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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遗失声明
●海口龙华印象闽岩茶业商

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106MA5REU6K0P）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奥美节能科技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JAFJ44）遗失财务

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至辰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E91AGQ8L）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杨丽英）法人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日月创典实业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CYKW86）不慎遗

失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海口五指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王鹤）法人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核心要素，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

创新培育新动能。

“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

肩负起历史责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

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习近平

总书记“四个面向”的殷切嘱托，为我

国科技事业锚定了方向。

循着“四个面向”的指引，科技与产

业深度交融、同频共振，源头创新蓬勃

涌动，前沿成果加速落地，越来越多的

“创新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量子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

6月 16日，安徽省量子信息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发布消息，我国首款面

向千比特规模设计的超导量子计算

测控系统 ez-Q Engine 2.0已于合肥

等地正式交付使用。

“这是我国在量子计算核心设备

领域实现的重大自主突破。”测控系

统研发负责人、安徽省量子信息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唐世彪说。

一台高性能的量子计算机，离不

开高精度的测控系统。 ez-Q En⁃
gine 2.0就是科研和产业合作、在量

子计算机“祖冲之三号”研发过程中

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典型。

“在保持核心技术指标国际先进

水平的同时，我们的价格还不到国外

产品的一半，新一代测控系统有望重

塑市场格局。”唐世彪讲道。目前，该

产品已批量交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电信量子集团等 9家科研、产业单

位，累计提供超5000比特测控服务，直

接助力量子计算机“祖冲之三号”的研

发攻关，为我国后续研发更大规模可

纠错超导量子计算机打下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科

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力争

在一批重大科技专项上取得新突破，

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从实验室奔向生产线，成果落地

是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有力

体现。这项突破，不仅是我国关键技

术自主化努力的结果，更是落实总书

记“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重要指示的生动实践。

如今，牢记总书记嘱托，越来越

多量子前沿技术加速“上架”，成为改

变我们生活的超力“量”。

国盾密邮、国盾密盘、量子安全

会议平板一体机……今年 4月底，科

大国盾携多款量子产品亮相第三届

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

会，量子通信悄然走进人们的手机、

平板电脑；脱胎于“量子大街”实验室

里的国产量子计算机与“巢湖明月”

超级计算机成功“牵手”，实现“量超

融合”协同运算；第三代自主超导量

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为全球143个
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成功完成超 50万
个量子计算任务，涵盖流体动力学、

金融、生物医药等多个行业领域。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我国科研工

作者还持续在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

间科学等高精尖领域创新突破，一批

重大原创成果竞相涌现。各地加快培

育未来场景，抢占科技制高点，更多前

沿科技走出实验室，奔向生产线。

商业航天激活产业链

北京亦庄，“火箭大街”建设如火

如荼，这是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共性科

研生产基地，仅2024年，“亦庄箭”就完

成入轨发射13次，入轨卫星超80颗。

“这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基地，更

是创新的赋能平台，通过提供‘一站

式’共性试验验证服务，并通过共性

技术平台共享试验设备，帮助企业提

效降本。”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

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产业专

班主任马朝说。

近年来，商业航天爆发式增长，

这种“源头活水”般的创新平台吸引

了产业上下游高度聚集。“火箭大街”

所在的北京亦庄，汇集了 160多家空

天企业、600多家航天生态企业，商业

火箭集聚度达到全国的 75%，互联网

卫星集聚度全国最高。

“总书记提出‘让市场真正成为配

置创新资源的力量’，商业航天作为新

质生产力的代表，近年来发展势如破

竹。从准入开放激发活力，到资本‘用

脚投票’引领方向，市场以其独特的敏

锐性、竞争性与趋利性，将人才、资本、

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汇聚到最需要、

最可能产出的领域。”在建设现场，一

家卫星通信行业头部企业创始人说。

“商业航天已成地区产业的催化

剂。”北京经开区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谈

起产业链：以航天技术为核心，带动上

中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从材料研发到

电子制造，从软件编程到精密加工

……“火箭大街”让“左邻右舍”集聚成

势，给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024年，商业航天作为“新增长

引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推动商

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

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面向经济主战场，我国加快发展

新兴产业，以创新驱动产业深度应

用，一大批新能源、空天科技、新一代

信息技术、氢能装备等热门领域产业

链不断延长、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形

成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

“煤制油”夯实能源基石

2024年11月30日晚，长征十二号

运载火箭在震耳轰鸣声中成功首飞，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首次烧“煤”。

这一燃料的关键原料“煤制油”，部

分来自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凝

聚着张飞跃和团队十余年的心血。

作为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

制油合成油厂厂长，张飞跃全程参与

了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

——400万吨/年煤间接液化项目，在

宁夏银川东部一片荒漠上“创业”。

“吃饭的嘴不能总搭在别人碗边

上。”张飞跃说，“煤制油”一度遭遇技

术封锁，他们大胆创新突破，选择了

技术国产化之路。

气化装置是煤制油项目的核心装

置，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神宁炉”，不

仅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还克服了外

国气化炉只能“吃”精煤的缺陷，让我

国“煤气化”不再受“气”于人。

2016年 12月，项目成功投产，我

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全套煤制油工

业技术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

重要指示：“这一重大项目建成投产，

对我国增强能源自主保障能力、推动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民族地区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是对能源安全高效

清洁低碳发展方式的有益探索，是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成果。”

这座戈壁滩上崛起的“超级工

厂”，如今项目整体国产化率达

98.5%。2021年项目达产以来，已连

续 4年满负荷稳定运行，累计生产油

化品超2000万吨，接近全国煤制油产

能的一半。

“我们不断创新突破，加快煤制

油技术升级，让‘一块煤’实现更大价

值裂变。”张飞跃说，国能宁煤 400万
吨煤制油项目，从刚开始只有液化石

油气、石脑油、普通柴油等几种初级

石油产品，到后续开发出环保液体

蜡、轻质白油等20多种高附加值化工

品，吨煤价值提升了7倍左右。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全球首次海

洋天然气水合物和深海浅层气联合

试采成功，强化能源安全；移动式混

联加工机器人助力载人航天、探月等

国家重大工程……任务导向型研究

领域的技术创新，如同强大催化剂，

助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力潜

能不断释放。

“脑机革命”解锁健康新维度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的脑机接

口康复治疗室里，因脑卒中上肢瘫痪

的老吴头戴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装置，

左手在外骨骼机械手臂辅助下完成

伸展、合拢……

老吴没想到有一天能用意念操

控手指，这多亏重庆云脑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研发的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系

统。“被送到医院时我左手左脚都动

弹不得，一个疗程后，生活基本能自

理了。”老吴说。

“脑机接口从一个看似‘科幻’的

概念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临床诊疗‘生

产力’。”重庆云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海峰说，这为患者康复提供

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

当老吴想着“握住左手”，非侵入

式脑电帽就开始采集他的脑电信号，

将指令发送给手功能康复机器人，带

动其手部完成这一指令。“相当于人

工搭建了一条体外神经通路，代替受

损的中枢神经系统，实现由被动康复

向主动康复转变。”医院康复医学科

副主任医师谢梦说。

“近年来关于脑机接口的研究成

果密集产出，但要真正实现产业化落

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回想产业

化初期，张海峰感慨万千，“要在近

1000亿个神经元的大脑中清晰分辨有

效信号并分析解码，最终实现智能化

的诊疗方案。作为国内最早开展脑机

接口产业化的企业，无前例可循。”

“在日复一日的试验中，我们成

功建立了数据分析模型，并不断迭代

优化算法。”张海峰说，2018年企业脑

机接口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率先获得

医疗器械注册证。如今系列产品在

400余家医疗机构进行临床应用，服

务超50万人次。

“总书记强调‘健康是幸福生活最

重要的指标’。加强健康领域技术创新

和产业化落地是保障人民健康的有力

支撑。”张海峰说，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

医疗技术创新已迎来发展黄金期。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国产质子治

疗系统等医疗重器“从无到有”，癌

症、白血病防治药物等实现突破，融

合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新型医疗模

式快速发展……“脑机革命”的创新

成果正越来越多转化为普惠大众的

医疗“生产力”。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记者

刘菁 陈诺 戴威）

又是六月考试季，随着各地中考

陆续落幕，中考体育成绩也成为社会

关注话题。

近五年来，体育中考改革步伐加快，

分值提升、形式革新。这项关系千家万

户的考试，因何而变，又都改了什么？

以考“破题”，倒逼孩子“动起来”

4月 16日一早，安徽省合肥市中

考体育考点、第七中学南门外聚集了

不少考生，在领队老师指导下有序热

身，外圈围着送考家长，盛况几不亚

于文化课考试。

每年在体育中考集中的四至五

月，这样的场景都会在各地上演。体

育曾是被忽略的“副科”，如今却牵动

着每一位家长的心。

这种变化，与改革“动真格的”、

中考体育分值不断攀升直接相关。

近年来，青少年“小眼镜”“小胖墩”

“小豆芽”“小焦虑”等四小问题凸显。

连续几年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青少

年约五分之一面临超重和肥胖；儿童青

少年近视率超50%；约有500万名中小

学生出现脊柱健康问题……

2020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等文

件连续发布，要求改进中考体育测试

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并

逐步提高分值。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

学生的命根。”

云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王宗平

认为，为扭转青少年体质困境，体育

中考是行之有效的“破题点”，用“指

挥棒”效应倒逼家校重视，让孩子们

切实“动起来”。

云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副处长

李华海说，云南中考满分700分，体育

占的 100分举足轻重，各方重视程度

自然提升。

随着改革推进，学校体育工作日

益落到实处。江西芦溪县的一名家

长曾德喜说，孩子过去常生病，如今

体质变好，假性近视改善，“心态也更

阳光，甚至文化课都进步了。”

从今年情况看，合肥市区共有4.28
万名学生参加体育中考，45.57%的考生

获得满分60分，平均分达到57.42分；北

京延庆区香营学校平均分达到49.3分
（满分50分），自2022年以来，该校学生

体质健康优秀率从22.7%跃升至51.1%。
小学也提前“备战”，北京第二实

验小学学生的体测优秀率在六年间

提升了约15%。

提分扩容，体育中考改了啥

随着相关文件政策不断出台，各地

切实“动了起来”，主要改革趋势如下：

——分值权重跃升，体育渐成

“主科”

2020年，云南率先将中考体育从

50分提高到 100分，分值上与语数外

持平，体现了体育“主科”地位，也符

合国家文件中“体育与语数外同等重

要”的导向。

其他地区积极跟进。河南自去

年起将体育分值由 70 分提升至 100
分；北京近年来将体育由30分逐步提

至 50分，并发文明确在 2029年达到

70分；江西则从 2015年的 10分逐步

提升到60分并延续至今。

——完善考核结构，优化评价

体系

不少地区摒弃了传统的“一考定终

身”，转为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

合。北京要求学生在四、六、八年级分别

进行考核，并纳入体育中考总成绩；江西

南昌要求初中生每年体测成绩计入总

分，倒逼学生日常锻炼。

一些地区对评分方式进行了创

新。疫情后，云南一度将中长跑项目

由“计时”改为“计次”，学期内跑够次

数即合格，保障安全也培养运动习惯；

此外，可将竞赛成绩折算入中考分数。

科技手段应用日益广泛。合肥包

河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张艳说，当地正

在探索将AI等智能设备应用于过程性

评价，“比人工更准确，也防止争议。”

——丰富项目设置，满足个性

需求

王宗平认为，体育中考改革应优

化项目设置，体能与技能并重。

北京近年来将项目由“8选 3”扩
充为“22选 4”，兼顾素质项目与个人

兴趣；江西鹰潭将中长跑作为唯一必

考项，其余项目“6选 2”，涵盖篮球运

球、排球垫球等，鼓励学生掌握 1至 2
项运动技能；在广西，民族体育项目

成为一大亮点，南宁将抛绣球纳入中

考，侧重“玩有所得”。

一考永逸？配套改革不能少

体育中考改革成效初显，但深入

探讨仍在继续。

张艳认为：“没有完美的考试。

目前的体育中考满足了绝大多数人

的需求，数年实践下来运转流畅，家

长、老师和学生普遍接受。”她觉得，

第一步还是重在倒逼“动起来”，改善

青少年体质；未来可在此基础上持续

优化。

学校体育并非一“考”永逸。针对

一些“考什么练什么”的体育应试倾

向，合肥市教育局副局长陈雪梅说：

“学校体育需要各项工作的积累，在此

基础上，体育中考才能真正发挥其促

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牵引作用。”

配套改革正同步深化。今年以

来，各地教育部门要求落实每天“一

节体育课”“体育活动两小时”，对保

障运动时长、丰富体育活动提出刚性

要求。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开展“体育

是第一学科”改革，学生可以在体育

课上自主选择项目；江西芦溪镇第三

中心学校的课后服务提供多种体育

“菜单”，学生参与率高达99.1%……

“要让‘运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的理念浸润校园。”北京第二实验小

学校长芦咏莉说，体育塑造完全人

格、培养核心素养的作用不可忽视。

除了中考之外，还应“持续进行体育

教育改革，构建育人新生态。”

考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如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是让青少年在

运动中强意志、健身心。”陈雪梅说。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记者

许仕豪 李丽 周畅）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就美与有关国家关税
谈判情况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28日就美与有关国家关税谈判情况答记者问时

表示，中方乐见各方通过平等磋商解决与美方经

贸分歧。同时，呼吁各方应始终站在公平正义的

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决捍卫国际经贸规

则和多边贸易体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一方以牺

牲中方利益为代价达成交易，换取所谓关税减

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予

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有记者问：近日，美方官员称，正在加紧推进

与有关经济体谈判，有望在7月9日“对等关税”90
天暂停期结束前与部分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对于

未达成协议的国家，可能单方面设定关税税率。

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作

出上述回应。

发言人说，今年4月以来，美国对全球贸易伙伴

加征所谓“对等关税”，这是典型的单边霸凌做法，严

重冲击多边贸易体制，严重破坏正常国际贸易秩

序。对此，中方一直坚决反对。实践证明，只有坚定

捍卫原则立场，才能真正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海军山东舰航母
编队将访问香港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记者黎云）经中央

军委批准，7月3日至7日，由航空母舰山东舰，导

弹驱逐舰延安舰、湛江舰，导弹护卫舰运城舰组成

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访问香港，期间组织系列开放

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同胞更加直观、深入

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创新力”变“生产力”
——科技创新点燃发展引擎

中考体测为啥改？改了啥？
——体育中考改革观察之一

□编者按：一年一度的中考

牵动万千家庭，中考体育测试也

备受关注。2020 年 10 月，《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接连发布，要

求强化体育评价，改进中考体育

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

在文件颁布五年之际，新华

社记者赴多地调研体育中考改革

情况，围绕“改了什么？有何成

效？还怎么改？”等话题，推出“体

育中考改革观察”一组三篇稿件，

即日起每天播发一篇。

6月28日，“氨晖号”停靠在码头，准备在安
徽合肥巢湖水域首航（无人机照片）。

当日，全球首艘纯氨燃料内燃机动力示范船
舶“氨晖号”在安徽合肥巢湖水域首航成功。这标
志着氨燃料在船舶领域的工业化应用取得重大突
破，为航运业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开辟了一条切实
可行的全新路径。

此次首航的“氨晖号”由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能源研究院与旗下的深圳海旭新能源有限公
司联合研发，搭载一台200kW的高速气体内燃
发电机组、2台100kW推进电机及双桨推进系
统，满载50吨，额定航速为10节。

新华社记者 周牧 摄

全球首艘纯氨燃料
内燃机动力示范
船舶首航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