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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
也是汽车产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在9月1日至2日于四
川宜宾举行的2024世界动力电池大会
上，创新、安全、回收等成为嘉宾们讨论
的关键词，也折射出动力电池行业的最
新发展动向。

关键词一：创新

在大会的展示活动上，宁德时代展
区人头攒动，“神行Plus”“天行”和“麒
麟”等系列电池备受关注。现场工作人
员介绍，“神行Plus”电池是首款兼顾
1000公里续航和4C超充特性的磷酸铁
锂电池，可实现“充电10分钟续航600
公里”，并且在零下20摄氏度环境下依
然能够高效工作。

续航和充电是新能源汽车用户的关
注焦点。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席
总裁梁锐说，过去这两年行业内推出了
很多长续航、超快充电池产品，有效缓解
了大家的里程焦虑和充电焦虑。

技术创新不仅带来产品迭代，也推
动企业降本增效。“市场竞争最后还是会
体现到成本上，而成本的降低并不是简
单地降低采购价格，核心是要通过技术
创新去推动。”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电池
CTO孙华军认为，每一处细微的改进都
是降低成本的机会。

得益于创新驱动带来的产品和成本
优势，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市场竞争力不
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
中心在大会期间发布的《动力电池产业
发展指数（2024 年）》显示，2021 年至

2023年，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全球市场占
有率分别达到48.8%、59.8%、62.9%。

与此同时，创新也在为动力电池行
业不断打开新的应用场景。在低空经
济展区，沃飞长空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展示的一款电动“飞行汽车”令人眼前
一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款5至6
座级倾转旋翼纯电动垂直起降有人驾
驶载人航空器，正有序推进各项适航审
定工作。

“电动飞机、电动船舶、航空航天，所
有这些应用都需要动力电池在安全性、
能量密度等方面有所突破。”中国工程院
外籍院士孙学良谈到，全固态电池以及
锂硫电池、钠离子电池等，都是重要的突
破方向。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在大
会开幕式致辞时表示，将发挥龙头企业、
创新平台等积极作用，推动建立产学研
融通创新联合体，加大各类资源的投入
力度，支持新型材料体系、全固态电池等
新一代电池技术攻关。

关键词二：安全

“高安全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
线。”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在大会开幕
式的主题演讲上呼吁，要把消费者的切
身利益、尤其是把大家的安全放在首位，
共同提高安全标准，建立绝对的安全标
准红线。

提升安全性，重点在电池，关键是标
准。2024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国家强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
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对此前施行的

版本进行完善修订。
针对近年来动力电池在停车、充电

状态下着火事故增多，以及着火引燃其
他车辆和基础设施造成财产损失等情
况，征求意见稿将动力电池热扩散要求
从起火、爆炸前5分钟报警，提升至不起
火、不爆炸，且仍需提供报警信号。

在政策和标准的引领下，动力电池
厂商和新能源汽车主机厂都在为安全努
力。曾毓群提及，宁德时代已成功将电
池的单体安全失效率降到了极低的水
平，把安全系数提升了几个量级。

“我们的电池安全技术，包含实时防
控、自动预警、主动冷却等六大安全措
施，确保在电池出现问题时能迅速应对，
防止火灾或爆炸。”在极氪汽车展区，工
作人员介绍，极氪电池包通过了218项
系统级测试和675项零部件测试。

孙华军说，很多超过电池系统本身
的事故，比如地下室电池自燃以后带来
的附加影响、路面工况极端事件发生后
伤员如何逃离等，“需要通过技术创新、
品质管控、极限制造等，把产品安全提升
到一个更高水平。”

关键词三：回收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退
役的动力电池会越来越多。”在大会的一
场对话活动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谈到，从环保的
角度，应该考虑退役动力电池的梯次利
用，比如用于家庭储能。

根据国家标准，当动力电池的容量
衰减到初始容量的 80%以下时，就应

该退役。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
速发展，动力电池逐渐进入规模化退
役阶段。

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产业协同发展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全国停用新能源汽车38.9 万
辆，同比增长161.2%；全国共产生退役
动力电池16.8万吨，同比增长78.3%。

目前，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的
综合利用主要包括梯次利用和再生利
用。前者是指对其进行检测、分类、拆
分、重组后，应用至储能、通信基站等领
域；后者是指对其进行拆解、破碎、分选、
冶炼等处理，回收有价金属等进行资源
化利用。

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已成为头
部企业的重要布局方向。“回收材料的使
用，可以降成本、减碳。”大会期间，蜂巢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杨红新表示，公司已打造了完善的电池
生产、应用、回收体系。

“我们从电池的设计开始，就使其
有利于以后梯次利用、拆解回收。”梁锐
说，很多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为电
池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提供强大数
据基础，使我们具备更长远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就修订形成
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
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公开征求意
见。业内人士分析，新规进一步完善相
关企业在资质、技术、渠道等方面的要
求，有望推进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
业规范化发展进程。

湖南长沙市雨花区红星全球农批中
心建成伊始，就制定标准严管芒果、苹
果、柑橘等水果的“皮重”，对超标经营者
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此举推行三年
来，市场更好保护了客户和消费者合法
权益，实行严格“皮重”管理的水果也销
量大增，“红星”发展成我国最大水果交
易市场之一。

“零售店芒果15元钱一斤，批发市
场9元一斤，便宜了很多。”一些消费者

“货比三家”后得出的这个结论，其实忽
视了“皮重”——整箱批发的水果的外包
装材料重量。

业内人士介绍，比如有些宣称批发
价每斤9元、标称重24斤的芒果，“皮重”
往往有8斤多至10斤多。一些卖家增加

“皮重”的手法，包括刻意选用分量重的
包装材料，甚至在包装箱中塞入砖头、石
块……如此炮制的“重装芒果”，其“批发
价”折算净果价达每斤13.5元至15元，
与社区超市零售价相差无几甚至更高。

占地面积约800亩的红星全球农批
中心2021年建成后，决心打破水果行业
这个“潜规则”。红星大市场总经理助理
张晓玲介绍，从“皮重”被投诉最多的芒
果入手，市场与经营户共同制定规范标
准。规定标称重量20斤至24斤的，包装
重量不得超过4斤；其他不同包装规格
的，“皮重”也有相应严格标准。违反规
定的经营者，处以2000元至10000元不
等的诚信违约金处罚，同时对客户给予

“少一赔三”（每件货物短斤少两赔三件）

赔偿；连续三次违规的，取消其在市场的
经营资格。这一做法，后来扩大到苹果、
柑橘、梨等其他种类水果。

在红星全球农批中心，市场过磅入
口、加工配送中心出入口及经营门店三
处，都有专人检查“皮重”。市场监督部
门、水果协会等，也经常联合市场开展

“皮重”专项整治行动。张晓玲说，推行
“皮重”标准三年来，这个有约880户经
营户的市场，查处违规商户161户，其中
处以诚信违约金商户72户，商品清退出
场商户89户。

“严管‘皮重’，净化了市场环境，大
家做生意更有安全感了。”经常来红星全
球农批中心进货的常德市泰翔果业负责
人刘湘云说。

红星全球农批中心实行“皮重”管理
之初，曾有人担心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流失生意，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张晓玲介绍，以最先实行“皮重”管
理的芒果为例，2022年总销量8万吨，今
年预计达到12万吨。从整体上看，市场
目前日均水果交易量约1万吨，高峰期
能到2万吨。不但国产水果旺销，连价
格不菲的进口榴莲，日均交易量都达到
800多吨。

“我们严管水果‘皮重’，保护了客
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红星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罗跃说，“通过减少
不合理的‘皮重’，‘红星’赢得了更多信
誉，对提升品牌价值和竞争力发挥了很
大作用。”

9月3日，在北大荒集团黑龙江江川农场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农机手操作农机收割水稻。
金秋时节，田间稻穗金黄、瓜果飘香，农民忙着收获劳动的果实。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记者3日
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8月份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
回升0.5个百分点。

业务总量指数保持扩张。8月份，
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5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景气区间。分地
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出现均衡回升，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
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7、0.3和 0.3个
百分点。

行业物流发展态势良好。暑期节
假日消费物流需求带动电商快递快运
业务加快增长，快递快运业务总量指数
保持70.6%的高位，环比回升0.2个百
分点，水产果蔬、休闲户外、体育娱乐产
品等订单环比增长超过10%。超长期
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券作用有效发
力，带动形成基建投资实物量，道路运
输业业务总量指数、铁路运输业业务总
量指数分别回升0.7和 0.8个百分点。
工业物流中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气机

械制造、医药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航
空运输业、仓储业和多式联运板块业务
总量指数分别达到57%、52%和52.5%。

企业经营改善保持微观活力。8月
份，企业资金周转率指数大幅环比回升
1.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资金周转
率指数回升到50%以上。物流服务价
格指数环比回升1.4个百分点，分行业
看，传统公铁水均有所改观，道路运输
业和铁路运输业物流服务价格指数分
别回升0.6和0.3个百分点，水上运输业
物流服务价格指数为43.7%，环比回升
0.2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
何辉认为，8月份，随着促投资、稳增长
各项政策逐步落实和部分地区极端天
气影响减弱，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联
动加速，业务需求量继续保持增长，扩
张态势在延续。下半年各地惠企专项
资金、引导资金和超长期国债项目形成
政策利好，预期指数连续保持高位，反
映出企业对后期保持乐观预期。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中国石油
3日发布的信息显示，旗下长庆油田累
计生产油气当量历史性突破10亿吨。
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油气田。

长庆油田所在的鄂尔多斯盆地，储
藏着国际上典型的低渗、低压、低丰度
油气资源，致密程度堪比“磨刀石”，勘
探开发之难世界罕见。长庆油田勘探
事业部总地质师张涛说，长庆油田从低
渗透起步，突破特低渗、再战超低渗、解
放致密气、攻坚页岩油，油气勘探开发
不断向更深层系转移，目前已成功发现
50个油气田，成为我国油气资源增储上
产的重要增长极。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油气资源的
需求“水涨船高”，长庆油田加大油气勘
探开发力度，推进页岩油、致密气等非
常规油气资源规模化开发，全力保障油

气安全稳定供应。2013年突破5000万
吨，如期建成“西部大庆”；2020年跨越
6000万吨，树起了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史
上新的里程碑；2023年达到6600万吨，
刷新我国油气田产量纪录。

长庆油田把加快天然气上产作为
重要使命，建成国内首个年产500亿立
方米规模大气区，天然气年产量约占国
内总产量的1/4。西气东输、陕京管道
等12条国家天然气主干线在长庆交汇，
成为我国陆上天然气管网枢纽中心和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国内重要支
点。自1997年率先向首都北京供气以
来，长庆油田已累计向京津冀、陕甘宁
等地区50多个大中城市供应天然气超
6500亿立方米，可替代标煤7.9亿吨，减
少碳排放约10亿吨，对优化国家能源结
构、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最大油气田累产油气当量
突破10亿吨

浙江130家企业
和8395户小店
达成帮扶结对
新华社杭州9月3日电 3日，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17个省
级部门共同启动全省第三届“个体工
商户服务月”暨“大企帮小店”活动，
会上宣布，首批有130家企业与8395
户个体工商户结对帮扶。

据悉，此次“大企帮小店”专项行
动是“个体工商户服务月”的重要服
务项目之一，是推动小店经济活起
来、兴起来的创新实践，涵盖了批发
零售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
和商业服务业、仓储运输业、电子商
务等重要行业，“大企”将在技术、资
金、金融、法律、管理、平台等多方面
开展帮扶。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帮扶包含平
台帮扶，针对个体工商户缺乏专业化
线上平台经营经验、平台企业收费高
企、店铺流量低等困境，相关部门组
织相关企业通过降低入驻费与服务
费、提供专属流量补贴、提供优惠直
播场所、用AI技术帮助店铺营销扩
大流量等方式，提升个体工商户的数
字化经营能力，提高市场占有额；资
金帮扶方面，针对个体工商户面临的
市场原材料成本增长较快、用工难用
工贵等经营成本较高的问题，组织相
关企业积极开展减免房租、物业费、
水电气费等一系列资金类扶持措施，
切实降低个体工商户经营成本、减轻
经营负担。

个体工商户是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数据显示，目前，浙江省
共有个体工商户694万户，占浙江省
经营主体总量的三分之二，带动就业
1400万人。

《晏子使楚》中对齐国故都临淄（位
于山东淄博）这样描述：“齐之临淄三百
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
在。”临淄在先秦两汉时期，曾是东方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最繁华的都市
之一。今年暑假以来，山东淄博陶瓷琉
璃博物馆里也是游客“比肩继踵”。人
们在淄博品尝美食之外，对了解淄博历
史、感受齐文化更是“津津有味”。

从青瓷豆到宋加彩，从青釉莲花尊
到黑釉白线罐，从白釉印花碗到红绿彩
瓷瓶……一件件精美的文物在数字技
术的加持下，穿越时空隧道，被“搬”到
了人们的眼前和指尖。

位于展馆古瓷厅的青釉莲花尊前
人头攒动，这件“镇馆之宝”形体硕大，
胎体厚重，釉色青中泛黄，口颈部有八
道阴性弦纹，肩部围绕一周粗绳纹，腹
中部有两圈大小不一的忍冬花纹。

莲花尊几步开外，游客贾文静头戴
“MR眼镜”。“只要靠近看着对应的文
物，眼镜里便会出现文物介绍和数字模
型，用手随意将其‘拿捏’，一番旋转、放
大后，能解锁不少看展的‘新姿势’。你
瞧这莲花尊，在眼镜里俯视它，还能看
到向外伸展的莲瓣，宛如一朵正在盛开
的莲花。”贾文静告诉记者。

在“古窑观止”互动体验展墙上，来
自全国500多个古窑的陶瓷片被单独
陈列在玻璃“隔间”内，游客通过一旁
的显示屏选取感兴趣的古窑后，墙上
对应的橱窗便会亮灯提醒，一旁的“全
息幻影投影”同步展示选中陶瓷碎片
的样貌。

“这是我家乡定窑的一块瓷器碎
片，‘数字化’完美还原了它致密而体薄
的胎质，观感上丝毫不输实物。”河北游
客李彪告诉记者，数字化和实体相结合
的观展方式，让原本摆放在角落的展品
有了更多被细细端详的可能。

“通过实物与‘数字化’相结合的方
式，可以将淄博陶瓷琉璃文化更加生动
直观地呈现在游客面前，配合以互动体
验模式，让游客拥有‘自助+沉浸式’逛
展体验，今年暑期以来深受小朋友们喜

爱。”博物馆讲解员金慧说。
除了齐文化与陶瓷琉璃文化，淄博

还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故乡。“‘VR
沉浸式纪念馆’等馆藏资源的开发，不
仅打破了空间局限性，使异地游客也能
身临其境地感受馆藏文物及其背后的
聊斋文化故事。”在蒲松龄纪念馆讲解
员陈彤彤看来，博物馆作为公共资源、
共享资源，经过数字化搭建和改造过
后，最终将服务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吸
引社会各界关注、了解中小博物馆的馆
藏和文化。

文物数字化，除了给游客提供更好
的观展体验，也让“明星文物”联手打造
城市文化的IP。“在淄博站南站房，有数
字版的《千年商埠》《百家争鸣》等齐文
化壁画；在海岱楼，我们看到过屏幕里
的齐瓦当、编钟。这些真实与虚拟的文
物在景点交叉出现，很有历史的氛围
感。”来自湖北武汉的游客陈宁说。

随着近年来淄博旅游的火爆“出
圈”，陶瓷、琉璃、丝绸等文创产品也借
着数字化不断上新。前不久，淄博当地
丝绸公司与海岱楼钟书阁合作推出了
丝巾和手帕，将海岱楼这一淄博新晋

“网红”地标的形象印制在传统丝绸制
品上。由于设计吸睛、价格亲民，产品
一经上市便供不应求。

“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打造的文物
数字藏品，淄博市图书馆打造的数字馆
员，淄博市文化馆通过数字媒体技术重
现齐地场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
学生吴雨婷滔滔不绝地为记者介绍近日
见闻，在她看来，齐文化孕育了哲学思
想、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雏形，数字化
更为它们加上了一对跨越时空的翅膀。

2023年初，一根小葱、一张小饼、一
把烤串，将淄博这座位于鲁中腹地的老
工业城市推上了文旅“顶流”。今年以
来，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接待游客19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净增62万人次。随
着当地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被发掘和
创造，“比肩继踵”从街边巷尾延伸至博
物馆内，淄博找到了文旅“延寿”的秘
诀，依旧光彩照人。

淄博之旅：

文物数字化打开文旅新空间
□新华社记者 张钟仁

创新 安全 回收
——从2024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关键词看行业发展新动向

□新华社记者 胡旭 卢宥伊

“皮重”打下去“口碑”树起来
——湖南一大型市场严管水果外包装重量三年见效

□新华社记者 苏晓洲

金秋收获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