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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分 夺 秒 检 修 忙

1 月 19 日 9 时 ，

大 秦 铁 路 东 出 大 同

100 多公里后的栗家

湾 2 号 隧 道 进 出 口

处，铁路护网外，已在

零 下 20 多 摄 氏 度 寒

风中等候半个小时的

42 名 铁 路 工 务 职 工

忽然不约而同地动了

起来，启动发电机、发动切割机、拉燃内燃

螺栓机⋯⋯一时间，大小机械轰鸣。

“还有 10 分钟就是‘天窗’时间，提前

把 机 器 启 动 预 热 ，防 止 点 不 着 火 耽 误 时

间。”该路段“天窗”时间维修负责人、大同

工务段王家湾线路车间主任王进说，“春运

电煤保供任务重，‘天窗’维修的每一分钟

都是挤出来的，不敢浪费。”

大秦铁路西起“煤都”山西大同，东至

渤海之滨河北秦皇岛，是我国重要的“西煤

东运”大动脉，年运输煤炭 4 亿多吨，占全

国铁路煤炭运输总量的五分之一。为保障

高负荷运转的铁路设施设备性能状态，大

秦铁路每周二和周五上午都会挤出 2 个小

时，停运所有列车，利用这个“天窗”时间，

对设施设备进行多工种、立体式维修。

9 时 10 分，这条川流不息的“煤河”终

于静了下来。“‘天窗’给点了，大家带好工

具，上道作业。注意安全！”对大伙嘱咐完，

王进率先扛起撬棍进入栗家湾 2 号隧道。

在他身后，40 多盏头灯次第亮起，顶着寒

风走向隧道深处，奔赴各自的分工地段。

此次维修作业，他们要在隧道内更换 1 根

磨损钢轨、清理 5 处隧道冰柱和整修 11 处

线路病害。

王进所在的王家湾线路车间担负着大

秦铁路作业条件最艰苦的 56 公里线路的

设施设备养护任务。这里桥隧相连，弯道

多、曲线半径小、线路磨耗严重。线路开通

30 多年来，这里的工务职工以“上跑万吨

重、下保毫米精”的职业追求，创造了线路

100%优良和开通 36 年来安全无事故的好

成绩。

“一二起、一二⋯⋯”王进边拨动撬棍

边喊。微弱的灯光下，作业人员一字排开，

甩动着臂膀合力将钢轨撬起，旧轨迅速被

拨出，新轨入槽。王进说：“栗家湾 2 号隧

道内的钢轨已经上线 3 年多了，累计运量

超 12 亿吨。这次‘天窗’时间，正好更换

了，绝不能让春节期间电煤保供出问题。”

穿过隧道的风裹挟着塞外的寒气，让作业

点的温度接近零下 30 摄氏度，而王进和工

友们却干劲十足，切割钢轨、复紧扣件、安

装夹板，整个过程紧张有序，每个人头上都

冒着热气。

在隧道更深处，时不时传来“咣当咣

当”的打冰声，5 名工作人员正抡着尖镐狠

狠地砸向拱壁上的冰柱。“这些冰柱少说得

有一二十斤，若不及时处理，很可能坠落在

钢轨和道心上，影响行车安全。”工长张会

亮说，由于气温骤降，他所在工区负责的

4 座隧道里，平均每 3 天就得打冰一次，作

业时，碎落的冰屑会经常顺着袖口和衣领

灌进体内，把衣裳浸得又硬又湿，一次维修

下来，一身泥一身冰是常态。“隧道除冰是

项危险活，不能靠蛮干。”张会亮说，如果不

按标准、不讲技巧，冰渣子就可能刮伤脸，

砸到脚，因此不仅要争分夺秒，还必须认真

谨慎。

再往隧道深处走，还有一支线路精改

队 ，他 们 由 经 验 丰 富 的 老 工 长 许 利 祥 和

8 名新入路的青年职工组成，负责轨距、

水 平 、高 低 等 几 何 尺 寸 病 害 整 修 和 零 配

件补充，确保轨道框架结构稳定。“我们

这支队伍战斗力很强，大家精调的速度、

质量越来越高，在照明不足的条件下，已

经能独立完成 2 毫米范围以内的轨道精

改。”许利祥满脸欣慰。年轻职工孟宇说，

“守在两条钢轨上干活是挺累，但想想我

们运输的煤点亮了万家灯火，心里还是挺

自豪的”。

11 时 08 分，作业接近尾声，42 名工务

职工接连走出隧道。随着对讲机内一声

声“设备安全，人员工具全部撤出护网”的

呼唤应答声，他们顺利完成了 2024 年春

运前大秦铁路最重要的一次“天窗”时间

检修。

11 时 10 分，“天窗”结束。6 分钟后，一

列 2 万吨重载列车安全驶过栗家湾 2 号隧

道，这条乌金长河再次奔涌起来。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

以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场景应用为

牵引，加快重点行业智能升级，大力发展

智能产品，高水平赋能工业制造体系。

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

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工业强，则国

强。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特别是大

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高度发达的

现代工业。工业由大向强，才能为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

物质技术基础。新型工业化是塑造竞

争新优势的必由之路，也是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

推进新型工业化，我国已具备良好

基础和条件。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 14

年保持全球第一，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

产业体系。“大”和“全”的优势持续巩固，

并向着“强”而“精”不断进军。我国还拥

有超大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源丰富的优

势，物质技术基础雄厚，经济发展韧性

好，调整适应能力强。把握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顺应全球经济

发展大势，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才能实

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跃升。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展现出对制

造业的强大赋能作用。以大模型为代表

的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技术创新快、应

用渗透强、国际竞争激烈等特点，并加速

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深刻改变了制造业

生产模式和经济形态。我国人工智能核

心产业规模持续增长，智能芯片、开发框

架、通用大模型等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算

力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人工智能与制造

业深度融合，有力推动了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更好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

化，要夯实人工智能技术底座。着力

推动大模型算法、框架等基础性原创

性 技 术 突 破 ，提 升 智 能 芯 片 算 力 水

平。推进数字产业化，聚焦集成电路、

关 键 软 件 等 发 展 ，加 快 云 计 算 、大 数

据、虚拟现实等融合创新。加强 5G、

数据中心、算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释放数据价

值，为数字化、智能化提供原动力。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

主线。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是新型工业化的鲜明特征。要加快产

业数字化，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强

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全流程融合

应用，提升研发、中试、生产、服务、管理

等各个环节智能化水平。推进人工智

能试点示范，加快通用大模型在工业领

域部署，拓展应用场景，推动企业“智改

数转”，提升制造业质量和效益，形成新

质生产力。

还要重点打造一批智能产品和装

备。发挥大模型强认知、强交互、强生

成的特点，促进高端装备、关键软件、智

能终端升级迭代，提升重点产品和装备

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智能产品和装

备、智能工厂、智慧供应链，为人工智能

高水平赋能工业制造体系，提供更多工

具箱。多措并举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

术对工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

用，不断推进新型工业化获得新动能、

取得新成果。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 金观平

□ 本报记者 梁 婧

金融有力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2023 年，金融系统精准有力实施稳

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力度，稳步推进金融改革，持续

深化对外开放，金融行业整体稳健，金

融市场平稳运行，金融工作取得新进

展、新成效。

货币政策精准有力

2023 年，我国金融机构强化对实体

经济的信贷支持，信贷总量平稳较快增

长。截至 2023 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达 23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6%，全年

新增 22.7 万亿元，同比多增 1.3 万亿元。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截至 2023 年

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3.5%，

“专精特新”、科技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分

别为 18.6%和 21.9%。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余额同比增长 31.9%，其中，高技术制

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达到 34%。

“过去一年，我们适时强化逆周期

调节，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下

调政策利率，引导有序降低存量房贷利

率，引导金融机构保持信贷总量适度、

节奏平稳，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中国人

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2024 年，总量

方面，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使社会融资规

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

预期目标相匹配。在节奏上把握好新

增信贷的均衡投放，增强信贷增长的稳

定性。结构方面，将不断优化信贷结

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金融

支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我国货币政策仍有足够的空间。“我

国目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平均水平为

7.4%，与国际上主要经济体央行相比，空

间还是比较大的，这是补充银行体系中

长期流动性的一个有效工具。”潘功胜

说，将继续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

贴现、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流

动性投放工具，为社会融资总量及货币

信贷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决定自

2024 年 2 月 5 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

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 5%

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本次下调

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

约为 7%。

“ 此 时 降 准 具 有 必 要 性 和 紧 迫

性。虽然目前国内经济加快恢复的迹

象增多，多项经济指标回升，但恢复态

势并不十分稳固。”招联首席研究员董

希淼表示，此时较大幅度降准，向市场

传递出明确的政策信号，有助于提振

经营主体和投资者信心，更好支持经

济恢复回升。 （下转第三版）

□ 本报记者 马春阳

春运首日预计

1 .8

亿人次跨区域流动

其中铁路客运量超千万人次

本报北京 1 月 26 日讯（记者齐慧）2024

年春运 26 日正式启动，至 3 月 5 日结束，为期

40 天。来自 2024 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

的数据显示，春运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

员流动量 18283 万人次。

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 1060 万人次；公

路人员流动量预计 16971 万人次，高速公路

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

14265 万人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 2706 万人

次；水路客运量预计 52 万人次；民航客运量

预计超 200 万人次。

据介绍，2024 年春运全国铁路预计发送

旅客 4.8 亿人次，日均 1200 万人次，比 2023 年

春运增长 37.9%。

2024 年春运是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的

首个常态化春运，预计铁路客流将出现探亲

流、学生流、务工流、旅游流叠加，呈现总体高

位运行和节前相对平稳、节后相对集中的

特点。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表示，2024 年春

运全国铁路实行春运列车运行图，预计节前

每日安排旅客列车 12700 列左右，节后每日

安 排 旅 客 列 车 12800 列 左 右 ，客 座 能 力 较

2019 年春运分别增长 14.4%、12.6%。

铁路部门将根据 12306 客票预售和候补

购票数据，科学分析旅客出行规律，动态灵活

安排旅客列车开行，实现运能和需求的科学

匹配，采取增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

行等方式，及时在热门方向、时段增加运力。

1 月 25 日，俯瞰福建省宁德市白基湾海域大黄鱼养殖基地。近年来，当地强化政策引领，推进海洋牧场建设，不断完善大黄

鱼产业链，年产值超百亿元，有力带动了渔民增收。 王旺旺摄（中经视觉）

突出科创引领

加速转型升级

武汉塑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新优势本报武汉 1 月 26 日讯
（记 者 董 庆 森 、柳 洁）生 产

线 上 ，点 焊 机 器 人“ 手 臂 ”

来 回 挥 舞 ，指 示 灯 不 停 闪

烁 ，机 械 碰 撞 声 不 绝 于

耳 ⋯⋯ 新 年 伊 始 ，在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东 风 汽 车 集 团 有 限 公

司一座新能源汽车制造工

厂 内 ，工 人 们 正 加 紧 联 调

联 试 。 该 工 厂 投 产 后 ，将

生产东风本田全新的电动

化 车 型 ，助 力 湖 北 汽 车 产

业“换道超车”。

2023 年 以 来 ，武 汉 市

以 科 技 创 新 为 引 领 ，加 快

推 动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建 设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 ，突 破 性

发 展 光 电 子 信 息 、新 能 源

与 智 能 网 联 汽 车 、生 命 健

康、高端装备、北斗等五大

优 势 产 业 ，以 武 汉 所 能 服

务 国 家 所 需 ，域 内 新 质 生

产 力 加 速 壮 大 。 据 估 算 ，

2023 年 五 大 优 势 产 业 产 值

有望突破 1.6 万亿元。

围绕科技创新，武汉市

聚 焦 打 造 重 大 科 技 基 础 设

施 集 群 、高 水 平 实 验 室 建

设 集 群 和 国 家 级 产 业 创 新

平 台 集 群 ，加 快 培 育 战 略

科 技 力 量 ，建 设 具 有 全 国

影 响 力 的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

全 球 最 大 单 机 功 率 风 力 发

电 机 转 子 实 现 整 体 充 磁 等

一 批 科 研 成 果 接 连 涌 现 。

一 年 来 ，武 汉 新 增 超 过

2000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超 2100 亿

元 ，建 成 30 个 数 字 经 济 特

色 园 区 。 武 汉 还 首 次 进 入

科 研 城 市 全 球 前 十 、全 国

前五，科研能力持续提升，

城市创新活力不断增强。

武 汉 奕 斯 伟 大 硅 片 项

目、楚兴信息产业园二期、

楚 兴 配 套 彩 膜 项 目 、武 汉

昆芯芯光智谷半导体及 5G 应用产业项目、武汉高科封

测平台⋯⋯随着一批 50 亿元以上重点项目相继“落子”

武汉，一项项“硬核”科研成果从“书架”奔向“货架”。数

据显示，2023 年，在五大优势产业中，仅光电子信息领域

就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45 个，总金额约 1100 亿元，同时签

约引进 3 个百亿元以上汽车产业项目。

2023 年，武汉市经济回升向好，产业转型加快推进。

2024 年，武汉市将继续巩固和增强经济向好态势，加快把

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把交通区位优势转化

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链接优势、把生态禀赋优势转化为

绿色发展优势，努力在湖北先行区建设中当先锋、打头阵，

担当主力军。

培育智能工厂

释放数据潜力

济南以数字化驱动工业强市建设本 报 济 南 1 月 26 日 讯
（记者王金虎）上料、翻转、对

齐 、定 位 、焊 接 ⋯⋯ 一 条 150

米长的 H 型钢生产流水线上，

仅有两名操作员；将一块钢板

加工为一个 H 型结构件，仅需

1 个 小 时 。 这 是 山 东 方 垠 智

能制造有限公司智能工厂的

生产景象。

该 公 司 总 经 理 逯 兆 庆 介

绍，2023 年以来，公司依托浪

潮海岳软件加快“智改数转”，

生产成本降低 18%以上，生产

效率提高 20%，产品质量一致

性明显提升。现在，接收客户

订单、制定生产计划等均通过

工厂大脑实现。

2023 年 以 来 ，山 东 省 济

南市以工业强市和数字先锋

城 市 建 设 为 抓 手 ，大 力 培 育

智能工厂、数字车间、晨星工

厂 。 目 前 ，已 培 育 省 级 智 能

工厂 17 个，省级晨星工厂 132

个。洛克美森智能电气等一

批 重 点 配 套 项 目 在 济 南“ 中

国算谷”落地入园，企业上云

突 破 6 万 家 ，位 居 山 东 省 首

位 。 济 南 还 在 量 子 科 技 、区

块 链 、元 宇 宙 等 未 来 产 业 领

域 不 断 发 力 ，为 高 质 量 发 展

积蓄强劲动能。

济 南 着 力 推 进 数 字 产 业

化，筑牢先进计算产业基础，

全力夯实数字优势。2023 年

前 11 个 月 ，济 南 市 数 字 经 济

核心产业收入 6337.4 亿元，同

比 增 长 20.6% 。 预 计 全 年 数

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达到

48%以上，成功入选全国首批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

（双化协同）综合试点。

数字济南建设，为市民和

企业营造了更加便利的数字

化 环 境 。 不 久 前 ，济 南 市 民

姜伟准备在济南高新区汉峪

金 谷 附 近 开 一 家 宠 物 店 ，他

通过“济南公共数据开放网”

上的“商业选址”应用，直观了解到所在地区有多少同行、

经营状态以及周边人口数量等数据，最后精准地进行了店

铺选址。

济 南 市 大 数 据 局 数 据 管 理 与 安 全 处 处 长 齐 砚 伟 告 诉

记者，当地联合浪潮云搭建了全市统一的一体化大数据平

台，汇聚了当地 1.4 万个数据目录、119 亿条数据，整合形成

了 近 100 个 应 用 模 型 ，千 行 百 业 在 这 里 可 以 得 到 大 数 据

赋能。

为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2023 年，济南市出台《济南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办

法》，搭 建 公 共 数 据 授 权 运 营 平 台 ，已 发 布 通 用 数 据 产 品

77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