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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畴西，1897 年生，湖南
长沙望城人。1920 年考入湖
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年冬
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 年夏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
期，同年11月毕业后，任教导1
团3连党代表。

1925年，刘畴西在参加讨
伐陈炯明的东征中负重伤，截
去左臂。1927 年夏任国民革
命军第 11 军 24 师参谋，参加
南昌起义，后任营长、团参谋长。1929年初赴苏联，入伏
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8月回国，被派往中央革命
根据地。

1930年冬，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
在龙冈设伏，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红3军第8师师长龙
芝道阵亡，红军总部立即命令刘畴西接替指挥。刘畴西
英勇善战，指挥若定，屡建奇功，被中央根据地人民誉为
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

1933年，刘畴西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军新编第
10军军长，闽浙赣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率领闽浙赣根据
地军民全力支援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1月，红7军团与刘畴西、方志敏率领的红
10军会师，两军合编为红10军团，仍作为北上抗日先遣
队，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20师师长。

同年12月，红10军团在浙赣边界的怀玉山区被国
民党军包围。刘畴西率部反复冲杀，浴血苦战，仅有的
右臂又被敌人打伤，终未能突出重围，于1935年1月被
俘。狱中他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5
年8月6日，刘畴西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8岁。

文/新华社记者 刘良恒
（据新华社长沙电）

刘畴西：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

吴焕先，1907年出生于湖
北省黄安县紫云区四角曹门村

（今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竹林
村）。1923年考入麻城乙种蚕
业学校，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
民武装。

1927 年 11 月，吴焕先率
紫云区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
义。后带领部分武装在黄麻地
区和光山县南部坚持武装斗
争，为开辟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苏区创造了条件。
后任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会主席、中共鄂豫皖特
委委员、黄安县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12师政
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第25军73师政治委员。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吴焕先
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总司令，参与领导重建第25军，
任军长。1934年4月，第25、28军合编为第25军后，吴
焕先任政治委员。

1934 年 11 月奉中共中央指示，吴焕先率部进行长
征，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陕西南部秦岭山区，广泛
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组织地方武装和发展红军主
力，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开辟了鄂豫陕苏区，先后任中共
鄂豫陕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

1935 年 7 月，吴焕先率部西进，接应中共中央和红
军北上。同年8月21日，红25军在甘肃泾川四坡村附近
南渡汭河时遭国民党军突然袭击。吴焕先在指挥部队抢
占制高点的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文/新华社记者 刘金辉
（据新华社郑州电）

吴焕先：鄂豫陕苏区创建人

近日，在位于广西贵港市港北区贵城街道石羊塘社
区的贵港市老年大学，老人们齐聚一堂，有的唱歌，有
的跳舞，有的弹琴，其乐融融。据该校副校长覃有望介
绍，学员由不同民族的退休老人组成，平日经常组织各
类文艺演出及趣味活动，增进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的情
感交流。

石羊塘社区共有 2.3 万人，7923 户，由汉、壮、
瑶、侗等12个民族组成，是少数民族众多的混合型社
区。多年来，石羊塘社区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社区
治理的重要抓手，形成了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和衷共
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近年来，贵港市港北区不断加强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之路。石羊
塘社区党委书记黄雪文介绍，针对居民流动性强、少
数民族居住分散的实际情况，社区干部走家串户，发
放宣传材料，与居民面对面开展民族团结座谈，开展
民族团结知识讲解等活动。同时，社区以“壮族三月
三”为契机，每年 4 月份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月”活动，举办民族团结联谊会、原创山歌大奖赛、
金秋重阳游园和百家宴会等活动，让大家在欢快中增
进民族情感。

该社区还积极推广“企业＋培训基地”模式，依
托企业技术资源优势，选派少数民族人员或失业人
员到企业培训，领订单回家加工，实现了少数民族
人员或失业人员就近就地就业。目前，已安置 365 名
失业人员进厂务工或领订单回家加工，转移少数民
族剩余劳动力就业 86 人，增加了少数民族居民收
入。同时，社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服务站还会为少
数民族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解决他们在生活
中的困难。

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石羊塘社区：

多民族邻里和睦乐融融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钟文艾

作为四川成都市最大的“菜篮子”——成都农产品
中心批发市场，每天都是一派繁忙景象。

“老板，这大闸蟹从哪里运过来的？”“刚刚从江苏运
过来的，很新鲜，放心买吧！鲍鱼要不要来点？这批鲍
鱼个头大。”在这一问一答间，天生海鲜行负责人王另转
9月30日第一单生意上门了。王另转告诉记者，国庆期
间生意比平时要好。“节前批发客户主要有3类，第一类
来自成都近郊市、县的批发市场，第二类来自青川、北川
等景点比较多的农家乐，第三类来自剑阁、江油一带的
买家，他们有承办酒席的需要。”据王另转初步估算，国
庆期间批发客户数量至少比平时增加一成。

为了保证货品供应充足，王另转加大了进货量。“以

大闸蟹为例，平时每天能卖出5件，每件50斤，国庆期间
每天能卖出15件至20件，所以我每天上货的数量都必
须保证在20件左右，相应的供货商我们会再多联系两
三家。”王另转说。

对于海鲜以及肉类产品来说，保障供应还离不开一
个必备条件：冷藏保鲜。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此市场为每个摊位增设了冷链设施
保障，为商家提供冷链仓储服务，在有效保障食品安全、
降低流通损耗的同时，增加了肉类产品供应量。

通过与省内外农产品基地的对接，该市场有力保障
了节日期间货源稳定、供应充足。目前蔬菜日均交易量
在4000吨左右，肉类整体交易量同比增10%左右。

该市场还设有快筛检测实验室，24小时不间断地对
场内生鲜农产品进行抽检。记者在快筛检测实验室里看
到，这里摆满了各类先进的检测仪器，全天候运转，单日
快检量超过640批次。节前及国庆期间尤其加大了检测
力度，日均抽检量增至700余批次，合格率达99.9%。

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品
类最全的“一站式采购”综合性农产品批发市场。“整个
市场有3000多个档位，全部张贴二维码，来这里的消费
者都能清楚地追溯每一种食品的源头。”成都农产品中
心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食品安全把控上，批发
市场建立了二维码追溯体系，让市场上的每一棵白菜、
每一串辣椒、每一块肉都可以追溯源头。

10月1日一大早，何明
顺就起床了，简单洗漱、吃
早餐后，他匆匆赶到快递
传送车间。作为贵州圆通
速递有限公司操作主管，
何明顺的国庆假期将在车
间度过。

“这两天正在安装新设
备，完成整个工作需要 20
天左右。安装好后，还要进
行 调 试 ， 以 确 保 在 ‘ 双
11’快递高峰期间设备安
全平稳运行，提高智能分拣
效率。”何明顺一边监督设
备销售公司安装设备，一边
向记者介绍工作安排。

何明顺今年 27 岁，在
贵州圆通已经工作 6 年了。
作为“老员工”，何明顺经
常把休假机会让给像他一样
远离家乡的新同事。

像何明顺一样，在贵州
省黔南州龙里县，很多快递
公司员工都放弃了休假，利
用国庆假期检修调试设备、
招聘员工、加强培训，积极
备战“双11”物流高峰。

贵州快递物流集聚区位
于龙里县，紧邻贵州双龙航
空港经济区，距贵州省会贵
阳市中心仅 15 公里，距贵
阳龙洞堡国际机场 7 公里。
近年来，龙里县利用区位优
势，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
目前已入驻企业共 37 家，

其中申通快递、中通速递、圆通速递等26家快递公
司已投入运营。

据贵州快递物流集聚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集聚区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各项政策落
实，吸引众多商贸物流和快递企业陆续入驻，集聚
效应逐步凸显，已逐步成为贵州省乃至整个西南地
区的快递中心，园区目前日均快件处理量达 150 万
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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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严 控 质 量 保 障 供 应
本报记者 刘 畅

（上接第一版）
在技术创新领域，利亚德集团近年来将LED显示屏

“像素间距”从2.9mm研发升级到1mm以内，拼接屏幕
理论上可以做到“无限大”。集团5年来市值上涨30倍，
营业收入增长11倍，净利润增长20倍，LED显示产品的
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14％。

利亚德集团董事长李军表示，中关村有若干优势其
他地方没法比，一是深厚的人才基础，二是丰富的信息
量，三是集中的技术研发资源。中关村的创业生态中有
灵魂、有文化、有基因，创新潜力无限。

产业变革助推器，经济发展新引擎
——5年来，中关村科技创新潜力持续释

放，战略支撑力迈上新台阶

实现指纹比对完全自动化的“新一代指纹识别技
术”、可兼顾分子模拟精度与效率的“分子动力学模拟平
台”……北京大数据研究院成立三年，收获颇丰。

北京大数据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鄂维南介
绍，研究院通过“大学＋民非＋企业”体制创新、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运营模式创新，形成了多方协同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及产业化的“北京模式”。

“我们始终坚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宗旨，把
科技成果转化作为最核心的任务。”翟立新表示。

2016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总体方案》，确定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就是：
到2017年，科技创新动力、活力和能力明显增强，科技创
新质量实现新跨越，开放创新、创新创业生态引领全国，
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初具规模。

无论是PC时代、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还是
人工智能时代，中关村一直引领着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
展的潮流。

一项技术如何从“论文”走入“生活”？中关村孕育着
科技成果转化的密码。一个1平方厘米的芯片，被嵌入
到传感器之中，可感应10公里范围内可燃气体浓度的微
小变化，在火灾发生的最初期发出警报。这一技术成果
的研发者是来自中关村的前沿技术企业——北京升哲科
技有限公司。这一技术从设想到实践历经3年，如今已
安装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内。

“我们公司70％以上都是研发人员。”公司创始人赵
武阳说，创业团队将90％的支出投入到研发中，获得了
十几项专利。像“升哲”一样的前沿技术企业分布在中关
村各个创业孵化器内，他们手握“硬科技”，依托合理的商
业模式，将相关技术快速投入市场，并形成持续创新的良
性循环。

曾是中关村四大电子商品卖场之一的鼎好大厦，如
今大部分已被升级改造，充满科技感的孵化机构取代了
卖鼠标、卖光盘的“小摊位”。目前，中关村有200多家科

技企业孵化器、1490多家创投机构、500多家协会联盟
等，助力科技成果产业化。

2018年1至7月，中关村平均每天新设立科技企业
92 家。2017 年中关村示范区内共发生股权投资案例
2584起，占全国股权投资案例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是全
球风险投资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3D打印金属技术“是否可以投入应用、是否可以服
务其他领域、产业化如何”这三个问题正是中国工程院王
华明院士近些年持续攻关的重点。

5年来，王华明院士团队从可以打印投影面积5平方
米的零件，到可以打印投影面积超过16平方米的零件，
相关技术在飞机、运载火箭及卫星等领域都有新应用。

目前，中关村初步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健
康、智能制造和新材料、节能环保、现代交通、新兴服务业
等六大新兴产业集群，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超
过2万亿元。

“中关村发展效率高、人均产出高、能耗低。”北京市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表示，中关村走出了一条科技创
新引领经济发展的路子，成为支撑北京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动力。

2017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已发展至2.2万家，企
业总收入5.3万亿元，实现增加值7352亿元，总收入和增
加值均达到2013年的1.7倍。

在互联网技术大发展和“双创”热潮推动下，中关村
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快速发展，为产业升级
提供了新路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能。

区域发展辐射源，全球影响新高地
——5年来，中关村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凸

显，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午后的中关村，咖啡厅、孵化器以及各种联合办公区
里，一场场“双创”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直到后半夜，
一栋栋高耸的办公楼中依然灯光明亮。

中关村的创投咖啡里有“创业因子”。
2013 年，刘循序在即将到来的创业大潮里看到机

遇。依托首钢集团，他成立了一家创业服务机构——北
京创业公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之初的创业公社只
有1700平方米，团队也就三四个人。

“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儿，每天都像‘打了鸡血’一样：
白天开会、讨论、调研，凌晨1点开始做材料，早上7点进
行核校，8点装订成册。”刘循序介绍。

通过5年的努力，6000余家创业公司在创业公社里成
长壮大，创业公社的创业服务已经延伸到天津、唐山、长春、
哈尔滨、厦门等城市，中关村的“创业因子”正辐射全国。

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进建设雄安新区中
关村科技园、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合作园区，中关
村企业在津冀设立分支机构超过6100家，初步形成京津

冀协同创新园区链和产业链。
2017 年，中关村管委会、天津市科委、河北省科技

厅，共同印发实施《发挥中关村节能环保技术优势 推进
京津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方案》。三地政府共建合
作机制，中关村的“环保技术解决方案”直指京津冀地区
的环保难题，促进企业在环保领域升级转型。

赵弘认为，中关村已成为中国技术创新的源头，众多
企业总部研发和制造分离的发展模式充分释放了辐射带
动作用。全国各地的中关村分支机构，不仅带来技术、模
式的复制和辐射，还推动了制度的创新。

2017年，中关村技术合同成交额3549亿元，占全国
近三分之一。中关村与其他地区共建24个合作园区和
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实现了技术输出、政策输出、品牌
输出。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不少科技创新项目正走出国
门，也带动外籍人士来京创业。

站在钓鱼台国宾馆的签约桌前，明朔科技创始人陈
威有些激动。落笔后，他率队研发的“超级灯”即石墨烯
LED灯将走出国门。

清华大学毕业的肯尼亚小伙马希阳，在海淀科技大
厦的“藤蔓国际双创空间”创办了自己的农业科技企业，
把中关村的农业技术方案进行整合，带回肯尼亚。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繁华的欧美都市、激情的南美国
土，都能看到中关村企业的身影。过去几年，中关村管委
会已先后在美国硅谷、加拿大多伦多、英国伦敦等10地
建立了海外联络处。

截至2017年底，101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在境外上
市。2017年，示范区企业拥有境外授权专利量1.1万件，
海外并购交易额2895亿元，占全国60％以上。

与此同时，英特尔、苹果等300多家跨国公司分支机
构或研发中心也集聚中关村。

从建设“中国硅谷”，到建设“世界的中关村”，今昔对
比的深刻变化，正是我国拥抱世界的生动实例。

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认为，未来，中
关村要引领科技潮流，必须持续总结基于政府规划、企
业、高校研究院所聚集等条件下的经验，探索并提供针对
前沿技术更加朴实有效的中国方案。

面向未来，作为“先行军”，中关村不仅肩负着科技
“单点突破”的重任，更肩负着提升综合创新实力的重任。

翟立新表示，中关村将对标国际一流，从完善创新创
业生态系统、提升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当好构建

“高精尖”经济结构的主要载体、培育具有技术主导权的
产业集群四个方面推动打造中关村“升级版”。

奔跑吧，中关村！
文/新华社记者 陈芳 盖博铭 阳娜 胡喆（参与

采写：王潇蒙）
（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本报讯 记者刘成报道：10 月 1 日，青岛港又
创全球集装箱作业新纪录——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昼
夜完成吞吐量7526标准箱，其中桥吊单机昼夜平均
作业量实现1075标准箱，最高达到1200标准箱，这
是全球自动化码头单机昼夜首次突破千箱大关，创造
新的世界纪录。

历经3年半建设，青岛港成功打造出全球领先、亚
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以自主知
识产权为一批世界性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自主设计
了生产业务流程、规划码头总平面布局、构建起全球领
先的智能生产控制系统，创造出自动导引车循环充电

技术、大型设备一键式防风锚定、机器人自动拆装集装箱
扭锁等10多项世界级创新成果，获得国家专利32项、科
技创新奖13项。

2017年5月11日，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正式投入
生产运营。一年多来，码头持续升级信息系统，完善
设备技术性能，优化生产管理流程，推进专业跨界融
合，码头系统运行可靠、稳定。截至目前，共运营18
条航线，作业船舶近1000艘次，吞吐量突破130万标
准箱。

上图 10月1日，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上一艘集装
箱船舶正在靠岸。 张进刚摄

青岛港又创新纪录：

全自动化码头单机昼夜首破千箱大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