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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本版编辑 陶 玙 美 编 王子萱

高铁制造以智提质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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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博会持续发挥南博会持续发挥““三个平台三个平台””作用作用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潘卓然潘卓然 曹曹 松松

□ 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

产供应体系；

□ 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锻造一些“撒手锏”技术，提

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 加快技术创新，打造新产品，培育新产业，形成新优势。

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

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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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

全水平制度”，并对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的产业链供应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反映一

国经济抵抗风险的能力。在此前应对新冠

疫情的实践中，我国既展现了完备的产业体

系和强大的产业转换能力，也暴露出产业

链供应链存在的风险隐患。与此同时，全球

产业发展和分工格局正深刻调整，部分国家

推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大搞“小

院高墙”“脱钩断链”，不断打压我国技术、产

业升级，给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带来更多

风险。这都表明，只有打造自主可控、安全

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才能保障产业安全和

国家安全。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中央强调围

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强调打造自主

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产业链供应

链，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产业

是发展的根基，也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

想要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我国经济稳定持续

增长，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

主动，就必须解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的问题。

产业链供应链要长度，更要韧性。我国

拥有世界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

的产业链体系。在 50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

我 国 有 220 多 种 产 品 产 量 居 全 球 第 一 位 ，

2023 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 30%。

我国已成为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

要力量。要看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

“大而不强”“全而不精”“韧中有脆”的问题，

亟待改造提升；更要认识到，相比长度，产业

链韧性更为重要。比如，有的行业产业链很

长，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应更重视提升

产业基础能力，这样才能强化产业链供应链

的自我稳定、自我修复能力。

一方面，要补齐短板。短板决定着产业

链供应链的韧性。补齐短板就是要在关系

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

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目的是在关键时

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

济正常运转。要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

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提升基础零部

件、基础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等基础

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尤其是健全强化集成

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

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

展 体 制 机 制 ，全 链 条 推 进 技 术 攻 关 、成 果

应用。

另一方面，要拉长长板。长板决定着产

业链供应链的核心竞争力。拉长长板就是

要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锻造

一些“撒手锏”技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

中的地位，确保在关键时刻拥有话语权。要

持续增强我国在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

信设备等领域的优势，拓展产业链上下游关

键环节，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链布

局，加快建设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

还要加快锻造新板。新板决定着产业

链供应链的未来。锻造新板就是要加快技

术创新，打造新产品，培育新产业，形成新优

势。为此，我们既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用

好国内大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推动 5G、智

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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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成是轨枕厂一名钢筋加工

老师傅。来到西成铁路项目后，他

意外地发现，同样是加工钢筋，但工

作不再灰头土脸。“以前轨枕厂到处

尘土飞扬，而且要靠工人肩背手扛、

手工作业，现在变化太大了。”刘建

成说。

在 中 铁 一 局 西 成 高 铁 XCTJ5

标智能轨枕厂，只见车间内机械臂

精准挥动，电焊机自主焊接，混凝土

自动布料，生产线高效运转，几乎看

不到工人⋯⋯

轨枕铺设在钢轨下方，平时不

被人注意，但在高速铁路运行中起

到了重要的支撑和固定作用，可以

提升列车运行的安全性与舒适性。

虽然轨枕体积巨大，但加工要求却

十分精细，生产一根双块式轨枕，要

经过 11 套复杂的生产工艺，最高的

外观尺寸标准偏差范围仅为±0.2

毫米。

“人工生产的轨枕合格率低，而

且不可控因素多。目前我们采用自

动化设备，轨枕合格率提升至 99%，

生产效率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中

铁一局西成高铁 XCTJ5 标智能轨

枕厂负责人李建伟介绍。

这套设备就是中铁一局基于生

产过程控制与调度自动化系统，整

合了 10 余台智能机器人的轨枕生

产线。

近年来，我国高速铁路发展迅

速，在 6 月份举行的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上，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特等奖，高铁技术树起国际标杆。

不过，高速铁路是一个系统，不仅有列车，还涉及轨道、部

件、电力系统、通信系统等各个环节。随着科技创新不断赋能

高速铁路建设，包括智能建造、智能施工等领域的自动化水平

实现了巨大提升。

“控制室中心控制台操控着整条生产线的全部智能工位，能

够做到总体或分项一键启停。同时，还可以实现数据采集、跟

踪、参数调节和远程监控、异常报警。”李建伟在控制室向记者介

绍，“控制室中心控制台的背后是5套智能化系统，从不同方面对

每根轨枕的原料、生产、耗时、养护进行全过程跟踪监控。”

智能化系统成为工厂的大脑，而每道工序上的智能化设

备则是提升效率的关键环节。

比如，布料后的轨枕已基本成型，但还需要一套重要的工

序——蒸汽养护。“轨枕看起来只是个水泥疙瘩，但是养护标

准很高，程序也很复杂。每个环节的温度差必须在控制范围

内，不能过冷，更不能过热。”中铁一局西成高铁 XCTJ5 标智

能轨枕厂总工程师赵俊峰介绍，没有采用自动出入窖设备前，

需要工人 24 小时监护，对温度进行实时调节，稍不留神温度

就会过高或过低。如今，这套智能化蒸养设备，能够实现后台

远程设定温度，持久恒温，完全实现了无人作业。

不只是轨枕，其他设备部件的生产也都开始迈向自动化、

智能化。

中铁一局西成高铁 XCTJ5 标智能轨枕厂还建成并投产

了智能化预制厂，采用 MES 制造执行系统，生产流水线应用

智能化设备，是全国智能化程度最高、产能最大、兼容生产产

品种类最多的预制件生产线。

中铁一局西成铁路项目负责人张秦告诉记者，通过技术

赋能和智能联通，智能化预制厂实现了小型构件从人工作业

到工厂化、智能化集成生产的突破；实现了传统生产到高效联

动作业的突破；实现了项目产能管理与安全环保管理双向提

升的突破。智能化与生产技术的深度融合，为高铁建设产业

升级提供了新动能。

7 月 23 日至 28 日，第八届中国—南亚博

览会（以下简称“南博会”）在云南昆明举办，

吸 引 来 自 82 个 国 家 、地 区 和 国 际 组 织 的

2000 多家企业参展，其中境外企业占比近一

半，涵盖南亚、东南亚所有国家。

本届南博会延续“团结协作、共谋发展”

主题，在政策沟通、贸易促进、投资合作、人

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促成投资

合作总金额超 100 亿元。

商务部副部长李飞表示，经过 10 多年发

展，南博会已经成为集货物贸易、投资促进、

旅游合作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展会

平台，在深化拓展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合作

方面，持续发挥政策交流、商品交易、投资合

作“三个平台”作用。

聚焦科技前沿

本届南博会集中展示了建筑业、制造业

等行业前沿科技成果，一众科技范儿十足的

展品吸引了参会者的目光。

在建筑科技馆，由中国中铁自主研发的

中国新一代自升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大桥

海风”号风电安装船、全球最大直径全断面

硬岩掘进机“高加索号”、打磨喷涂机器人、

抹灰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前沿技术及智能化

产品模型悉数陈列。

中建四局通过模型和全息投影呈现了

光储直柔技术、低碳光电模块化房屋、云端

工厂等最新成果。展会现场还展示了其自

主研发的系列低碳建材产品，包括轻质抹灰

石膏、泡沫混凝土和保温结构一体化混凝

土。“我们这次参展的主要目的是分享和推

广先进技术。”中建四局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西南分公司科技部经理朱大举说。

在云南交投展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了他们自主研发的新型 DC-DC 高效光伏

充电桩，已获 3 项专利认证。该充电桩为双

枪一体式结构，光伏发电后直接为电动汽车

充电，形成微网的同时与公共电网智能互

动，不仅能实现清洁能源供电，还能减轻对

区域电网的负荷冲击。此外，云南交投还展

示了一批新型智能装备，智慧高速综合管理

服务平台、智慧收费站、智能收费机器人、安

全管控无人机等，吸引了许多来自南亚、东

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驻足。

制造业馆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

亚国家和地区在数字合作中探索形成的创

新方案、先进产品、可行路径等。

在科大讯飞展位上，不少境外参展商对

可以将中文实时翻译成泰语、越南语、老挝

语等小语种的讯飞同传系统表现出浓厚兴

趣，纷纷在现场体验了一把。

据了解，讯飞同传服务已遍及 50 多个国

家和地区，支持超过 40 万场会议。科大讯飞

云南公司总经理徐艳宁表示，科大讯飞将持

续推动面向南亚、东南亚的人工智能多语言

技术研发应用及产业化发展，加快机器翻

译、多语言技术应用平台建设，加强人工智

能行业应用示范，在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研

发、产业创新服务、重点行业和领域示范应

用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为经

济社会发展赋能、赋智、赋值。

拓展合作领域

本届南博会进一步拓展中国同南亚国

家的合作领域，全面展示先进制造业、现

代农业、数字产业等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

潜力较大的产业。

本届南博会的一大亮点是首次设置咖啡

产业馆，吸引超过 160 家企业参展。“咖啡

产业馆展示咖啡产业发展现状，搭建行业

交流平台，全力助推云南咖啡产业提质升

级。”云南省统计局副局长胡明武表示，展

会期间，咖啡产业馆交易额突破 400 万元。

曼老江咖啡是云南本土咖啡品牌。该

公司总经理王橙介绍，在展会期间，曼老

江咖啡日均销售额突破万元。“目前，已有

数十家咖啡店、酒店等企业与我们进行了

对接。”

7 月 23 日，云南省地方标准 《小粒种

咖啡》 系列标准发布仪式在咖啡产业馆举

行。“系列标准发布标志着云南咖啡产业在

标准化、规范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为进一步提升云南咖啡市场竞争力和品牌

影响力奠定了坚实基础。”云南省咖啡行业

协会秘书长李功勤表示。

本 届 南 博 会 与 南 亚 国 家 开 展 务 实 合

作，将南亚馆增设至 2 个、展位数由 480 个

增至 776 个，南亚各国官方机构共组织超

400 家企业参展。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

兰卡等国家的手工地毯、红茶等特色商品

广受欢迎，实现“一个展会买遍南亚”。

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杨沐介绍，截至 7 月 27

日，南亚馆现场成交额累计超 500 万元。

南博会在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

作方面成果丰硕。数据显示，自首届南博

会举办以来，累计服务国内外 18000 余家企

业参展，吸引超过 400 万人次入场参观，外

贸成交额累计超过 1000 亿美元，促成 3000

多个项目签约落地。

提供全流程服务

收获一系列丰硕成果的背后是展会服

务水平的提升。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置贸易

无忧平台，分设综合服务区、交互查询区、业

务洽谈区、推介签约区 4 个区域，入驻云南商

务、海关、税务等部门，以及贸易代理、报关

报检、国际物流、跨境金融等 13 家专业机构，

为南博会各参与主体以及有关经贸往来提

供“一站式”全流程进出口贸易服务，解决贸

易后顾之忧。

杨沐介绍，截至 7 月 27 日，贸易无忧平

台已为 500 多家中外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举

办外资企业政企沟通圆桌会、边民互市 贸

易 进 口 产 品 推 介 对 接 会 等 7 场活动，并促

成云南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与新加坡物流龙

头企业达成合作，让更多的展品变为商品。

在平台助力下，展会累计签署内外贸合同金

额超 80 亿元。

“以往南博会没有针对进出口贸易环节

设置专门的服务主体，现场只有一些物流公

司。当参展商和采购商达成合作意向后，不

容易找到对应的服务。”云南省商务厅对外

贸易处副处长王焘表示，本届南博会首设的

贸易无忧平台有效解决了这一堵点、痛点问

题，能够提供综合性服务。

云南报关协会关务专家委员会成员傅

瑜说，展会期间采用轮班制，为企业提供所

需的进出口咨询服务。

“这两天有 10 多家企业来咨询贸易代理

事项。贸易无忧平台解决了过去客商洽谈

后缺少专业服务对接的难题。”昆明南亚东

南亚进口商品商贸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曹雨

昕说。

展会交易少不了金融服务支持。展会

期间，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入驻贸易

无忧平台，聚焦参会主体跨境金融服务需

求，服务企业在海外拓市场等方面的全流

程、全周期、全方位金融需求，为客户提

供结算、融资、汇兑、普惠金融、数字金

融等相关业务咨询及服务。

针对外贸企业融资需求，中国银行云

南省分行携系列服务方案亮相南博会，涵

盖出口 E 贷、云贸贷、个人经营贷款等多

款产品，通过线上线下双轮驱动，为参会

小微企业提供“一揽子”专业高效金融服

务支持，高质量助力参会企业“走出去”

和“引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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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批准，换
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村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25
许可证流水号：0109945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批准日期：1990 年 02 月 04 日
机构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村街 42 号附 11、12、
13 号
电话：028-87317057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4 年 07 月 12 日

以 上 信 息 可 在 国 家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网 站
www.cbirc.gov.cn 查询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下列银行业金融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

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终止营业机构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华达
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16
许可证流水号：01003325
批准日期：1996 年 10 月 28 日
机构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 266 号
电话：028-85139822
终止营业时间：2024 年 7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