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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袁军宝 邵鲁文 王志

“黑灯工厂”24小时自动运转、数据上
“云”为企业生产提效20%、蔬菜大棚内温
湿度信息实时采集……当前，山东加快推
进数实融合，重点推动制造业、信息技术、
能源、农业、海洋等领域实现更高水平数字
化，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赋予更强动力
和更大空间。

智改数转加速推进
工农生产开出“智慧之花”

在位于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潍
柴集团一号工厂总装车间，一台台工业机
器人快速“飞舞”，一辆辆自动导向车
（AGV）忙碌奔走，随处可见的LED电子显
示屏上，实时反映产品生产进度的数字持
续跳动，平均每85秒就有一台柴油发动机
下线。

作为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潍柴加速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融合
应用。“视觉识别、在线检测、机器人等诸多
先进的智能制造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生产过
程，从物料投放到在线检测，全过程实时监
测、实时动态调整。”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执行总裁、制造总监王健说。

潍柴集团是山东加速数实融合，推动
智能制造和产业数字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近年来，山东陆续出台《山东省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行动方案（2022-2025年）》《关于加

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
政策，实施制造业数字化提标行动、农业数
字化突破行动、服务业数字化提速行动等

“八大行动”，加快产业数字化。
在临沂市兰陵县山东绿沃川智慧农业

示范园，多台智能设备“各司其职”，工人只
需站在设备前输入简单指令，就可完成蔬
果播种等操作。示范园负责人龙学源介
绍，这一智慧化种植方式采用“物联网+”模
式，通过电脑可远程控制众多物联网传感
器和各种监控设备，高效保障高品质果蔬
生产。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安文建
说，去年山东数字经济总量达4.3万亿元，
占GDP比重超过47%，规上工业企业数字
化转型覆盖率达到87.3%，产业数字化指
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数实融合活力
指数均居全国前列。

搭平台、建“大脑”
铺就数实融合新桥梁

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山东推动产业
数字化的重要抓手。山东持续开展“工赋
山东”专项行动，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
用，打造出一批典型场景，带动企业“批量”
数字化转型。

在“中国轴承之乡”聊城临清市，工业
互联网平台成为轴承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密码”。据临清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
长李光介绍，全市轴承产业上“云”企业超

过400家、设备5000余台，相关企业平均
用工、能耗均减少约20%。

记者了解到，山东目前拥有46个国
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省级以上平台累计
接入工业设备超1000万台，服务全国企
业300余万家。

为进一步推动数实融合，实现政府、
行业及企业间的数据聚、通、用，为企业数
字化、产业数字化、经济治理数字化提供
技术支持，山东大力推进“产业大脑”建
设。

位于济宁市梁山县的山东曙岳车辆
有限公司，是一家专用汽车生产企业，由
于需要大量采购零部件，企业每个月库存
占用资金达3000多万元。今年，得益于
当地“产业大脑”建设，通过数字化共享平
台，该公司所有供应商货物信息实现共
享，大大提高了配货效率。

梁山县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部副部
长孙佩说，梁山县有专用汽车及零部件企
业800多家，去年，当地围绕专用车产业
提升发展所需的数据分析应用场景构建

“产业大脑”，汇聚了175家企业的200万
条产业数据，开发出产业图谱、集采集销
等10多个功能模块，促进部分企业运营
成本降低25%。

“重点行业‘产业大脑’的经济效益日
益突出，数据价值释放程度越来越高。”山
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数据产业推进处处
长孙志强说。目前，山东已先后培育32
个省级“产业大脑”。

完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数字山东“底座”

数字基础设施是产业数字化的“底座”，山东
提出，按照“需求牵引、适度超前”的原则，建强计
算“中枢”，壮实网络“躯干”，织密终端“末梢”。

在东营市胜利油田5G智慧油井项目，中
国联通东营市分公司服务部署5G终端4900
余套，可实现远程启停控制、无人巡检等功
能。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副总经理林军说，
5G终端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为工厂、高标准农
田、无人港口等领域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设
施支撑。

山东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截至去
年底，山东已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20.2万个，
16市全部达到国家级“千兆城市”建设标准，千
兆光网用户数突破1100万大关。

通讯网络“越织越密”的同时，以往的算力
“孤岛”也在被打破。今年5月，山东算网平台
正式启用。济南超算中心副主任郭莹介绍，山
东算网平台可以把全省算力服务商和算力用
户紧密地聚拢在一起，通过平台的运营为千行
百业、千家万户提供算力服务，目前已集成
1500多种应用软件，有1000多种应用场景。

“下一步，山东工信部门将瞄准数字化转
型主战场，全面提高各行业数字化转型覆盖
率，深度激发广大企业内在活力，聚力打造全
国领先的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山东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厅长张海波说。

新华社济南6月15日电

山东推动数实融合为产业发展插上“数字翅膀”

■本报通讯员 李志川 刘娜娜

夏天的微山湖，远眺是波光粼粼，举头
是鸟羽翩翩，拂面是清风习习，多姿多彩的
画卷吸引众多游客流连忘返。近年来，微山
县立足地处湖区、南北地形狭长、多元文化
叠加实际，积极践行“新时代文明实践赋能
乡村振兴”核心理念，以挖掘沿湖历史、现代
人文资源为根，以培育志愿服务队伍、打造
特色旅游项目为本，沿微山湖东线“串联”5
个乡镇，探索打造“微湖长虹”新时代文明实
践展示带，推动形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乡村
振兴同频共振新格局。

文明实践融合文化“两创”。在马坡镇
九曲村梁祝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小提琴协奏
曲《梁祝》不时萦绕耳畔。为传承“梁祝文
化”，梁祝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梁山伯与祝
英台”真挚爱情故事为背景，以“梁祝故里

爱情小镇”为设计主题，设置了民俗文化展
示区，摆放以“梁祝文化”为主题，特色鲜明
的民俗展品和手工艺品，让游客在了解微山
民俗的过程中，爱上微山手造。“微湖长虹”
新时代文明实践展示带以梁祝文化马坡镇、
仲氏故里孝文化鲁桥镇、伏羲文化两城镇、
运河文化留庄镇、家文化驩城镇为展示重
点，以传统文化为底色，成功打造了5个服
务功能完备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为富有
地方文化底蕴的温馨家园。

文明实践融合志愿服务。微山县北有
4A级南阳古镇风景区，南有5A级微山湖
旅游景区，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该县
聚焦推进景区“颜值与内涵”双提升，充分发
挥新时代文明实践展示带辐射带动强的优
势，无缝连接文明实践基地5个、村级文明
实践站145个、文明实践公园广场和家庭站
440余个，形成15分钟文旅资源文明实践

服务圈并立足游客实际需要，在各景点设置
“志愿服务岗”，提供免费充电桩、便携充气
泵等服务设施。同时，先后对实践站140余
名专管员和100余名志愿者进行导游知识
讲解、接待礼仪等专项培训，进一步满足游
客旅游引导需求。

文明实践融合产业发展。围绕加快乡
村振兴，微山县以“微湖长虹”新时代文明
实践展示带为纽带，整合沿线旅游、人文等
资源，开展乡村旅游规划、文创产品设计等
工作，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乡村振兴有
效融合，促进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马坡
镇发展特色旅游经济，举办“梁祝星空嘉年
华”等活动，激发消费活力，点亮乡村“夜经
济”。两城镇打造“网红+旅游”外宣平台，
宣传家乡特产和文旅资源，提升知名度、美
誉度。留庄镇重点打造运河文化艺术街
区，通过“渔民+网红”的推介形式，探索出

新时代文明实践和电商产业融合路径，实
现了由卖产品向卖体验的转型，每年增加
创收200余万元。

文明实践融合理论宣讲。结合湖区群
众生产生活实际，微山县着力探索党的创新
理论大众传播新模式。举办“走千村入万
户”暨“家长里短说变化·百姓讲给百姓听”
基层宣讲大赛，深挖理论宣讲人才，夯实队
伍基础。依托支部书记讲党课、中层干部讲
业务、宣讲骨干讲政策、百姓群众讲变化“四
讲”模式，全县组建宣讲队伍86支，打响了

“凡人微光”宣讲团、“端鼓腔”庄户宣讲团、
“湖上流动”宣讲团等宣讲品牌，逐步形成
“专家学者讲理论、党员干部讲政策、模范人
物讲事迹、百姓群众讲体会”的基层宣讲新
格局，真正做到“乡音”传“党音”，党音入民
心。截至目前，开展各类基层宣讲活动600
余场次，覆盖群众达6000余人次。

微山湖畔新风扬 本报嘉祥讯（通讯员 杨洋）近年来，嘉祥县以“本色家园·祥
城银辉”为牵引，积极探索老干部志愿服务工作举措，整合老干部
资源，壮大志愿服务队伍，推动老干部志愿服务工作提质增效。

建好“银发人才”信息库，实施动态管理机制。该县认真部
署“银发人才”信息库摸排工作，依托老科协、老体协等涉老团
体和47个离退休干部党支部，通过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
把热心于志愿服务和有专业特长的老干部凝聚起来，登记造
册、建立档案。“银发人才”信息库按照农业、教育、医疗、法律等
专业特点进行分类，同时实施动态管理。结合老干部特长扩建
和培育各具特色的老干部志愿服务团队，并适时举办老干部志
愿者骨干培训班和经验交流会，引导和提升老干部志愿服务团
队的“自我管理、自我运作、自我服务”能力。

打造品牌工作室，扩宽老干部志愿服务平台。推行“荣退+
报到”模式，引导老干部主动到居住社区和村居报到，积极助力
城乡基层治理、社区服务，开展养老防诈、文明城市创建、防溺
水宣传等志愿服务。指导13个镇街、23个城市社区及47个离
退休干部党支部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居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及小区“红帆驿站”，积极打造“老干部工作室”和“五老关
爱工作室”。探索“社区党支部+工作室+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工
作模式，全力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离退休干部党组织与社区党
组织融合共建，为老干部开展志愿服务提供宽阔平台，为社区
助老行动提供有力保障。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发挥老干部“银发”效能。根据老干部
志愿者爱好特长挖掘文艺骨干38人，带领社区老年人开展书
画、二胡、剪纸、棋牌等活动160余次。老干部志愿服务团不定
期在社区和村居举办健康讲堂、反诈防诈、智能应用讲座等80
余场，开展助老服务320余次。引导和鼓励62名老干部担任楼
长、网格员，参选业委会，主动调解邻里矛盾纠纷等，有效发挥
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为推动新时代“强富和美”新嘉
祥建设贡献“银龄力量”。

嘉祥县

推动老干部志愿服务工作
提质增效

新华社长沙6月15日电（记者 李恒）我国现有近3000万
名3岁以下婴幼儿，调查显示，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
求。这是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
15日在长沙举行的2024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介
绍的。

今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的时间为6月15日至7月15日，
主题为“放心托育 方便可及”。杨文庄介绍，随着家庭规模缩
小、育幼功能减弱，越来越需要现代化、社会化的托育服务。释
放托育需求，对于提升生育水平、保障女性就业、促进婴幼儿发
展具有积极作用。

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探索，通过协调场地、盘活资源、发
放补贴等多项措施，不断提升托育服务质量。比如，上海市的

“宝宝屋”、山东省济南市的“泉心托”等社区托育服务品牌赢得
家长信赖；杭州、长沙、西安等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和
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城市，探索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长沙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刘激扬介绍，当地对托育服务需求
进行深入调研，加快建设家门口、单位门口的便民托育园。截
至目前，长沙市共有托育服务机构706家，每千人口托位数3.93
个，社区托育机构覆盖率达78.42%。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期间，国家卫生健
康委还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托
育服务知晓度，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办托育，解决群众对3岁以下
婴幼儿送托“不放心”“不方便”难题，为群众提供最需要的托育
服务。

据介绍，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聚焦群众现实需求，多
渠道增加托育服务供给，提高托育服务质量，建立健全跨部门
综合监管机制，加强托育人才队伍建设。

我国超三成3岁以下
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记者 田晓航）近日，全国多地出
现持续高温和强对流天气。中医专家提示，炎热潮湿的天气容
易诱发中暑、胃肠道疾病等，人们应顺应自然变化，在饮食、起
居等方面作出调整以防暑祛湿，减少疾病发生。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高金柱介绍，
高温多雨的季节里，人体受到暑邪侵犯容易中暑，可能出现高
热、面赤、目红、口渴、心烦、气短乏力、四肢困倦、胸闷呕吐、大
便溏泄等症状，重者甚至会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平素体质以
湿热和痰湿为主的人此时更易感受暑湿之邪，从而影响脾胃运
化功能，引起相应症状。

“炎夏饮食宜清淡易消化，可以食用一些味酸或者味苦的
食物，避免进食辛辣刺激、油腻及生冷食物损伤脾胃。”高金柱
说，夏季出汗较多易耗伤人体津液，酸味能敛汗养阴，故适当吃
西红柿、山楂、乌梅、葡萄、杨梅等酸甘食物，可避免耗气伤阴，
又能生津解渴、开胃消食；而苦味食物可清热降火祛暑、消除疲
劳，如苦瓜、苦菜、莲子等；还可配合食用健脾祛湿、消食解暑的
食物，如冬瓜、薏米、扁豆、绿豆及山药等。

专家提示，炎炎夏日，房间应保持通风，高温下活动时间不
宜过长；日常宜及时补充水分，运动出汗后避免立即饮用冷饮；
运动以微出汗为度，避免过多出汗耗伤心阴、心血；保证充足睡
眠，尽量在21时至23时之间就寝。此外，调整心态、把控情绪，
配合百会、曲泽、内关、劳宫及涌泉等穴位按摩，可起到养心之
功效。

高温持续
中医支招炎夏养生

更快！
看中国高铁“新动作”

■新华社记者

时速350公里！京广高铁复兴号动车组列
车全线实现；

夕发朝至！北京至香港仅需12小时34分，
上海至香港仅需11小时14分。

15日，中国高铁“新动作”频出，再迎新跨
越。

早8时，首趟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的
G871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武汉站开出，标志着
京广高铁武汉至广州段安全标准示范线全面建
成，京广高铁全线实现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按时
速350公里高标运营。

晚8时许，D909次动车组列车从北京西站
启动，D907次从上海虹桥站启动，分别奔向香
港西九龙站。以此为标志，京港、沪港间首开高
铁动卧列车，京港、沪港间实现夕发朝至。北
京、上海至香港的全程旅行时间分别由24小时
31分、19小时34分压缩至12小时34分、11小
时14分。

这一天，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技术提升版列
车亮相京沪高铁；上海—上海虹桥的超级环线
高铁闪亮登场，横跨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全国铁
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客货列车双双增加，铁
路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再提升……

路网越织越密，行程日益便捷。
一个个数据，印证着中国高铁的不断前行：

到2023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9万公
里，其中高铁4.5万公里，“八纵八横”高铁网主
通道已建成80%、在建15%，路网布局和结构功
能不断优化。

“说走就走”，百姓出行半径随着“高铁经济
圈”的扩大而延伸。来自国铁集团的统计数据
显示，近年来，高铁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客
流，动车组列车承担客运比重持续提高。

京广高铁本线全线实现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后，将进一步压缩沿线

及周边城市间旅行时间。北京西、武汉、长沙南
至广州南最快7小时16分、3小时17分、1小时
59分可达，较目前分别压缩22分、23分、19分。

高铁飞驰，同时见证中国创新力的快速提
升。

回望中国高铁发展历程，依靠自主创新，中
国高铁基础设施和移动装备水平不断提升，一
步一个台阶，经历了时速200公里、250公里、
300公里、350公里。

未来，高铁列车运行时速还将从350公里提
升到400公里。目前，由国铁集团牵头实施的
CR450科技创新工程正全面推进，其中CR450
动车组样车正在加紧研制，将于年内下线。

伴随京广高铁武广段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按
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中国高铁安全标准示范
线建设刻下新的里程碑。截至目前，我国已有
京沪高铁、京津城际、京张高铁、成渝高铁、京广
高铁等线路建成安全标准示范线，复兴号动车
组列车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的高铁营业里
程达到6798公里。

看速度等级、动车数量、行车密度、运行能
力、平稳舒适性和安全可靠性，中国高铁稳居世
界领先水平。

在世界舞台上，中国高铁也早已成为一张
亮丽的中国名片，展现着中国由“制造”向“智
造”不断升级。

未来，中国高铁还将续写新的辉煌。
国铁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刘振芳表示，经

过“十四五”努力，到2025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将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万公里，铁路网
覆盖99.5%的城区人口20万以上城市，高铁网
覆盖97.2%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有力支
撑区域协调发展。

高铁飞驰，伴随着中国发展的脚步，流动的
中国将更加活力迸发。

（记者 樊曦 韩佳诺 丁静 王自宸）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6月14日，动车停靠在南京动车段南京南动车运用所（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方东旭 摄

（上接1版）

目前，王庄镇正按照村民自愿的原则，
因地制宜、一村一策稳妥推进，将土地“化
零为整”，将农户碎片化的小田块整合成集
中连片的土地，大力推动土地流转，“小田

并大田”规模化连片耕作。对于土地资源
丰富、有流转条件的村，该镇积极鼓励探索

“一村一块田”试点，通过合法、自愿的方式
进行流转、换田、并田，坚持分类施策，制定
自主经营、托管服务、契约管理三种经营模
式，实现“小田并大田”，由集体统一经营，

逐步形成规模效应，为实现乡村振兴开辟
新路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民增收致
富。

“小田并大田”，农民好耕种。近年来，
曲阜市进一步引导各村整合土地，聚焦“一
块田”改革，尊重农民主体地位，规范操作程

序，精心选择改革村，精准把握政策要求，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开发特色种植产业，逐
步带动全市产业调整。“一村一块田”改革蹚
出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新路子，撬动了农业农
村发展新动能，为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
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