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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好处。4 月 25 日，

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开幕。北京向

世界敞开创新合作的大门，迎接来自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者。

这是一场吸引全球目光的盛会，

一批世界级成果“首秀”，一系列创新

黑科技密集“上新”……

这是一场“山顶的相遇”。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巴里·马歇

尔分享他眼中“好奇驱动的研究”，菲

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畅谈“女性与科

学发展”，两位图灵奖获得者共议人

工智能发展前沿……

这也是一场“蝶变之旅”。诞生

于2007年的中关村论坛，历经10余年

积淀，已成为我国积极参与世界科技

创新实践、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

重要窗口，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

国际开放合作的重要见证。

看得见的创新力：500微
秒、76秒、5分钟

什么是“中关村速度”？中关村

论坛现场，这个答案简洁而有力。

1微秒是百万分之一秒。超导量

子计算领域，相干时间每提高1微秒，

都是对材料和工艺的巨大挑战。

“早在2021年，我们就把量子比特

的相干时间提高到了500微秒以上，打

破了2020年3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创造

的360微秒的世界纪录。”北京量子信

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于海峰说。这是

当时国际文献报道的最高值。

这个被称作“量子院”的新型研

发机构总能让人眼前一亮：每每亮相

中关村论坛，都有新突破——

2020年，全球首台量子直接通信

原理样机推出。2021年，打破世界纪

录的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芯片发

布。2023年，国内规模最大、单芯片

比特数最高的量子计算云平台“夸

父”，比肩国际先进水平。

今年，第二代“夸父”量子云算力

集群的亮相再添惊喜。高达590个量

子比特“飞驰”在云端，运算之快、保

真度之高，多项指标跻身国际“第一

梯队”。

“像密码破解、药物研发、交通与

物流优化这些攸关国计民生的应用

场景，量子计算将大大加速计算速

率，有望破解‘算力焦虑’。”量子院执

行院长常凯边演示边介绍。

76秒，这是小米下线一台 SU7汽
车的时间。不久前，“1秒钟下线 1部
手机”的小米智能工厂在北京北部落

成投产，位于北京南部的小米汽车工

厂就再传捷报。

细数小米汽车的“杀手锏”，从电

驱、一体化电池，到超级大压铸，再到

智能驾驶、智能座舱，五个关键领域

的核心技术自研均实现多维度领先。

创新的动力，源自改革的活力。

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成

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排头兵，中关村发

挥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作用，先行

先试一批辐射全国的改革举措，释放

出创新主体的无限活力。

中关村创新驱动下，2023年北京

新设科技型企业高达12.3万家。算一

下，平均不到5分钟，就有一家科技型

企业在北京诞生。

本月刚满周岁的北京芯智达神

经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北脑二

号”，在今年中关村论坛年会上一经

发布，即惊艳四座——“它解决了大

规模单细胞信号长期稳定记录和解

码的国际难题，填补了我国高性能侵

入式脑机接口的空白。”

“未来产业是用‘明天’的科技锻

造‘后天’的产业，脑机接口又是未来

产业的布局之一。我们必须只争朝

夕。”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

罗敏敏说。

“看不见”的竞争力：迈过9
个“1”

“我是一个‘老’中关村人，在这

里创业了32年。小米，也是土生土长

的中关村企业。”4月 25日一早，小米

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就来

到中关村论坛。

开幕式上，他深情回忆起14年前

出发的那一幕：“2010年，我和小伙伴

们一起喝了一碗小米粥，在很小的一

间办公室就开始创业。中关村真的

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一个十几个

人的小公司从创办之初就心怀天下，

希望做全球市场……”

这个“村”到底有多神奇？

工作人员引记者来到 2024中关

村论坛年会的分会场所在地，一个典

型的中关村园区：中关村软件园。会

场内，“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 50人论

坛”火热进行，会场外，又是一番创新

跃动的图景。

这片被称为“后厂村”的土地，1
平方公里能够创造的产值高达 1831
亿元。翻开园区 5 年来的地均收入

图，从969亿元到1831亿元，拉出一条

上扬曲线，5年间增长近一倍。

如此强劲的增长力从何而来？

“创新是重要支点。今天的含‘科’

量、含‘新’量，成就了明天的含‘金’

量。”中关村软件园总经理姜爱娜一

语道破。

得益于技术趋势的前瞻判断、创

新要素的有效配置、产业生态的优势

释放，不论原始创新还是技术落地，

中关村软件园都探路世界前沿、瞄准

国际一流。

它向“新”攀登的足迹是中关村

拔节生长的一个缩影。2020年，中关

村示范区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突破14万件，不到4年，这一数量已增

长近一倍，突破26万件。中关村示范

区企业总收入从 2014年的 3.6万亿元

提高到2023年的8.6万亿元。

从曾经的京郊荒野到如今的国

家“名片”，一个“村”的敢为人先、风

雨兼程，书写了一个奋进时代，也锻

造了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在这个“村”的创新引领下，加快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北京，已经

迈过这些“1”——

看成果，北京被引论文数量、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在国内首屈

一指。

看企业，北京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

兽”企业数量，稳居全国第一。

看增长，这十年，北京年技术合

同成交额、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每日新设科技型企业数量、高技术产

业增加值均增加了1倍多……

可感知的影响力：从50个
到100多

今天，世界再次看向中关村。

这在多次参与中关村论坛的创新

工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李开复看来

是一种必然。“全世界看中关村，就应

该像全世界看硅谷一样。”李开复说。

中关村，一直被视作“中国的硅

谷”。从百度、小米，到海博思创、智谱

华章……诞生了一大批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

兽”企业，多项创新指标领跑全国。

今年，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

外嘉宾齐聚一堂论道科技——这一

数字是 2019年的 2倍，本届论坛外籍

致辞演讲嘉宾占比首次超过50%。

开放合作，始终是中关村论坛的

题中之义。“创新：建设更加美好的世

界”这一主题，在表达中国积极参与

世界科技创新实践的同时，也得到了

外宾的认同和赞许。

“国际合作不是一种选择，而是

一种必需。”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

席穆斯塔法·申胡倡议：我们要把更

多创意、技术转化为实用方案，不仅

为了当下，更是为了未来——通过创

新，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务实推进

的细节，在中关村论坛的会场内外俯

拾即是——

今年，有“硬科技企业成长摇篮”

之称的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大赛，迎

来了它的第七次总决赛颁奖礼。本

届大赛的国际参与度再创新高，来自

75个国家和地区的 3100多个项目参

赛，国际项目数量达到上一届的4倍，

占参赛项目总数超四成。

今年，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

增设了“科技外交官交流合作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等19个国际组织、外国政府部门主

承办17场平行论坛。

更高的国际参与度、认可度，折

射出中关村论坛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也展现了中关村的全球链接力与辐

射力。

走进来，300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关

村设立了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走出

去，中关村企业设立的境外分支机构

从几百家增至数千家，节节攀升。

从机器人在“黑灯”工厂生产的

手机在海外卖出上亿台，到中国“土

生土长”的创新药频频在海外获批，

这个“村”的创新成果正在为更多国

家和人民所用、所享。

中关村不只是北京的中关村，更

是中国的中关村，世界的中关村。

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开幕式上，

新出炉的《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

建设方案（2024-2027年）》为中关村

指明了新的目标——由过去的“加快

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变为了“全

面建成”世界领先科技园区。

今天，1.7万家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400余家上市公司、85家“独角兽”

企业、11家营收超千亿元企业，勾勒

出中关村迈向世界创新舞台中央的

坚定步履。站上新的起点，中关村将

拥抱新的更加灿烂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

王明浩 张漫子 高亢 胡喆 温竞华）

碧海银滩也是金山银山。加强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有哪些新成效？下一步有何新

部署新举措？生态环境部 28日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有关情况。

推动三大重点海域环境质
量持续稳中向好

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是“十

四五”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标

志性战役之一。此前发布的《重点海

域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对“十

四五”时期渤海、长江口—杭州湾和

珠江口邻近海域等三大重点海域综

合治理作出部署安排。

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副

司长张志锋介绍，“十四五”以来，三

大重点海域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进

展。但三大重点海域面临的总氮等

污染物排海压力仍处高位，典型海洋

生态系统的恢复修复还需较长一个

时期，重点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

基础还不牢固，综合治理攻坚的任务

依然艰巨。

他表示，要继续抓紧抓实入海河

流总氮治理与管控、入海排污口溯源

整治等关键任务，深入推进陆海统

筹、河海联动、区域协同的污染防治

攻坚，推动三大重点海域环境质量持

续稳中向好。同时，以红树林、自然

岸线、滨海湿地、生态保护红线和各

类海洋保护区等为主要对象，会同相

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

复和常态化监管，不断提升重点海域

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此外，要紧盯各地在攻坚过程中

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实施“一河一

策”“一湾一策”精准治理，推动重点

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取得预期成效。

到2027年美丽海湾建成
率达到40%左右

近岸海域水生态环境好坏主要

体现在海湾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指

出，到 2027年，美丽海湾建成率达到

40%左右。

张志锋介绍，目前全国已有 130
多个海湾出台美丽海湾建设实施方

案。生态环境部已经分两批遴选出

20个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并总结凝练

出福建厦门“四化”海漂垃圾治理、山

东烟台“河湖湾”污染联防联治、江苏

盐城“生态+”综合治理、海南三亚“六

位一体”部门联动机制等一系列经验

做法。

如何持续深入推进美丽海湾建

设？张志锋说，要重点抓好 100多个

海湾的“一湾一策”综合治理，因地制

宜建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海

湾。要坚持治理与监管并重，指导督

促沿海地方深入做好海湾生态环境

摸底调查，继续加大海湾生态环境的

综合监管、智慧监管力度。

他同时表示，第三批美丽海湾优

秀案例征集活动已经启动，生态环境

部将紧盯海湾生态环境质量和保护治

理成效，进一步加强征集遴选过程中

的定量化评价和公众满意度调查等。

开展为期三年的拉网式海
洋垃圾清理行动

海洋塑料垃圾污染来源复杂，影

响范围广，常态化治理监管要求高。

张志锋说，生态环境部会同多部门共

同制定了《沿海城市海洋垃圾清理行

动方案》，将于近期印发实施，主要任

务是组织各沿海城市，以毗邻城市建

成区的65个海湾为重点，系统开展为

期三年的拉网式海洋垃圾清理行动，

并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体系和制度

机制等。

他介绍，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

法对建立健全海洋垃圾治理监管工

作体系和制度机制作出详细规定。

这些规定体现了系统治理的思路，形

成了海洋垃圾陆海统筹治理的闭

环。从模式创新看，浙江台州“蓝色

循环”海洋塑料治理新模式2023年荣

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把渔民在海

上捡拾回收的废旧塑料，变身为更多

高附加值产品。

生态环境部还组织秦皇岛湾、厦

门湾等 11个重点海湾在全国率先实

施专项清漂行动，一年来累计清理海

洋垃圾约 5.53万吨，并探索积累了丰

富的实践经验。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会同有

关部门和沿海地方，深入推进实施

《沿海城市海洋垃圾清理行动方

案》，并通过无人机、视频监控等多

种技术手段，加大重点海湾塑料污

染的常态化监管力度，指导督促沿

海地方依法落实好海洋垃圾监测、

拦截、收集、打捞、运输、处理等各

方面任务，不断建立健全从源头治

理、环境清理到回收利用的闭环管

理体系。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

高敬）

我国推力最大液体动力
点火试验圆满成功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记者胡喆 付瑞
霞）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
月 28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自主研制的

130吨泵后摆液氧煤油发动机完成四机并联点

火试验，发动机总推力超 500吨，这是我国液体

动力发展史上推力最大、系统最为复杂的一次

发动机点火试验，是首次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

机四机并联点火试验，对四机并联方案进行了

“全面体检”，为今年新型火箭首飞奠定了坚实

的动力基础。

泵后摆发动机，是一种将摇摆装置后置的

发动机，能够有效减小发动机工作占用空间、减

轻发动机结构重量、降低火箭伺服摇摆力矩。

六院研制团队突破了高温高压大流量富氧燃气

摇摆装置等关键技术，并进一步优化了发动机

系统方案，解决了大功率旋转机械振动控制等

难题。该发动机与现役的 120吨级液氧煤油发

动机相比，推力更大、性能更高、结构更紧凑，在

同等火箭直径内可布局更多的发动机，有效提

高火箭运载能力。

四机并联，是把四台技术成熟的发动机系统

“组合”在一起工作，而不是简单的“捆绑”在一起，

这样既可以为火箭提供更大的推力，又可以一定

程度减少系统的复杂程度。多台发动机协同工作

给研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带来了许多新挑

战。六院研制团队通过深入的机理分析和大量的

数字仿真，攻破了起动同步性、复杂力热耦合环

境、故障识别与处置、垂直装配与整体交付、试验

及测控等多项技术难题，确保了发动机和四机并

联方案的稳妥可靠。

六院主管副院长兼液氧煤油发动机总师李斌

表示，四机并联试车成功，验证了泵后摆发动机多

机工作的协调性和最大力热环境下的工作可靠

性，证明了发动机完全具备了飞行应用的条件。

试验结束后，发动机经检测处理，将交付飞行

应用。

从“中国的硅谷”到“世界的中关村”
——从2024中关村论坛看科技创新

这是2024年4月27日拍摄的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内景。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推动保护蔚蓝大海
将有哪些新部署新举措

3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859起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记者孙少龙）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8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

年 3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785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0855人（包括94名地厅

级干部、702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7450人。

根据通报，今年3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316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779人。其

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

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2809起，

批评教育和处理4252人。

根据通报，今年3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

靡之风问题469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6076人。其

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 2216
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612起，违规吃喝

问题1015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