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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大连，天高海阔，碧海流云。
中国船舶集团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大连造船）一艘大
型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停靠在码
头，近千名工人正有条不紊地进行货物
围护系统施工。

这艘由中国船舶大连造船自主研
发、总舱容达17.5万立方米的大型LNG
运输船，于2023年 6月1日开工，同年
12月1日铺底，今年5月27日出坞。计
划明年3月首次试航，9月交付使用。

大型LNG运输船，被称为“海上超
级冷冻车”，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一同
被称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

“之所以被称为明珠，是因为这类船
舶建造难度大。货舱的货物围护系统，
即货舱的隔离屏障和热绝缘系统，是大
型LNG运输船建造的核心，需要超高的
施工精度和超高的质量标准。”中国船舶
大连造船LNG运行部负责人毛海波说，
施工过程中各工序的安装精度控制在零
点几毫米到一点几毫米的量级，一丝微
小的身体摆动，就可能导致产品不合格。

大型LNG运输船特有的薄膜型货

物围护系统，是解决零下163℃的超低
温液化天然气储存和运输的核心技术。
毛海波说，4个货舱就如同暖瓶内胆一
样，承载和直接接触超低温的液化天然
气，施工过程涉及长度达数万米的粘连
和焊接工作量，必须保证零漏点零缺陷。

粘连、焊接等关键工序，精细度极
高。中国船舶大连造船LNG运行部计划
工艺科科长秦明介绍，以粘连为例，部分
区域粘连需要人工完成，绝缘板需要多少
胶，都按面积计算而确定，同时要保证涂
抹均匀，才能确保密封性和保温性，使得
液化天然气在运输过程中不泄漏且蒸发
率低。施工时，货舱要求恒温恒湿，温度
控制在20℃至30℃，湿度不超过70%。

如此大型、精细度极高的船舶建造，

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和创新研究。
为此，中国船舶大连造船设立了专门的
培训中心，专注于薄膜型货物围护系统
的建造技术研究，以及货物围护系统专
业施工人员的培养。

在LNG综合培训中心，有着34年焊
接经验的贾师傅正在验收学员的焊接作
业。他打开小型手电筒，仔细查看钢板
的焊接处，不时向学员指出焊接的缺陷，
并在培训记录本上做好记录。根据要
求，学员需要将7块一米多长的薄钢板
严丝合缝地依次焊接到一起。

培训中心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工序
质量要求高，培训一个工人至少需要3
个月时间，仅是焊接就分5个阶段，而且
在上岗之前要经过严格的考试，顺利通

过才能成功上岗。
近年来，大型LNG运输船的市场需

求显著上升。为了抓住市场机遇，中国
船舶大连造船于2022年正式加入大型
LNG运输船建造的行列，2022年3月31
日签订首个项目，并利用两年时间完成
了两代产品的迭代升级。“在建的这艘大
型LNG运输船的设备国产化率较此前
继续提升，按设备种类统计为70%，按设
备价值统计为73%。”毛海波说。

据介绍，中国船舶大连造船手持大型
LNG运输船订单数量截至目前达到15艘，
船期最长的排至2028年，实现了大型LNG
运输船的批量设计、批量接单和批量建造。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造船完工
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国际市场
份额均保持世界第一。加快培育海洋工
程制造业，我国造船工业正在向制造高
技术、高附加值船型升级。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中国船舶大连
造船将继续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
精细化为发展方向，加速船海产品制造
技术提升，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升产
品国际竞争力。

巨轮背后的“精雕细琢”
——探访中国船舶大连造船公司

□新华社记者 姚均芳 邹明仲

如何看待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展如
何？节能降碳怎样加力推动？国家发展
改革委1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了当
前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

多数经济指标较上月有所
改善

5月份经济运行数据近日出炉。国
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分析，随
着各项宏观政策持续落地，我国经济延
续回升向好态势，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
素不断积累。5月份经济数据中个别指
标有所波动，但总体上看，多数指标较上
月有所改善。

比如，5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4.8%，比上月加快1.3个百分点；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7%，比上月加
快1.4个百分点，端午假期国内旅游出游
人次和游客出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6.3%、8.1%。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外部环境复
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我国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一些困难挑战。”李
超说，我们将加快推动“两重”（发行超长
期特别国债支持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
域安全能力建设）、“双新”（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各项政策落
地见效，切实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
态势。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政策体系构建完成

今年3月，我国出台推动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李
超介绍，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21个部
门和单位参与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正式
建立，凝聚合力推进行动方案落细落
实。截至目前，政策体系已经构建完成，
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循环利用、
标准提升等4个方面行动方案已经全部
出台，31个省（区、市）都印发了本地区实
施方案。

资金支持正在逐步落实。李超介
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
资等资金，支持设备更新以及节能降碳、
回收循环利用重点项目；财政部预拨中
央财政资金64.4亿元支持汽车以旧换
新，下达5亿元支持老旧农机报废；中国
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落实科技创新和
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正在开展项目审
核推送。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工作取得良好开局。”李超说，今
年1至5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
增长17.5%，对全部投资增长贡献超过
50%；主要电商平台家电以旧换新销售
额增长超过80%。此外，各地新增了一
大批智能化社区回收设施。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发
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进一步加强
统筹协调，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加快各类资金落地。同时，强化要
素保障，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带动企业和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
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
发展。今年前5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分别为392.6万辆和389.5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30.7%和32.5%，产业发展延续
良好态势。

“实践证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
速发展，关键在于顺应客观规律、充分尊
重市场竞争、坚持在开放中求发展。”李
超说，新发展理念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提供了引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
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了广阔发展空
间，充分的市场竞争也锻造了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竞争力。

李超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会同有关方面，继续通过政策引导、规
范监管等方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推动汽
车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优化重组，提升
技术创新和产业链配套能力，加强国际
合作，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
发展。

锚定约束性指标推进节能
降碳

国务院近日印发《2024-2025年节
能降碳行动方案》。李超表示，国家发展
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推进节能降
碳十大行动，锚定“十四五”能耗强度降
低约束性指标，尽最大努力推进各项节
能降碳工作。同时，也要强化高质量发
展用能保障。

为深入挖掘重点领域、重点行业
的节能降碳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会
同有关部门制定了分领域、分行业专
项行动计划，针对钢铁、炼油、合成氨、
水泥等4个重点行业的首批文件已经
印发。

据了解，钢铁、炼油、合成氨、水泥等
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也是能源
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重点行业。据有
关方面初步测算，4个行业能耗和碳排放
分别占全国总量的20%和30%左右，行
业节能降碳潜力巨大。

李超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在抓
紧出台电解铝、数据中心、煤电低碳
化改造和建设等其他重点行业节能
降碳专项行动计划；并将深入开展重
点用能单位能效诊断，大力推动节能
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持续推进
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降
碳工作。

切实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严赋憬
一列河北发出的中欧班列，经集

结、换装、出境，十几天后便能到达亚欧
大陆腹地；一件河北发货的快递包裹，
经打包、分拣、派送，当日或次日就能送
达京津用户手中；一箱河北种植的瓜果
蔬菜，经清洗、切分、包装，几小时就能
端上京津市民餐桌。

京津冀是南下北上、东出西联的重
要通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
确河北省“三区一基地”的功能定位，其
中“一基地”就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
要基地。

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来，河北发挥
区位优势，积极承接北京商贸物流产业
疏解，头部物流企业加速聚集，商贸物流
供应链、消费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物流、
人才流、信息流、资金流加速汇聚，一个
全国现代商贸物流新高地正加快崛起。

发挥“商”的优势

清晨，天刚拂晓，位于廊坊永清的
圆通速递北方总部基地就已车水马龙，
多套矩阵摆轮、交叉带全速运转，工人
们忙着分拣进港快件。

“2020年5月选择从北京迁出，同年
10月在河北开门纳件，实现当年签约、当
年建设、当年投产达效。”圆通速递北方
总部基地副总经理王义来称，4年来，快
递日处理能力从200万件增加到600万
件，每年的业务量以20%的速度增长。

随着非首都功能不断疏解，越来越
多快递企业需要在京外建立新的北方
总部，有着毗邻优势的河北常常成为首
选。作为河北境内率先投产的物流头
部企业区域总部，圆通速递北方总部基
地的快速成长，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开拓
了新空间。

目前，超40%进出北京快件在河北
境内集中分拣处理。今年1至4月，河
北快递业务量增幅达32.6%，高于全国
平均增幅8.1个百分点。

16日，以“共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
重要基地，共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
章”为主题的2024中国·廊坊国际经济
贸易洽谈会开幕。会上发布数据显示，
河北快递业务量居全国第五位，占京津
冀地区的60%以上。区域性大型邮政
快递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持续落户河
北，“三通一达”等头部物流企业都在廊
坊设立了区域总部、运营中心，快递区
域总部产业集群业已形成。

做足“贸”的文章

商贸物流，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
着消费。“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保
供保畅，离不开商贸物流。

在河北固安兴芦农业冷链加工车
间，一袋袋鲜切果蔬由工人包装后入
库，经冷链车送往京津10余个定点超
市、餐饮机构和食堂。每月仅这里生产
的净菜就有100吨被送往北京。

在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小商
品、鞋帽、服装服饰……各色商品摆满
货架，众多消费者往来其间。达成订单
后，商品被送到与之相邻的城市物流中
心，当天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近十年来，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
永清云裳小镇等一批重点承接市场在河
北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疏解项目整
合仓储、分拣加工、配送等环节，强化了
电商、物流、金融、会展等服务功能。

河北省商务厅厅长张泽峰表示，河
北抓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
子”，发挥物流优势，做足“贸”的文章。
全省在北京周边培育商品市场重点承
接平台16个，签约北京商户4.6万户。
围绕“环首都1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
圈”，建成农产品批发市场、配送中心和
冷链物流项目30多个，河北“菜篮子”产
品的北京市场占有率超过40%。

延伸“物流”的广度

13日，来自澳大利亚黑德兰港的一
艘货轮靠泊黄骅港矿石码头，抓斗迅速
移动，将舱内的铁矿石抓取放入料斗，
皮带机将铁矿石源源不断地送入堆场。

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宝辉称，借势京津冀协同发展，黄骅港
腹地港口联动格局更加开放，目前已成
功布局13个内陆港，与多条铁路线达成
合作，集装箱多式联运形成品牌效应。

走进石家庄国际陆港，只见塔吊耸
立，车辆穿梭，集装箱码垛如林。巨大的
龙门吊将集装箱稳稳吊装到列车上，随着
嘹亮的汽笛声划破天际，一列中欧班列缓
缓驶出站台，朝着亚欧大陆腹地进发。

“我们开辟17条国际班列线路，联
通8个出境口岸，辐射西欧、中东欧、中
亚和东南亚50多个国家和地区。”石家
庄国际陆港总经理刘金朋说，2023年，
石家庄国际陆港中欧班列运营数量稳
居京津冀首位。

自由贸易试验区4个、综合保税区6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5个……通过
融入京津、织就大网，河北逐步形成面向
全国、联通全球的商贸物流新格局。

随着“朋友圈”不断扩大，河北省商
贸物流规模和实力稳步增长。2023年，
商贸物流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17.5%，商贸物流增加值由2020年的
5705.4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 6794亿
元，年均增长6%。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十年来，
全国新增水利工程供水能力约2000亿
立方米，是上一个十年的3倍；新增耕地
灌溉面积约8700万亩，全国耕地有效
灌溉面积达到10.55亿亩。

水利部副部长陈敏18日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以联网、
补网、强链为重点，推进以南水北调工
程为代表的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统
筹区域水网和省、市、县级水网高质量
发展，国家战略实施的水资源保障能力
明显增强。

与此同时，随着流域防洪工程体
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
御工作体系加快完善，我国水旱灾害防
御能力实现整体性跃升，洪涝灾害损失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上一个十年
的0.51%降至0.24%。

坚持节水优先，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能力得到提升。统计显示，十年来，我
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一倍的情况下，
用水总量实现零增长，总体稳定在6100
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
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
41.7%、55.1%；作为最大用水户的农业用
水效率持续提升，全国耕地灌溉亩均用水
量降至350立方米以下，比十年前降低了
近13%，在农业用水保持稳定的情况下，
实现灌溉面积和粮食产量稳步增加。

陈敏表示，水利部统筹水灾害、水
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坚定不移深
化水利改革，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
力，不断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
能力、江河湖泊生态保护治理能力，有
效保障了我国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

我国十年来新增水利工程
供水能力约2000亿立方米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交通运输
部18日公开发布的《2023年交通运输
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全年
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612.88亿
人次，同比增长30.7%，流动中国彰显经
济社会发展活力。

具体来看，全年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
38.55 亿人次，公路完成人员流动量
565.56亿人次，水路完成营业性客运量
2.58亿人次，民航完成客运量6.2亿人次。

货运方面，根据统计公报，全年完
成营业性货运量547.47亿吨，铁路完成
货运总发送量50.35亿吨，公路完成营
业性货运量403.37亿吨，水路完成营业
性货运量93.67亿吨，民航完成货邮运
输量735.38万吨。全年完成邮政行业

寄递业务量1624.8亿件，完成快递业务
量1320.7亿件。

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末，全
国铁路营业里程15.9万公里，其中高铁
营业里程 4.5 万公里；公路总里程
543.68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
18.36 万公里；内河航道通航总里程
12.82万公里，全国港口生产用码头泊
位 22023 个；颁证民用航空运输机场
259个。

根据统计公报，2023年我国完成交
通固定资产投资39142亿元，其中完成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7645亿元，完成公路
固定资产投资28240亿元，完成水路固
定资产投资2016亿元，完成民航基本
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1241亿元。

我国2023年完成跨区域人员
流动量612.88亿人次

“得益于大数据技术支持，我们有了
更多新订单，2023年公司还实现了营收
翻倍。”青岛风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郭富新说。

该公司主做鸡舍温控系统。“之前公
司体量小，没有固定资产可给银行抵押，
现金流紧张。”郭富新说，如今企业通过
工业互联网平台柠檬豆平台进行集中采
购，降低采购成本的同时，交易数据在平
台留痕，积累了企业的数据资产。银行
通过交易数据进行授信，解决了公司资
金周转问题。

从传统的“质押贷款”到“数据贷
款”，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发展带来
更多可能，数据资源及算法还可帮助企
业拓市场、找订单。但记者走访发现，
很多企业有数据需求，并不了解获取渠
道；也有政府部门和数据平台集纳了丰

富的数据资源，却不知该怎么用、该给
谁用。

为解决数据要素供需“隔阂”，青岛
相关部门开展诸多探索。在日前举行的
青岛市数据要素供需对接会上，拜耳、阿
斯利康等全球知名企业，以及百度、阿
里、腾讯等国内头部企业和知名数商70
余家单位共同沟通交流，在医疗、交通、
教育、化工等领域达成一批数据合作签
约事项。

对接会上，数据需求方北京中交兴
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数据提供方
青岛市交通科学研究院成功“牵手”。

“我们对数据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交
通领域的实时交通状况、物流运输效率
以及运输安全等方面。”北京中交兴路信
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中心副总经理
李韫斐说，与青岛市交通科学研究院的

合作，补齐了他们所需的青岛地区全品
类交通领域数据，有助于赋能数据可视
化工作，为企业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交通公共数据平台协助下，我们
提供了交通流量、运输模式、安全事故等
多维度的数据。”青岛市交通科学研究院
院长宋夫才说。他希望通过日后更加紧
密的技术交流和数据共享，实现更深层
次的数据融合，为企业提供更加全面和
精准的服务。

除了对接会之外，青岛相关部门多
措并举，建设常态化沟通机制，深化涉
数据部门、数据要素企业、数据供需方
的交流合作，形成全数据要素生态“闭
环”，带动创新力量集聚，吸引更多优质
资源落户。

据介绍，目前青岛已融合汇聚包括
高点视频、物联感知等高质量公共数据

3180TB，包括1.3万个可共享数据集。
汇聚海洋环境、卫星遥感、海洋地理信息
等48亿条海洋数据，总量超过50PB，占
全国的比重约25%。另外，当地还依托
工业互联网等平台汇聚了规模巨大的行
业数据，如卡奥斯平台汇聚工业数据
26PB，柠檬豆平台汇聚工业数据320亿
条，“橡链云”平台汇聚橡胶行业数据1.1
万亿条等。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战
略资源和关键生产要素，是形成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青岛市委常
委、副市长王波说，青岛的数据体量大、
质量好，为企业挖掘数据应用场景、开展
深层次合作提供广阔空间。未来相关部
门还将在政策、人才、资金等方面加大支
持力度，加快培育更先进的数据要素流
通和交易服务生态。

拉近距离、构建“闭环”，青岛着力打破数据要素供需“隔阂”
□新华社记者 张武岳

6 月 18 日拍摄的孔雀表业（集
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手表产业是辽宁丹东市传统产
业之一。从手工制造到高精端设备
联合应用，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的丹东孔雀表业集团，不
断自主创新，攻关核心技术，实现从
制造向“智造”和创造转型。

近年来，丹东市厚植科技创新土
壤，构建良好创新生态，大力培育创
新型企业，让技术迭代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推进高技术制造业发展。

□据新华社

辽宁丹东：手腕上的“智造”与创新

商贸联京津 物流通全球
——河北打造全国现代商贸物流新高地观察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