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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在兰州新区兰石集
团高端装备产业园，工人在吊装储
罐设备。

近年来，兰州新区围绕“强龙
头、补链条、聚集群”，完善创新链、
拓展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累计引进
优质产业项目1080个、总投资5280
亿元，构建起先进装备制造、绿色化
工、新材料、生物医药、大数据、新能
源汽车、商贸物流等优势产业集群，
产业投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0%以上。2011 至 2023 年，兰州新
区地区生产总值从不足5亿元增长
到 375 亿元，迈入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新阶段。

□据新华社

海洋考卷，常答常新。
今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山东时指出，要发挥海洋资源丰富的得
天独厚优势，经略海洋、向海图强，打造
世界级海洋港口群，打造现代海洋经济
发展高地。

从鱼盐之利、舟楫之便，到向海要粮、
向海问药，青岛依托鲜明的海洋优势和特
色，持续兴海济民，不断借助科技创新激
发海洋产业潜力与活力，加快培育发展海
洋领域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
系，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探海，做海洋科技创新的
“策源地”

将一枚圆柱形的“黑匣子”投入海
中，通过传感器监测海水的总磷、总氮数
据，就可以为控制藻类植物生长、治理海
洋污染“对症开方”。

这个“黑匣子”，是山东省科学院海
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的新成果——海水总
磷总氮原位分析仪。经过多年的科创研
发，这一海洋监测领域的重要仪器已实
现国产化。

“海洋监测装备研发涉及声、光、电
磁、生化等学科，是一个多学科交叉、多
技术领域协同攻关的过程。我们能够取
得当前成果，有赖于青岛当地扎实的科
技创新资源。”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
表研究所党委书记孙继昌说。

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
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是关键。

“青岛拥有全国唯一的海洋领域的
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还有中国海洋
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等涉海科
研机构50余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6个，
全职涉海院士23人，全市海洋人才总量
达37.65万人，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的科创力量支撑。”青岛市海
洋发展局总工程师张惠珺介绍。

紧紧抓住科技创新优势，探索广阔
海洋蕴藏的丰富资源，青岛一系列科创
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自主创新研发的抗乙型肝炎病
毒药物（LY102）已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
准 ，抗 肿 瘤 新 药 海 藻 倍 他 葡 聚 糖
（BG136）已完成临床一期试验，有望成

为新一种海洋创新药物；
——率先研发选育“壬海1号”“海

兴农2号”“海兴农3号”等南美白对虾新
品种，此类海虾种源依赖进口的状况大
大改善；

——研发出网衣清洗机器人，可对深
海养殖网箱、网衣的状态进行监控和维
护，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深海养殖平台的
养护难、排障难、作业风险高等问题。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青岛正推动海
洋科学及相关产业迈向高端，进军深
海。在众多优质科技创新平台和资源的
加持下，这座海滨城市的整体海洋产业
结构也正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向
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变，由低技术
含量、低附加值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
转变，快速形成海洋发展新优势。

兴海，做蓝色引擎轰鸣的
“主阵地”

从百多年前的渔村渔港，到如今千
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向海图强的青岛
正不断加强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资源
的协同，一大批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效益，海洋产业蓝色引擎持续轰鸣。

位于青岛城阳区的逢时科技透明工
厂，生产线有条不紊地运转。通过对海
洋磷脂在分子层面的探索和更新改良提
纯方式，该公司磷虾油产品的生产工艺、
技术水平显著提升，开辟了南极磷虾高
值利用新路径。

逢时（青岛）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首席
技术官李一飞说，企业还与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等单位合作，
组建创新联合体，如国家级南极磷虾超
前研发质量与检测中心、慢病医学营养
研究中心等，通过联合研发推动南极磷
虾产业不断迈向价值链高端。

从以海藻为基础研发的医用敷料、
生物肥料，到自主研发的压载水处理系
统，再到具有海洋特色的“蓝色药库”，越
来越多企业将科研成果深度转化，为海
洋产业注入动能。

2021年至今，青岛累计立项支持关
键技术攻关项目84项，各级科研经费支
持近25亿元，促进科技成果就地交易、
转化和应用。

青岛市科技局海洋科技处处长李德
强说，2023年全市涉海技术合同成交额
达到69.35亿元，同比增长70%，涉海高
新技术企业增至 638 家，同比增长
27.1%。

重大项目也成为青岛打造现代海洋
经济的有力引擎之一。2022年5月交付
运营的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
船“国信1号”，截至目前累计收获2600
余吨大黄鱼，15万吨级大型养殖工船

“国信2号”也正加紧建造；圆筒型浮式
生产储卸油装置“海葵一号”日前在青岛
完工交付，我国深水油气装备自主设计
建造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我们统筹海洋项目建设，锚定海洋
渔业、海洋装备、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等
重点产业链，强化产业链招商引资，推动
海洋产业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实施。”青
岛市海洋发展局局长孟庆胜说。

近年来，青岛还出台了支持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实施企业倍增计划等多
项政策措施，助力海洋产业、海洋企业做
大做强；集中推进总投资2100亿元的
140个海洋重点项目，持续引进落地一
批强链、补链、延链项目，推动海洋产业
提质升级。

2023年，青岛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6.5%。2024年第一季度，青岛海洋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8.2%，实现首季高质量
起跑。

强海，做海洋经济发展的
“开放地”

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
码头一派繁忙景象。全自动化轨道吊和
自动引导车相互配合，迅速将一个个集
装箱运送到指定的装卸位置。

作为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目前青
岛港集装箱航线总数已有220余条，航
线数量和密度位居我国北方港口首位。

“今年以来，青岛港又先后增开美东、
欧洲、东南亚、墨西哥等国际集装箱航线
7条。”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公司副总
经理张勇介绍，今年一季度青岛港集装箱
吞吐量同比增长11.3%，其中北美、南美
航线货量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济

发展的重要支撑。地处“一带一路”重要
节点和黄河流域重要出海口，青岛依托港
口优势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走在
前，持续做强海洋经济发展的“开放地”。

近年来，青岛坚持与沿黄省区陆海
联动。为进一步便利黄河流域省份企业
开展进出口业务，截至今年6月底，山东
港口集团在国内重要物流枢纽城市已建
设内陆港50个、开通班列线路100条，
沿黄省区的许多产品通过海铁联运从青
岛港出口到世界各地。

在西安生产的新能源汽车，通过内
贸铁路运至青岛港，再由海运运输至荷
兰鹿特丹，全程只需30至35天。

“青岛凭借区位优势和多年布局，在
国际港口城市竞争中占据了有利位置，
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凯说。

青岛还在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
的助力下，持续擦亮高水平对外开放“名
片”。作为我国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
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位于
青岛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
作示范区（上合示范区）依托“海陆空铁”
交通枢纽优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为
上合组织国家面向亚太区域合作打造

“出海口”。
截至目前，上合示范区已开通中欧

班列线路32条、累计开行3200多列，通
达上合组织国家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23个、城市54个。

“上合示范区已成为‘东接日韩亚太、
西联中亚欧洲、南通东盟南亚、北达蒙俄
大陆’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上合示范区管
委会产业发展一部部长臧元奇说。

在打造开放型、外向型经济的过程
中，青岛也迎来众多机遇叠加，蓝色动能
持续澎湃：青岛自贸片区作为国家首批
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实施自由贸
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打造黄河流域“9+
2”区域跨境电商进口商品供应链产业集
群；“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心2023年揭
牌运行以来，在实施海洋生态治理、发展
海洋循环经济方面持续发挥引领作用，
赢得多国人士赞誉……

赶海踏浪，青岛正加快步伐迈向深
蓝、远海，奋力书写经略海洋这篇文章。

多年迭代改革，让自动驾驶汽车驶
入“三环”；发布产业地图，让创新资源

“可视化”赋能高精尖产业布局；理顺各
部门权责关系，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
里”，大型演出、体育赛事等62个“一件
事”场景一次办结……

连日来，新华社记者在北京调研发
现，一个个生动的创新改革图景，串联起
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新脉动。

“一条路”里的创新力

变道、提速、转弯、停车……在北京
南站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旁车道的
车主摇下车窗，好奇地打量着一台白色
无人驾驶出租车。今年5月，北京南站
往返亦庄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开放测
试，让无人驾驶出租车第一次驶入首都
三环。

北京南站到亦庄的测试道路，不仅
是一条智能驾驶迭代升级之路，更是北
京用改革激发的创新之路。2020年起，
北京市设立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从
1.0“小步”快走迭代到3.0阶段建设，已
实现160平方公里连片运行，无人配送、
无人零售、无人巡逻等无人驾驶场景纷
纷落地。

对标世界前沿，北京的创新生态环
境如智能驾驶一样快速跃进。北京加快
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全市人工

智能产业核心产值突破2500亿元，已备
案上线大模型82款，占全国比重近一
半；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能走会跑
的“天工”机器人；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
扩展至海淀区、西城区……

深化改革为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
提供澎湃动能。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
数字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7.8%。信息
服务业实现增加值4944.6亿元，同比增
长12.4%，拉动GDP增长2.6个百分点。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鑫说，
北京已经安排超百亿元政府投资，支持
一批科技含量高、示范带动强的科技创
新产业类项目，下一步将深入实施“人工
智能+”行动计划，推动行业应用基地和
示范场景建设，精准支持战略性新兴产
业关键环节，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

“一张图”里的高精尖

打开电子地图，选择“人形机器人”产
业，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北航机器
人研究所、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等北
京创新资源分布跃然纸上、清晰可见。

“这是今年2月上线的全市首份产
业地图，融合高精尖产业、现代服务业、
现代基础设施产业、现代农业等31个重
点行业，展示了全市重点产业区域、相关
园区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优势。”北京市
发展改革委产业处处长李彬说，通过“地

图+政策”的立体化导引，引导企业和项
目快速落地、精准布局。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
健康、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一个
个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北京高精尖产业
生机勃发。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
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二者有交叉）分别增长9.0%和12.9%，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超四
成和七成。

走进位于海淀区的银河航天方舟实
验室，研究人员正加快研制一款外形酷
似“太空飞毯”的新一代通信卫星。银河
航天公共事务总经理徐颖说，公司将抓
住太空新基建机遇，与各类高精尖产业
经营主体一道，共同推进创新体系建设。

让高精尖产业“跑”起来，离不开深
化改革的支撑。今年上半年，北京出台
支持政策70余项，全市智能算力总规模
超2万P。2023年底以来，北京新设绿
色能源和低碳产业、商业航天和低空经
济、先进制造和智能装备、新材料等两批
8支百亿级政府投资基金，进一步以“耐
心资本”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为产业发
展蓄足后劲。

“一件事”里的软环境

数日前，全国首张热食类机器人食
品经营许可证从北京经开区发出，获得

了这张证书的久秉机器人（北京）有限公
司负责人于钦玮十分开心，这意味着热
食类食品生产的大市场，为公司机器人
产品敞开了大门。

“这次许可证的获批，同行们的心气
儿更高了，同时也让我们餐饮类机器人
企业坚定创新发展。”他说，机器人应用
场景不断拓展，将让智能餐饮大展拳脚。

用机器人实现餐饮加工全流程自动
化，是餐饮业的一件新事，也是北京加快
营商环境改革，大力推行“一件事一次
办”集成服务的生动案例。近年来，北京
市围绕企业和个人两个全生命周期，推
出新生儿出生、义务教育入学、餐饮店开
办等62个“一件事”场景，实现一次申
请、并联办理、一次办结，不断满足企业
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办事需求。

今年以来“一件事”月平均办理量已
超48万件，特别是在全国率先推出演
出、赛事、会展等3个大型活动“一件事”
集成服务，时间、材料平均压减81%和
40%，已有141项活动获益，“北京服务”
营商环境品牌持续擦亮。

北京市相关负责人表示，进一步释
放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动能，北京将更
好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用，大力发
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以
更大担当和作为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市场
活力。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国家统
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随着
各项宏观政策落实落细，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5%，增速比1
至5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持
续稳定恢复。

数据显示，6月份规上工业企业利
润同比增长3.6%，增速比5月份加快
2.9个百分点。上半年，在41个工业大
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上半年利润同
比增长，增长面为78%，与1至5月份
持平。

装备制造业有力支撑工业利润增
长。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6.6%，拉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2.2个百
分点，对规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
六成。装备制造业利润占规上工业的
比重为35%，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今年
以来比重持续上升，规上工业利润行业
结构不断改善。

消费品制造业利润持续快速增
长。国内消费需求有所恢复，叠加工业
品出口增长加快、上年同期基数较低等
因素，上半年，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同比
增长10%，延续年初以来的两位数增长

态势，增速高于规上工业6.5个百分点。
采矿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降幅明

显收窄。上半年，上游行业效益持续恢
复，采矿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降
幅比1至5月份分别收窄5.4个和6.6个
百分点。

企业当月单位成本继续同比减
少。6月份，规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
收入中的成本为84.8元，同比减少0.17
元，连续两个月同比减少。从累计看，
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
中的成本为85.27元，比1至5月份减少
0.1元，今年以来，企业累计单位成本首
次比上期减少。

“总体看，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效
益平稳恢复，同时也要看到，国内有效
需求不足制约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国际
环境严峻复杂加大企业经营压力，工业
企业效益恢复基础仍需巩固。”国家统
计局工业司统计师于卫宁说，下阶段，
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畅通国民经
济循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
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不断推动工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

上半年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稳定恢复

新华社上海7月28日电 记者从
2024中国国际黄金大会了解到，上半年
我国黄金产量 179.634 吨，同比增长
0.58%；黄金消费量523.753吨，同比下
降5.61%。

从生产端看，上半年全国黄金矿产
金完成 141.496 吨，有色副产金完成
38.138吨。此外，进口原料产金72.026
吨，同比增长10.14%。

来自大会的信息显示，2024年上半
年，一些黄金矿山企业和大型黄金冶炼
企业紧抓金价高企的机会，调整产能结
构，优化生产布局，一些矿山矿产金产
量同比增长超过10%。但总体来看，随
着老矿山易开采资源逐渐减少，新建矿
山面临深井建设难题，上半年黄金产量
并未显著增长。

从消费端看，黄金首饰和金条金币
销量呈现分化：上半年我国黄金首饰消
费量为270.021吨，同比下降26.68%；
金条及金币消费量为213.635吨，同比
增长46.02%。此外，工业及其他用金

40.097吨，同比下降0.53%。
“金价不断刷新历史新高且波动较

大，黄金首饰消费更加理性和谨慎，黄
金加工销售企业生产经营风险加大，建
议要运用好黄金市场套期保值的功能
来降低风险。”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张永涛在大会上表示。

受金价上涨提振，6月末国内黄金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黄金ETF）持有量
上升至92.44吨，较2023年底增长30.97
吨，增长幅度为50.38%，是2013年7月
国内黄金ETF上市以来的最高值。

今年上半年，黄金价格强势上涨。6
月底，伦敦现货黄金定盘价为每盎司
2330.90美元，较年初上涨12.34%。上海
黄金交易所AU9999黄金6月末收盘价为
每克549.88元，较年初上涨14.37%。

由中国黄金协会与世界黄金协会
共同举办的中国国际黄金大会7月27
日至28日在上海举行，吸引来自国内外
的黄金生产、加工、零售企业以及黄金
交易市场、金融机构等2000余人参会。

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同比微增
消费量同比下降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26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针对近期发生的陕
西商洛市山洪导致丹宁高速水阳段公
路桥梁垮塌、四川雅安市山洪泥石流灾
害，以及四川盆地、黄淮流域、江淮流域
等地区因强降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

害，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紧急下达资金
6600万元，用于支持陕西、四川、河南、
山东、重庆、江苏等6个省（市）全力开展
公路损毁和阻断的应急处置，确保公路
基础设施安全度汛，切实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26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24.1亿人次，同比
增长7.4%。

分方式来看，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
298.4亿人次，同比增长6.6%；水路客运
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5.2%。

上半年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69.9亿
吨，同比增长4.1%。分方式来看，完成公
路货运量197.7亿吨，同比增长4.0%；完
成水路货运量47.0亿吨，同比增长6.3%。

上半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7
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投资分别完
成1.2万亿元和1025亿元。

超300亿人次！上半年我国出行热

扬帆向海天地宽
——青岛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新华社记者

改革里的创新力
——北京经济发展“新脉动”观察

□新华社记者 郭宇靖 吉宁

中央财政紧急下达6600万元
支持汛期水毁公路应急抢通

新华社福州7月28日电 记者从
中国广核集团获悉，28日10时58分，
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站5号机组核岛浇
筑第一罐混凝土，标志着这个机组主体
工程正式开工，宁德核电项目二期工程
建设序幕由此拉开。

据悉，宁德核电项目位于福建省福
鼎市太姥山镇，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
级核电机组，分两期建设，是福建省首
个开工及投产的核电站。其中，项目二
期5、6号机组于2023年7月31日获国

家核准，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发电量近100
亿度，可满足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
度用电需求。

“宁德核电项目二期5、6号机组的
建设，将进一步提高福建省清洁能源的
比重，助力经济社会的发展。”福建宁德
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田辉宇表示，宁德
核电项目将持续引入和实施应用先进
建造技术，推广应用“智慧工地”，构建
数字核电，推动核电项目高质量建设。

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站
5号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