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新疆麦盖提县库

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

一处高标准农田，绿油油的棉

田延伸，裂开的棉桃绽放雪白

棉花，沿着作物根系部署的滴

灌滋润着棉田。“根据土壤墒

情传感器的提示，就能知道田

地是缺水还是缺肥，农民用手

机远程操控，就能让农田‘喝

饱水、喝好肥’，节水又增产。”

该村党支部书记黄英杰说。

麦盖提县地处塔克拉玛

干沙漠西南边缘。过去，当地

农民种地多为大水漫灌。“在

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通过

土地平整、增建节水设施等措

施，村里可耕地从 5400亩增加

到了 8000 多亩。”黄英杰说，高

标准农田增产效果明显，粮食

作物亩产从 250 公斤提高到

600 多公斤，棉花亩产从 300

多公斤增长到 450多公斤。

目前，当地正在实施 1300

公里长的干支斗渠防渗改造

工程，到 2025年防渗率有望达

到 95%，实现年节水 7500 万立

方米，高标准农田用水控制在

每亩 300立方米/年。

近年来，麦盖提县多渠道

筹措资金，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86.17

万亩，新增土地面积 13.1 万亩、节水 5100 万

立方米。“今年县里计划投资 4.16 亿元，新建

高标准农田 12.5 万亩，改造提升 10 万亩。”麦

盖提县委农办主任、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杜会龙说，项目建成后，高标准农田面积将

占耕地总面积的 86.7%，初步形成“田成方、

林成网、渠相连、路相通”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格局。

过去“碎片化”的小块田，变成了一望无

际的高标准农田，农民生活有了新变化。“现

在一个人就能管 200 亩棉田，

浇水施肥都轻松。”感受到高

标准农田带来的好处，阿布来

海提·依地力司把地流转给了

村里的土地合作社，夫妻俩被

聘为合作社棉田管理员后有

了固定工资，加上农闲时外出

务工，年收入达到7万多元。

随着精细化用水“加速”，

当地向戈壁沙漠要效益增添

了底气。在泽普县奎依巴格

镇斯日木村，曾经一望无际的

戈壁滩上，当地分两期建设的

万亩苹果林已飘散果香。“今

年是第二年，矮化密植苹果树

已开始结果，第 5 年进入丰产

期后亩产能稳定在 4 吨以上，

可实现年产值 4 亿元以上。”

该产业园负责人张国军说，

“果园采用了水肥一体化滴

灌，每亩地每年可比过去节水

约 250立方米。”

泽普县林果种植面积达

56 万亩，成为当地的支柱产

业。“高质量发展现代农业必

须走高效节水道路。”泽普县

水利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艾合

买提·艾海提说，近年来，当地

通过实施灌区骨干工程节水

改造、田间节水工程建设等措施，今年预计

可新增节水量 1033万立方米，结余水量用于

发展特色鲜果产业和生态补水。

喀什地区不断厚植节水高效农业发展

基础。“今年 83.73 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完成

后，全地区高标准农田面积将达 690 万亩，

高效节水面积将达 554.54 万亩。”喀什地区

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吐尔洪·卡迪尔说，通

过高标准农田促进水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

同时，也推动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保障

了粮食安全及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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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新技术、新场景、新模式亮相深圳国际智慧养老产业博览会——

智 慧 科 技 赋 能 养 老 产 业
本报记者 杨阳腾

养老产业关系千家万户，也是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一环。《中国老龄产业发

展 报 告（2021—2022）》显 示 ，截 至 2022 年

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 2.8 亿，其

中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约 4400 万。随着

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对老年人特别是失

能、半失能老人医疗护理和长期照护的需求

十分迫切。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深圳国际智慧养老

产业博览会上，外骨骼康复机器人、喂饭机

器人、辅抱式移位机等一大批养老新技术及

其应用新场景、新模式的亮相，揭示了智慧

养老产业发展的新动向。

在展会现场，腾讯发布了面向失能老人

的 智 能 化 照 护 产 品—— 银 发 辅 抱 式 移 位

机。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银发科技

实验室负责人窦瑞刚介绍：“产品采用半环

绕背负曲线和二段配合抬升设计，优化了传

统的抱起动作，可以轻松把老人抱起，并实

现在轮椅、马桶、床等多场景转移，提高护理

效率和安全性。”

值得一提的是，银发辅抱式移位机还拥

有智能化解决方案，可以用信息化移位设备

打通养老模式。基于腾讯云，产品的移位数

据、推杆力度、电池使用次数等都可储存在

云端，其使用参数在相关微信小程序内即可

调整。未来该产品有望实时监测老人心率、

血压等生命体征，并能整合养老机构、社区

等医疗资源，更好地为老人提供健康管理和

慢性病辅助治疗。

2022 年印发的《深圳市促进大健康产

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要聚

焦脑机接口智能辅具、康复机器人、仿生义

肢、3D 打印技术、康复训练设备和类脑医疗

器械等创新领域，对科技含量高、占领市场

前沿的中高端康复医疗器械设备制造项目，

优先列入深圳市重大产业项目库。

“康复辅具是改善、补偿、替代或增强人

体功能和实施辅助性治疗以及预防残疾的

产品，可以提升功能需求人群自理能力，改

善康复人群生活质量。”深圳市坪山区投资

推广服务署发展规划部副部长张腾介绍，为

持续推动智能康复辅具产业发展，近年来，

坪山区打造了深圳首个集聚发展智能康复

辅具产业的市级专业化示范园区“深圳市智

能康复辅具产业基地”，并在园区内落户了

省级“大湾区辅助器具创新中心”，形成了深

圳首个集中连片的智能康复辅具产业发展

生态圈。截至目前，园区内已搭建工业设计

创新中心、临床应用示范中心、康复外骨骼

产业转化中心等 5 家平台服务机构，引进了

智能辅具创新型企业 30 余家。

作为入驻该园区的首家企业，深圳睿瀚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脑机接口和智慧

康复医疗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脑机

接口、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康复

医疗技术等前沿技术为引领，主要提供面向

医院、社区、家庭的神经康复、认知康复等解

决方案。

对于居家养老的老人，尤其是失能失

智的老人而言，常面临突发意外难发现、多

样性需求难满足、陪护费用高等难题。为

解决上述问题，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在本届展会上发布了面向政

府部门、养老机构、社会公众，可提供精准

化、智慧化服务的深圳市智慧养老托育服

务平台。

“平台通过整合智慧终端资源，将着力

提升居家养老安全感。”深圳市幸福健康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明介绍，平台

在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建有 35 户家庭养老床

位，探索家庭养老床位试点建设，可结合感

烟火灾探测报警器、人体感应器、紧急按钮、

睡眠监测器等六类监测报警设备，提供老人

安全监护服务。平台接入了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平台、老人助餐平台等多个子业务系

统，构建了居家社区智慧活动管理、机构养

老房间安全监测、15 分钟养老服务圈等八大

智慧场景。截至今年 7 月，该平台已为居家

老人累计提供上门及到店服务 2 万余次。

美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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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就《2022 年芯片和

科学法案》近日发布最终“护栏”规

则，企图阻止中国及其他关切国家

的半导体行业从中受益。美国商务

部长雷蒙多直言，这些“护栏”将确

保美国的每一分钱都不被中国利用

去发展技术、赶超美国。这番说辞

充斥着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为维

护一己之私，美国已毫无掩饰地将

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然

而，世界经济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

体，美方违背市场规律，所谓的“芯

片法案”实现不了美国的霸权主义

“芯愿”。

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

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

同作用的结果。据业界统计，一些

先进芯片的生产包括上千道工序，

需 要 超 过 70 次 跨 境 合 作 来 完 成 。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各国加强分

工合作，带来的是共同发展。美国

无视要素最优化配置规律，企图利

用自身优势打压新兴市场和其他国

家发展，破坏现有芯片产业高效协

作布局，是典型的科技霸权主义，损

害的是全球共同利益。

违背市场规律，通过巨额产业

补贴强行扶持“美国制造”，将加重

财政负担，拖累经济增长。同时，这

份充满排他性的补贴政策对美国企

业也是弊大于利。与全球芯片市场

动辄上千亿美元的产值和利润相

比，美国政府拿出的 500 多亿美元

补贴并不具备太大吸引力。波士顿

咨询公司估计，如果美国完全禁止

半导体企业向中国客户销售产品，

美国半导体企业将丧失 18%的全球

市场份额。受出口限制影响，高通 2023 财年净利润已连续 3 个

季度下滑，市值暴跌 300 多亿美元。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也曾

联合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停止对华芯片出口的更多限制。

美芯片“护栏”阻碍不了中国科技创新步伐。对中国而言，

制裁虽然带来了困难，却也催生创新动力。近年来，中国国内芯

片市场需求持续释放，产业技术加快演进，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

距逐步缩小。凭借着自主知识产权，中国芯片产业逐渐走出了

一条自主可控的道路。同时，依托庞大的市场规模、完备的基础

设施、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日益深入的开放战略，中国市场正

成为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孵化器、试验场和展示推广平台，兼具巨

大商业价值和创新策源地属性。

从长远来看，国际企业为维护市场份额，将不得不调整布

局，最终后果反而可能是全球产业链出现“去美国化”趋势。美

国滥施单边制裁，也将促使各国加快实现科技自主自立自强。

美芯片“护栏”，“护”不住自身，也“拦”不住创新大势。

戈壁滩上育良田

本报记者

马呈忠

假期全国揽投快递包裹超 51.47 亿件
本报北京 10 月 7 日讯（记者吉蕾蕾）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

示，今年中秋国庆放假期间（9 月 29 日—10 月 6 日），全国邮政行

业揽收快递与包裹 25.75 亿件，日均揽收量与 2019 年国庆长假相

比增长 122.6%，与 2022年国庆长假相比增长 8.6%；投递快递与包

裹 25.72 亿件，日均投递量与 2019 年国庆长假相比增长 133.9%，

与 2022年国庆长假相比增长 18.7%。

邮政快递业抓住发展机遇，积极探索“快递+旅游”的行业

融合发展新路径，通过发挥寄递业务优势，主动融入旅游业发

展，为景区游客提供旅游纪念品、当地特产、行李寄递等多项服

务。全国 400 万快递小哥坚守岗位，穿梭在大街小巷，确保快递

包裹及时投送。

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专访河南省副省长张敏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承东启西，

区位居中，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中

发挥着内陆腹地战略支撑作用。河

南省副省长张敏近日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表示，十年来，河南以做优

做强物流枢纽为突破口，创新推动

“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个方面协

同发展。迈上新征程，河南将继续实

施制度型开放战略，构建高质量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的开放格局，加快打

造内陆开放高地。

积极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开新局

十年来，河南在共建“一带一路”

中的参与度、影响力稳步上升。

国际交通物流枢纽能级不断增

强。“近年来，河南综合交通线网总里

程 达 到 28 万 公 里 ，基 本 形 成‘ 米 +

井+人’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公路、铁

路、航空运载能力居全国前列。”张敏

说，河南已形成以郑州—卢森堡“空

中丝绸之路”为引领，“空中、陆上、网

上、海上”四个方面协同发展的开放

格局。

“ 空 中 丝 绸 之 路 ”越 飞 越 广 。

2013 年，卢森堡国会高票通过河南

航 投 收 购 卢 森 堡 货 航 35% 股 权 议

案。从开航到今年 9 月 20 日，卢森堡

货航郑州航线已累计执飞航班 6062

班，贡献货运量超过 100 万吨；卢森

堡货航常态化运营 8 条以郑州为中

心的洲际货运航线，触角延伸至全球

200 多个城市。

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方面，张

敏介绍，河南发展河海联运、铁海联

运，连通“海上丝绸之路”。周口港、

信阳淮滨港开通 20 多条国际、国内

集装箱航线。开通至青岛、宁波等港

口的铁海联运班列。2022 年全省铁

海联运班列运输集装箱 18.9 万标箱，

成为豫货出海的“快速通道”。

人文交流日益密切，文明互鉴日

益开放。作为文化大省，河南已与

51 个国家建立 125 对友好城市关系，

友城数量稳居中部地区前列。成功

举办 8 届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

市长论坛，累计有近 500 个国外城市

市长或市长代表参加。

“我们充分发掘利用历史文化、

根亲文化、武术文化、丝路文化等资

源禀赋，精心打造中国功夫、天下黄

河、老家河南等知名国际文旅品牌，

讲好中国故事，融入‘一带一路’。”张

敏说。

多 举 措 推 进 对 外 开
放提质扩容

近年来，河南加快开放载体平台

建设，持续拓展对外开放广度深度。

以制度创新培育新优势。张敏

介绍，作为引领河南制度型开放的

“火车头”，近年来，河南自贸试验区

持续推进制度创新，释放政策红利，

已累计形成 546 项改革创新成果，其

中 16 项被国家推广，多式联运、商品

期货等领域创新走在全国前列。

推进开放通道和枢纽建设。张

敏介绍，河南正加快建设中欧班列郑

州集结中心，推动中欧班列（中豫号）

形成 21 个境外直达站点、8 个出入境

口岸的国际物流网络，境外网络覆盖

欧亚 40 个国家 140 余座城市，打造出

“数字班列”“恒温班列”和“运贸一体

化”等特色名片。截至今年 8 月底，

中 欧 班 列（中 豫 号）累 计 开 行 9224

列，年底前预计突破 10000 列。

优化服务促进贸易便利。“我们

通过畅通进出口物流、促进跨境贸易

便利化、帮助企业减负增效、服务外

贸创新发展等创新举措，持续优化河

南外贸营商环境。”张敏说，目前，河

南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较 2017 年

分别压缩 69.1%和 94.9%，空运进口

整体通关时间全国领先。

内外连通开拓国际市场。张敏

介绍，河南正高质量融入《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构建“优进

优出”贸易发展格局。2022 年河南

对 东 盟 国 家 进 出 口 额 同 比 增 长

24.6%，东盟成为河南第 2 大贸易伙

伴 。 在 豫 世 界 500 强 企 业 达 到 198

家，600 余家河南企业走进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新 起 点 上 加 快 打 造
内陆开放高地

当前，河南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站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张敏表

示，河南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为主线，继续深入实施制度型开放战

略，充分发挥市场规模、人力资源、产

业基础、区位交通、开放通道等优势，

推动对外开放规则、规制、管理、标准

创新，构建高质量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的开放格局，加快打造内陆开放

高地。

在强化重大基础设施支撑方面，

张敏表示，河南将加快推进郑州机场

三期工程、高速铁路网等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构建辐射全国的立体集疏网

络，打造国际综合交通物流中枢，推

动 交 通 区 位 优 势 向 枢 纽 经 济 优 势

转变。

未来，河南将着力构建坚实的全

域开放体系。“河南将进一步健全空、

陆、网、海‘四路协同’立体开放通道体

系，推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建成更具国际影响力的门户枢纽，高

水平实施河南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进一步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开放通

道和载体平台支撑体系。”张敏说。

开启新征程，深度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面临新要求。对此，张敏受

访时表示，河南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畅通国际投资贸易合作渠

道，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在高水平开

放中打造竞争新优势，更好融入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

文/新华社记者 张兴军 孙清

清 翟 濯 刘怀丕

（新华社郑州 10 月 7 日电）

10 月 5 日，山东省临沂

市临沭县店头镇店东村，金

秋时节，玉米进入了收获期，

黄澄澄的玉米簇拥成一片金

色海洋。当地村民抢抓晴好

天气，将刚刚收获的玉米进

行晾晒、入仓，努力夺取秋粮

丰收。

李 娇摄

（中经视觉）

守 好“ 赣 鄱 粮 仓 ”

在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桑田镇的高标

准农田内，种粮大户黄四文正忙着指导农户

驾驶收割机在稻浪中穿梭，确保颗粒归仓。

“今年种植了 2500 亩中稻，每亩产量约 1300

斤，总产量预计达 1625 吨。县里加强农业

技术服务指导，种粮补贴也及时到位，今年

肯定又是丰收年。”黄四文说。

眼下，江西省中稻喜迎丰收，全省 1400

多万亩中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各地积极

抓好秋粮生产，为全年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处

长周欢胜介绍，今年江西各地共投入农机具

43.12 万台（套），全省 138 支农机应急救灾服

务小分队全部投入农业生产服务。目前已开

展机收减损和机收控茬培训、农机维修服务

等活动20余万人次，确保中晚稻及时收割。

在南昌县幽兰镇江陂村的江西印智稻

谷烘干厂，8 台循环式烘干机运转不停。“烘

干厂 8 台设备马力全开，批处理量达 260 吨，

可满足周边农户的烘干要求。”稻谷烘干厂

负责人涂根印说。

“为保障中晚稻的机收和机烘，我们将

投入收割机 2350 台（套）及 54 家烘干主体的

455 台（套）烘 干 设 备 ，烘 干 批 处 理 量 达

11350 吨，完全可以满足农民在特定条件下

的抢收、抢烘要求。”南昌县农业农村局主任

科员章国根介绍。

江西省还组织 97 个“一对一”挂点包县

工作组，开展 3 轮粮食生产专题服务指导，

宣讲形势、落实政策、推广技术，帮助农民种

好粮。江西省级财政先后下达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资金、产粮大县奖励、实际种粮农民

一次性补贴等支粮助粮资金 86 亿元，让农

民丰产又增收。

晚稻抽穗是水稻病虫害防治“窗口期”，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会同水利、应急、气象等

部门制定方案，下达病虫防控资金 9860 万

元，切实守住管好“赣鄱粮仓”。江西省进贤

县、都昌县等地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普及

应用。余干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

潘战胜告诉记者，每亩田间释放 1 万头稻螟

赤眼蜂，能有效控制二化螟等害虫危害，提

高水稻产量和质量。

□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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