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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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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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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王明浩 张漫子 高 亢
胡 喆 温竞华）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从2024中关村论坛看科技创新

从“中国的硅谷”到“世界的中关村”

新华社记者高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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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保护蔚蓝大海 将有哪些新部署新举措

新华社记者张 格 陈爱平 蔡馨逸

五一假期将至，记者在全国多地
热门景区走访了解到，为迎接八方来
客，各地提前部署，通过丰富文旅产
品供给、优化旅游公共服务等举措，
努力提升游客体验。同时，随着入境
游市场的持续升温，多地积极打通堵
点，不断提升入境游客旅行便利度。

文旅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多彩

走进位于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
许家洞镇的“七一一时光小镇”，一股
年代感扑面而来。“七一一时光小镇”
曾是一处矿区，完成历史使命后便沉
寂在时光里，直至去年9月经打造后
重现“芳华”。

“如今，这座资源枯竭型小镇摇
身一变，成为文旅新地标。”苏仙区文
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说，时光小镇即
将迎来开园后的首个五一假期，将推
出“老游戏大会”、文艺汇演等形式多
样的沉浸式体验活动。

据了解，五一期间，湖南各级文
旅机构将推出艺术展演、文博展览、
非遗宣传展示等活动千余场。

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
区春意盎然。在这一以唐风为主题的
街区里，记者看到身穿华丽古装的

“花神”舞步轻盈、衣袂飘飘，新布置
的繁花、翠竹、鸟雀、画屏等，让街区
增添了几分节日喜庆氛围。

为迎接五一假期，长安十二时辰
主题街区将推出春日限定场景与演
艺、非遗文化亲子研学游课程等，每
日将增加9场常驻演艺节目，并将营
业时间延长至晚上十点。

在上海，当地围绕“观文博、看美
展、赏好剧、听歌会、来海考（海派城
市考古）、享美育、逛景区、品食尚”等
8大板块，推出近 180个“乐游上海·
五一”假日臻选活动。

旅游公共服务更加细致优化

当下文旅消费越来越呈现多元
化、品质化趋势，游客对公共服务提
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出游高峰保障
提升游客体验，成为各景区不断探索
的内容。

——缓解“一票难求”。文博场馆
是市民游客假期里的热门去处，但常
常“一票难求”。为了方便游客提前做
好行程规划，不久前，上海博物馆对
参观预约系统进行优化升级，将预约
时间从提前7天延长至提前14天。五
一期间上海博物馆东馆将每日闭馆
时间自 17时延长至 21时，延长时段
内将增加参观名额3600人。

——破解景区停车难。自驾游已
成为不少人的假期出游选择，但高峰

期停车贵、停车难也是令不少车主头
疼的问题。

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湖南省张家
界市武陵源区，为缓解假期车位紧
张，城区范围内所有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停车场将免费对外开放。武陵源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龚兴隆介绍，届时
还将派专人在重要路口设立咨询服
务台，为自驾车提供引导服务。

——组建“旅游医生”志愿服务
小分队。4月 28日，一场特别的动员
培训会在张家界市召开。来自当地 8
家医疗机构的 200余名医务人员将
作为“旅游医生”，在五一期间奔赴各
大景区景点。

“张家界山岳型景区地形复杂，
游客一旦意外受伤或突发疾病，很难
在景区就近就地就医。”张家界市人
民医院副院长张进军说，“假日期间，
数十支‘旅游医生’志愿服务小分队
将进驻 31个景区景点，为游客保驾
护航。”

入境游举措更加便利便捷

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复苏。记者了
解到，上海、张家界、西安等入境游热
门目的地，针对入境游已相继出台多
项便利化措施。

为了方便外籍游客“抢票”，上海
海昌海洋公园在携程境外版开设专
项主题页，配有英文版介绍；上海博
物馆则在英文版官网开通了境外游
客预约通道，方便境外自由行游客直
接预约。

行走在张家界各大景区及周
边，随处可见写有中、英、韩三语的
招牌，一些餐厅、酒店、便利店的服
务人员还能用英语、韩语和客人无
障碍交流。

“为了方便国外游客游览，我们
的志愿者每天流动发放多语种宣传
资料，景区内的天子山索道、十里画
廊观光电车等交通工具还配备了多
语种讲解播报系统。”张家界武陵源
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
局长张冲介绍，景区官方线上订票平
台和线下各个售票窗口，都支持境外
护照购票和境外信用卡支付。

在西安城墙景区永宁门售票处，
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更好满足国际游
客支付服务需求，西安城墙景区 12
个城门售票窗口均放有“外卡”POS
机，并为入境游客提供消费场景支付
指南。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游览
北京之后来到了西安。这里有很多美
丽的、穿着古装的年轻人，唐文化演
出也十分惊艳。”俄罗斯游客娜塔莉
说，“旅行中，我感受到了一个热情、
安全、交通便捷、充满活力的中国。”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玩得尽兴！
看热门景区

如何提升旅游体验

牂牁江大桥吊装合龙施工现场（4月28日摄，无人机照片）。
当日，随着最后一段钢桁梁吊装到预定位置，贵州交建集团投资建设的

纳晴高速牂牁江大桥顺利实现合龙，为纳（雍）晴（隆）高速全线建成通车打下
坚实基础。

牂牁江大桥位于贵州省晴隆县和普安县交界处，大桥全长1849米，主跨
1080米，桥面至江面最高距离380米。 新华社记者陶 亮摄

牂牁江大桥顺利合龙牂牁江大桥顺利合龙

4月28日，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实验小学，学生们动手体验烹饪立夏蚕
豆饭。

“五一”国际劳动节临近，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新华社发（谭云俸摄）

多彩活动迎多彩活动迎““五一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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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