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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
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一粒荞麦种子
又有怎样的力量？

我国是世界荞麦的起源中心，至少
有4000年的栽培历史。在云南、新疆、
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荞麦是主要粮食
之一。近日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举行
的一次研讨会上，很多人发现，名不见经
传的荞麦，也可以做到“好吃好玩好看”。

香气温润的荞麦茶沁人心脾，方便
美味的荞麦凉面畅销市场，坝上草原一
望无际的荞麦花朵绘出美丽风景线……
这背后的“密码”，就是品种创新。中国
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美
亮带领团队历时8年，培育出适合种植、
加工、旅游观赏的多个荞麦新品种，为小
杂粮发展健康产业、美丽经济探索出新
路径。

小小荞麦蕴藏着大市场。我国荞麦
常年栽培面积稳定在1500万亩，年均总
产量超过100万吨，占全世界的30%至
40%。当前我国已形成荞麦规模化产业
集群，产值逐年增加。

种子只有扎根泥土才有生命力，产
品只有深耕市场才能提高竞争力。如
今，“米袋子”“菜篮子”里面的“米”和

“菜”已经发生变化——老百姓要吃得更
可口更健康。市场的新需求，就是种业
创新的新课题。

好种子如何快些产出来？科技是催
化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创新应用，
大大加速了育种过程，提高精准度，推动
诞生更多更好的新品种。

好种子如何撬动大市场？要瞄准市
场需求，精准对接供需。新需求在哪？
在人们快捷的现代生活里，对健康美味
的关注里，电商、露营等新产业新业态
里。面对多样化的需求，关键是有没有
对新趋势的敏感。

瞄准需求，创新才能有的放矢。近
年来培育的易蒸煮品种“中谷2号”“中
谷25号”，快煮8分钟就是油香四溢的
小米粥，得到上班族点赞；小罐装即食
银耳羹口感要黏稠，需要多糖成分含量
多的品种，科研人员就精准研发；无糖
茶饮料受欢迎，相关院所就与企业合作

选育茶树品种、创新种质，确保热加工
后品质稳定。

“以前是我们做好了品种，拿着去问
企业要不要，现在是企业、市场有什么需
求，我们就研究什么品种。”福建农林大
学（古田）菌业研究院院长孙淑静的感
受，折射出创新的观念之变、实践之变。

一粒种子的创新，不仅考验市场眼
光，更考验改革思维。

科研人员需要什么？稳定的经费支
持，务实的激励政策，还有将成果写在大
地上的成就感。

在有关部门支持下，科技创新工程
的实施让农业科研“国家队”有了稳定支
持；国家也明确提出，健全符合科研活动
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完善
激励制度，激励广大科研人员矢志创新。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对于种业企业
来说，尤其需要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成
果、能够促进和支持创新的环境。

现实中，我国种业企业存在小弱散
问题，育种资源多集中在科研院所。真
正形成产学研合力，培育出引领产业的

优秀企业，对于突出产业应用导向抓创
新至关重要。

新趋势正在显现。近年来，有关部
门大力培育种业龙头企业，鼓励联合攻
关、揭榜挂帅。现在国家审定主要农作
物品种中，来自企业的占比超七成；在种
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生物育种重大项
目和国家育种联合攻关任务中，企业逐
步成为创新主体。今后，要进一步推进
企科合作，加速优质科研成果商业化、产
业化。

攥紧中国种子，关系发展底气。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节水抗旱小麦、优
质食味稻米、白羽肉鸡、专用肉牛、南美
白对虾等育种已取得重要进展，高油高
产大豆、高端蔬菜、奶牛等相对短板品种
培育正攻坚克难、加力推进。

惟创新者能致远。今年是种业振兴
行动由“三年打基础”转向“五年见成效”
的关键一年。充分发挥科技力量，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继续完善种业领域相关
政策，将有力保障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
牢更好，为建设农业强国夯实根基。

8月6日，在山东港口烟台港，滚装船在装运外贸
车辆（无人机照片）。

8月6日是山东省港口集团挂牌成立五周年。五
年来，山东沿海七市港口经过整合，力求通过“一盘
棋”“一张图”“一张网”的发展布局有效解决过去港
口同质化发展、无序竞争效率低下等问题，以充分实
现优势资源的最大化。

据介绍，整合后的山东省港口集团拥有20个主

要港区，拥有航线总数354条，其中外贸航线255条，
通达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700多个港口，内陆港
数量50个，集装箱班列数量100条，2023年海铁联运
箱量突破360万标箱，进口铁矿石、粮食等11个货种
排名全国第一。

五年来，山东港口货物吞吐量连跨五个亿吨台
阶、突破17亿吨。山东正在努力从港航大省迈向港
航强省。 □据新华社

山东：努力从港航大省迈向港航强省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我国又一
项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8日在京举行
的2024中国操作系统产业大会上，国
产桌面操作系统银河麒麟发布首个
AIPC版本，这是一款与人工智能融合
的国产桌面操作系统，填补了我国操作
系统端侧推理能力研发的空白。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之魂，承接上层
软件生态与底层硬件资源，为AI算法、
模型与应用的运行提供支撑环境，在IT
国产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全球操作系统厂商主要为欧美
企业。我国操作系统发展起步晚、系统
生态存在短板，赶超压力大。

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
为我国操作系统带来新机遇。数据显
示，2023年，我国平台软件市场高速增
长 ，规 模 达 816.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4%。我国操作系统市场增速进一步
加快，高达23.2%。

“操作系统市场增长的动力主要来
自服务器操作系统，一方面是行业信息
化建设中的新增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是
人工智能服务器放量带来的新增市场

需求。”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高丹说。

此次发布的AIPC操作系统，是集
成人工智能技术面向个人电脑设计的
首个国产桌面操作系统，其发布标志着
我国操作系统领域自主安全与自主创
新取得双突破。

这一版本的一大亮点是能够实现
端侧推理能力。“端侧推理能力的提升，
将为国产操作系统与人工智能技术的
融合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构建高效的
国产操作系统端侧智能引擎，这一系统
支持离线状态下的大模型推理，能够降
低数据传输延迟与带宽消耗，在保护用
户隐私的同时，优化用户体验，进一步
释放人们的生产力与创造力。”麒麟软
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晨说。

AIPC操作系统的应用场景广泛，
可在办公、交通、医疗、教育等领域落
地。朱晨介绍，如在自动驾驶领域，可
实时处理传感器数据，支持自动驾驶汽
车的决策与控制系统。在教育领域，为
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辅导，提
高学习效率和效果。

我国与人工智能融合的国产桌面
操作系统发布

一套对接国际的科技创新机制、一
批国际顶尖的研发中心、一批行业级的
中试转化平台、一个国际性产业与标准
组织集群、一群国际化的优秀人才、一批
高品质的科创园区、一个智慧集成的科
创生态园区……

这七个“一”的形成，展现了自一年
前《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
发展规划》发布以来，3.02平方公里的河
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进入了
快速成长期，向打造“世界级的科研枢
纽”的发展目标奋进。

持续扩大深港合作“最大公约数”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位于香
港北部与深圳中南部跨境接壤地带，面
积3.89平方公里，是深港科技创新合作
最直接的对接点，3.02平方公里的深圳
园区与0.87平方公里的香港园区一河之
隔。《规划》提出，科技创新是深港合作的

“最大公约数”。过去一年里，这一“公约
数”在河套深圳园区持续扩大。

“我们有自主研发的技术，现在最需
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落户河套的香港
创业者刘振韬说。去年9月，河套深圳
园区发布首单“科汇通”试点业务，让跨
境科研资金流动走上“快速路”，越来越
多的科研机构通过“科汇通”拿到了从香
港转入的境外科研经费。

今年初，规模51亿元的社保基金大
湾区科技创新专项基金落地河套深圳园

区，为科研机构与企业提供更大力度的
金融支持。

随着深港共同编制“联合政策包”、
开展“科汇通”试点等一系列有利于加强
深港科创合作的措施逐步推进，深港合
作的科研成果在河套深圳园区不断涌
现。落地河套深圳园区不到一年的香港
科学园深圳分园已吸引51家香港企业
和机构进驻。

香港科技大学是河套深圳园区尚处
于概念阶段时就落户的首批香港高校。

“当时校方预判认为，河套将会成为深港
科技创新以及政策的高地。”该校深港协
同创新研究院院长杨晶磊说。截至目
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5所知名
高校超13个重点科研项目，已在河套深
圳园区开展工作。

完善创新成果转化落地“生态圈”

在杨晶磊看来，河套深圳园区背靠
内地先进成熟的产业链，身处全球科技
创新重要城市深圳，对接能够吸引全球
顶尖科技人才和资金的香港，深港优势
叠加，催生新的创新落地生态和氛围。

《规划》提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产业中试转化基地。为了让更多科研
成果从高校走进企业，2024年6月，国际
产业中试集聚区在河套深圳园区成立，
10家中试平台获集中授牌。同月，河套
科创中心也正式开园，打造从科技研发
到产业转化的闭环式生态圈。

具身智能机器人中试平台建设方中
煤科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副
总经理王雷说，河套聚集海内外资源的
优势为中试平台带来了很多便利。“从发
现产品问题，到验证解决方案，我们在河
套能够很好地调动国际化资源。”

牵头建设河套智能化自动化药物发
现中试平台的晶泰科技，是在河套深圳
园区成长起来的“人工智能+药物研发”
独角兽企业，今年6月在港交所上市。

河套深圳园区探索实施了选题征
集、团队揭榜等国际通行的科研管理创
新机制，今年已发布6项揭榜选题，并试
点项目经理人制、同行评议制，科研资金
管理适用港澳审计准则。

港华能源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周军感
受最深的是制度创新为年轻科创人员带
来的良好环境。“‘揭榜挂帅’项目不论出
身、资历，只论实力、能力。”这一机制可
让按照惯例很难达到申请门槛的年轻创
业团队崭露头角。

打造高科技产业集群“强磁场”

“立足河套，面向世界”的优势也吸引
了众多中外知名企业。今年3月，苹果公
司宣布预计投入超10亿元在河套深圳园
区开设一个新的应用研究实验室，开展硬
件开发、智能制造及本地供应商的联合研
发业务。目前，河套深圳园区已汇聚6个
世界500强外资企业研发中心，以及中国
一汽大湾区研发院等大型央企研发中心。

中国一汽党委常委雷平表示，中国
一汽将大湾区研发院落户河套深圳园
区，正是看重深圳新能源与智能网联科
技创新、消费前沿与生态聚集等优势。

8日，河套深圳园区又迎来多家科技
创新机构落地。一年来，河套深圳园区
持续吸引机器人、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
前沿科技领域企业入驻；低空经济、智能
机器人、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孵化在此
加速布局；创新的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生
态系统也不断在这里形成。

截至2024年6月，落户河套国际性
产业与标准组织聚集区的各产业与标准
组织已累计推出标准138项、发表白皮书
23项、测试认证产品237款、发展会员
1700余家，为无线通信、超高清视频、智
能计算等产业发展打开了广阔发展空间。

为提升河套深圳园区科研服务质
量，深圳市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
圳园区发展署通过服务创新，在今年5
月推出“虚拟园区”服务矩阵，打破各部
门各层级的“数据孤岛”，实现园区日常
服务“一码集成”、园区办事服务“一网通
办”、园区社群服务“一号互通”，给科研
机构、企业和人员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3.02平方公里的河套深圳园区“小
支点”正在释放创新“大能量”。截至目
前，河套深圳园区推进和落地高端科研项
目累计超过160个、汇聚6个国际性产业
与标准组织、1.5万余名科技科研人才、累
计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超1700件。

历史性超越！新能源乘用车国内
月度零售销量，首次超过传统燃油乘用
车，标志着新能源车正成为市场主流。

8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
场信息联席分会公布最新数据显示，7
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
51.1%；常规燃油乘用车零售84万辆，
新能源乘用车零售87.8万辆。

这一突破，是中国汽车工业转型升
级的生动写照，也是全球汽车行业绿色
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2020年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
累计达500万辆；2022年2月突破1000
万辆；2023年7月第2000万辆下线；到
2024年6月底，国产新能源汽车累计产
销量均超过3000万辆。

这一系列数字背后，是市场、政策、
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助力。

造车新势力以及部分互联网企业，
凭借技术创新和灵活的市场策略，成为
撬动市场的“鲶鱼”；传统车企纷纷加大
在新能源领域的投入，加速向电动化、
智能化转型……

汽车下乡、减免购置税、以旧换新
等政策“春风”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
释放暖意。随着产业布局更加完善、技
术不断成熟，中国新能源汽车焕发出强

大的竞争力和创新力，从“星星之火”发
展为“燎原之势”。

乘用车市场月度渗透率首次突破
50%，新能源汽车将“越跑越快”！

购车选择更多。随着销量增加，
车企推出的新能源车型也将越来越
多，从经济型轿车到高端豪华车，从
SUV到MPV，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
化消费需求。

经济成本更低。充电性价比高，新
能源汽车的充电费用远低于燃油费用，
同时维护成本也相对较低。

用车体验更佳。随着电池、电机、
智能网联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提升，新
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不断增加，动力性
能和智能化水平也越来越强。

出行更加便捷。截至今年6月底，全
国充电桩总量达到1024.4万台，同比增
长54%，保障了24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
充电需求，为纯电出行带来更多便利。

“顺应时代，汽车行业将加速向电
动化、智能化转型。”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
树认为，未来，随着智能网联、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的不断融入，汽车将被赋予更
多可能性，扬帆远航驶向智能化、绿色
化出行的远方。

最新突破！
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首超燃油车

□新华社记者 高亢 吴慧珺

一粒种子里的创新之道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小支点”释放创新“大能量”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一年发展扫描

□新华社记者 赵瑞希

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记者8日从中国潜水救捞行业
协会了解到，第七届国际潜水
救捞与海洋工程装备展将于
11月8日至10日在厦门举办，
预计将有来自10余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300家企业携千余种
全球先进装备技术亮相展会。

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理
事长宋家慧8日在北京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展会
将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助
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展示潜水救捞与海洋工程
通用装备技术、船舶设备及配
套、水下智能装备技术、海上风
电、水域应急救援、旅游潜水等
领域的先进技术成果，旨在为
行业相关的政府部门、事业单
位、科研机构和国内外企业等
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

宋家慧介绍，本届展会展
览面积约2万平方米，新增了
互动式体验环节。展会期间，
将首次举办水下智能救援机器
人操作手表演赛、水上无人驾
驶飞机座舱体验、青少年科普
知识打卡等活动，展示人工智
能设备代替潜水员在复杂环境
下展开救援等新技术成果，给
参观者带来丰富观展体验。

国际潜水救捞与海洋工程
装备展览会已举办六届，累计吸引了来自全球
17个国家和地区的1363家企业参展。本届展
览由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国际潜水承包商
协会、国际海事承包商协会联合主办。

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成立于2008年，系
全国性AAAA级社会组织，目前有会员单位近
千家；国际潜水承包商协会创建于1968年，在
国际上建立了商业潜水公认标准；国际海事承
包商协会是一家代表近海、海事和水下工程公
司的商业协会，为行业制定相关实践操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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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健全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
质生产力发展”作出部署，其中专门提
出“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
化升级”。

标准引领，是一个国家步入高质量
发展、参与高质量竞争的重要标志。近
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强制性产品能效标
准和安全标准，加快制修订数字化、智
能化、绿色化、低碳化等领域标准，牵引
工业和消费品技术不断升级。

我国空调产品的产量占据全球产
量的80%以上。在产品质量领先的背
后，要看到我国房间空调强制性能效标
准历经4次升级，超越欧盟、日本等能效
标准，实现标准国际“领跑”。

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倒逼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今年4月发布的《炼化行
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大幅
提高能耗限额指标，推动炼化企业加快
更新落后的锅炉、电机等通用设备。

“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要最大程度释放标准倒逼
和引领的效能。”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副院长李爱仙表示，下一步，要聚焦
北斗、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机器人

等重点赋能领域，协同推进新兴技术
和传统产业标准制修订，不断提升标
准体系的开放融合水平。同时，加快
制修订能源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
碳足迹、循环利用等重点标准，下大
力气打通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
质量基础链条。

当前，新兴技术标准在引领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方面成果丰硕。截至目前，
我国已累计发布智能制造国家标准408
项、主导制定国际标准48项，支撑我国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规模超过3.2万亿
元，培育421家国家级示范工厂、万余家
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出台
《以标准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行动方案》，全面列出近300项标
准清单，为实施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行动夯实技术底座，让标准在促更
新、扩消费、畅循环方面发挥作用。

中国机械总院标准化研究院院长
肖承翔说，装备制造领域现有国家标
准约8000项，在规范装备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
用。发挥好国家标准的支撑和引领作
用，不仅要兜住底线、更要科学合理拉
起高线，提升牵引装备制造业整体提
质升级。

国家标准提升
如何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