上升，这可能体现出中国政府

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正取得成效。

“中国春节假期消费升温，依托于经

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创新、政策支撑，

彰显中国经济强大的内需潜力、市场活

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商务部研究院流

通与消费研究所所长董超说。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3日电 记者

谢希瑶、王雨萧、唐诗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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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3 日 ，

在贵州省安顺市

境内，作业人员

操纵架桥机，将

重约 135 吨的 32
米 T 梁成功架设

在斗篷山特大桥

30- 31号桥墩间。

新建沪昆铁路至

安 六 铁 路 客 车

联 络 线 成 功 上

跨 既 有 沪 昆 铁

路，工程建设取

得进展，为项目

早日建成通车奠

定基础。图为当

日工作人员在架

设 T 梁（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3日电 （记者

魏玉坤）记者 13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

悉，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下达 2025 年度

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 50 亿元，支持

地方实施 1008 个以工代赈项目，计划吸

纳 12.3 万农村脱贫人口和其他低收入群

体参与工程项目建设，发放劳务报酬超

过 17.1 亿元。

资金主要投向 832 个脱贫县等欠发

达地区，并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革命老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任务较重

以及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的地区倾斜，

重点支持劳务用工量大、技术门槛低、工

程机械作业少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特别是农村

脱贫人口、防返贫监测对象、因灾需赈济

人口、易地搬迁脱贫群众等参与项目建

设，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国家发改委下达以工代赈中央投资50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3日电 （记者

姜琳）记者 13 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获悉，各地春风行动不停歇，春节期间持

续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提供专车、专

列、包机服务，帮助劳动者早返岗、企业稳

开工。从 1月中旬至 2月 11日，全国已累

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2.2 万场，发布岗位

1500万个；发出务工人员专列、专机、包机

1.5万辆（列、架）次，输送劳动者 37万人。

1 月中旬至 3 月中旬，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在全国开

展 2025 年春风行动，集中为劳动者、用

人单位提供就业服务。各地密集开展一

系列活动，推动就业服务广覆盖、就业帮

扶见成效、市场热度有提升。

春节后是企业开工复产关键期，也是

劳动者换岗求职高峰期。在长三角、珠三

角地区，一批企业年后开工迅速赶订单、

抓生产，用工需求稳中有增。人社部门聚

焦企业用工所需，加强跨省劳务协作，确

保企业稳定生产，经济发展实现开局稳。

春节前后全国已举办招聘活动 2.2万场

新华社哈尔滨2月 13日电 （记者

王恒志、乐文婉）哈尔滨亚冬会 13 日产

生六金，中国队夺得冬季两项女子 4×6

公里接力金牌，金牌总数升至 32 枚，追

平哈萨克斯坦队在 2011年阿斯塔纳-阿

拉木图亚冬会创下的单届金牌数纪录。

冬季两项赛场上，唐佳琳、文颖、褚

源蒙、孟繁棋组成的中国队摘得中国代

表团当日唯一一金。在开局不利的情况

下，中国队在最后时刻反超韩国队，以

21 秒的领先优势夺得冠军，最后一棒的

孟繁棋赛后说：“最后一棒确实压力很

大，但是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不

管结果如何，也想着要拼到最后。”

日本队获得男子 4×7.5 公里接力

金牌，中国队获得铜牌。

雪 上 项 目 13 日 收 官 。 因 大 风 原

因，原计划进行的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

巧决赛取消，最终按照预赛成绩决定奖

牌归属。韩国和日本选手分获男、女组

冠军，中国队的武绍桐获得女子铜牌。

冰壶比赛结束半决赛较量，中国女

队 5∶2 击败日本队，将与韩国队争冠，

这大概率将是中国代表团最后一个夺

金点；而男队则 6∶7 不敌菲律宾队，将

与中国香港队争夺铜牌。

中国男、女冰球队当日双双输给哈

萨克斯坦队，男队无缘决赛，女队暂列

循环赛第三，争金希望渺茫。

花样滑冰比赛当日落幕，韩国选手

包揽男、女单人滑金牌。中国队的戴大

卫获得男子单人滑第四名，朱易和安香

怡分获女子单人滑五、六名。

竞技场的感动永远不止于来自奖

牌。来自马来西亚的“老将”罗春鸿排

名花滑男单倒数第二，但他却十分开

心。还有两天就年满 30 岁的他，是第

一次站上“这么大的场地”，也是第一次

那么近距离地看高手们比赛，他说：“只

要还可以跳，我就继续跳，没有结束的

日子。”

截至 13 日，中国队以 32 金 26 银 24

铜列奖牌榜首位，韩国队以 15 金 14 银

13 铜排名第二，日本队以 9 金 11 银 14

铜位列第三。

下图：2月 13日，中国队选手孟繁棋

在比赛中冲刺。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摄

金牌总数升至 32 枚

中国追平单个代表团单届亚冬会金牌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