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国内
2020年10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姜迪|美编：周春旭|责校：李传富

“自动驾驶启动中……”随着车内的
提示声响，一辆自动驾驶的出租车，正从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科创十五街启动，
载着乘客驶向6公里外的北京城乡世纪广
场。车辆不仅自主实时识别周边障碍物，
还可根据路况自动变道、变速行驶，内部
装配的智能屏幕上，行车轨迹清晰可见。

作为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主
平台“三城一区”中的“一区”，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着力建设高品质产业新城、智造
之城，随着高精尖产业创新发展，“智
慧＋”正在赋能越来越多的生产生活，不
断满足人民需求。

今年9月，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
范区在北京经开区启动建设。“这里采用
的网联云控系统是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
更高阶段，即车辆不仅能感知信息，还能
利用云上数据做出决策、判断和控制。”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孔磊说，未来自动驾驶系统将逐步融入
智慧城市建设的体系之中。

在位于经开区小米智能工厂内，搬运
机器人正在转移物料，抬头是密布的空中
传送带，产品包装更是由机器完成后自动
进入货架等待运送，一台台设备仪器闪着
灯光，硕大的车间内空无一人……

小米智能工厂厂长周毅介绍，这座由
5G技术驱动的智能工厂中，国产化设备
利用率达到了85％，每分钟约能自动生产

60 部智能手机，效率比传统工厂提升
60％以上。由于全厂生产管理过程、机械
加工过程以及包装储运过程全程自动化，
在无人状况下进行，也被称作“黑灯工
厂”。

“小米智能工厂其实是我们新材料、
新工艺以及高端产品的预研工厂。”小米
科技董事长雷军说，等新技术和工艺成熟
后，小米可以开放给全行业赋能制造业，
把互联网思维用到设备领域，有望大幅度
降低智能制造硬件设备等成本。

在医药领域，原创一类新药、大型医
疗设备、康复器械在北京经开区不断问
世。2019年，由本土研发的创新药“罗沙
司他”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交付出厂，
并被纳入2019年医保目录，中国的肾性贫
血患者将以更低价格、最早用上这款口服
创新药。

今年6月，北京经开区制定了新的产
业规划，提出以实现 6000 亿元产值目标
进一步推动四大主导产业，包括新一代信
息技术、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汽车、生
物技术和大健康、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
业。

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背后，生态环境同
步得以改善。

今年3月，凉水河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段（亦庄）入选全国首批17个国家级河
湖示范段，是北京市唯一一条全国河湖示

范段。在沿岸的亦庄新城滨河森林公园，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凉水河
新景观，让途经这里的居民们心旷神怡。

北京经开区土地储备与建设服务中
心基建处处长魏建环说，凉水河两岸铺设
了33公里的骑行绿道和健身步道，随着季
节变换，在这里可次第欣赏到油菜花、二
月兰、国槐、月季、银杏等众多北京乡土植
物营造的美景。

记者在公园看到，光伏智能座椅可以
将手机通过蓝牙连接音响，播放手机中的
音乐；智慧灯杆上，银色的呼叫按钮可以
帮助游人随时与公园指挥中心联系；自动
感应的垃圾桶不仅能智能打开投放口，还
可以自动通知环卫人员来清理。魏建环
说，目前凉水河示范段已经实现了新材
料、人工湿地、河道净化、风能、再生水和
雨水利用五大技术的集成创新。

智慧出行、智慧制造、智慧医疗、智慧
城市……越来越多的智慧场景在这里形
成，众多高精尖产业的发展成果，正不断
惠及百姓生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
委书记王少峰说：“经开区既是首都高精
尖产业的主阵地，也是宜业宜居的产业新
城。抓好高精尖项目落地，做好政策服
务、环境服务和生活服务，提前谋划产业
布局，将有力推动经开区高质量发展取得
新成效，不断增强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新华社

为了解决搬迁群众随迁子女放学后无
人照看、无人辅导作业等问题，贵州省很多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都配套开办了“四点半
课堂”。专门规划学习场地，安排辅导老师，
提供托管服务，并利用周末开设兴趣班。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下
午5时许，贵州省铜仁市大龙经济开发区德
隆新区的“四点半课堂”里，小孩们正跟着志
愿者学习交通安全知识。记者在现场看到，
教室里课桌、椅子摆放整齐，数十名小孩安
坐其中。

德隆新区是大龙经济开发区3个跨区
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之一。正在给这群
孩子上课的，是刚大学毕业的西部计划志愿
者姜树先。“很多孩子从农村搬到城市不久，
迫切需要了解交通安全知识。”姜树先说，孩
子们在上学及日常生活中都需要过马路，学
习交通安全知识、熟悉交通标识很实用。

“我每天五点钟才下班，根本没有时间
照看孩子。”学生家长张月霞说，把孩子送到

“四点半课堂”，她可以安心工作。“孩子回到
家也不需要我再多费神，在‘四点半课堂’就
能把作业做完，为我们这些文盲家长减轻了
不少负担。”她说。

同样的场景，也在贵州省兴义市的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里上演。家住洒金街道南
兴社区、目前在洒金小学上二年级的黄雪
丽，是南兴社区“四点半课堂”的忠实“粉
丝”。每天下午放学后，她都会到“四点半课
堂”做完作业后再回家。

兴义团市委书记李寿勤介绍，下午四点
到六点是小学生监管的“真空期”，开办“四
点半课堂”，可以解决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照
看孩子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工作，同时
丰富随迁孩子们的课余生活。

姜树先告诉记者，德隆新区的“四点半
课堂”目前共有4名志愿者。除了准备上课
的内容外，他们还会为参加“四点半课堂”的
孩子建立专属成长档案，用来收集孩子们在
课堂上的绘画、手工、书签等物品，见证他们

的成长与进步。
记者了解到，除了“四点半课堂”外，很

多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还配备建设了图书
室、书画室和舞蹈音乐室等，成为很多易地
扶贫搬迁社区孩子拓展知识、丰富课外生活
的理想之所。

“除了周一到周五开设‘四点半课堂’，
周末还开设了兴趣班，有音乐、舞蹈和绘画
等课程。”李寿勤介绍，“四点半课堂”的辅导
老师主要包括从兴义市中等职业学校的老
师和学生中选拔的志愿者、西部计划志愿者
以及公益组织的社工志愿者。

黄雪丽喜欢电子琴，但因家庭经济条件
困难，过去她没有机会学习。兴趣课程开班
后，小雪丽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到兴趣班学习
电子琴，在志愿者的指导下，现在她已经能
够弹奏简单的曲目。

“我们目前有5处‘四点半课堂’正在运
行，还有2处即将对外开放，尽可能地覆盖所
有易地扶贫搬迁儿童。”李寿勤说。 /新华社

记者28日从山西省扶贫办获悉，山西
省近年来联动实施退耕还林奖补、造林绿
化投工、森林管护就业、经济林提质增效和
特色林产业综合增收等林业生态扶贫“五
大项目”，每年带动约52.3万贫困人口实现
稳定增收。

近年来，山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创造性地将生态治理与脱贫攻
坚相结合，以退耕还林、生态造林为重要抓
手，探索“一个战场”同时打赢生态治理与
脱贫攻坚“两场战役”。

山西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山西
近年围绕荒山增绿、群众增收两条主线，组
建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搭建群众参
与生态治理、获取劳务收益的平台，每年惠
及贫困人口52万人以上，累计带动贫困户
增收10亿多元。

在吕梁市兴县赵家坪乡，开源扶贫攻
坚造林专业合作社的社员连日来抢抓秋季
植树的好时机，掀起了新一轮的造林新高
潮，而这个以贫困户为主体的造林合作社，
今年要完成1000亩的植树任务，还要保证
85％的成活率。

“我自从加入开源扶贫攻坚造林专业
合作社以来，每年种树、管树能挣两万六七
千元，只用一年时间就摘掉了‘穷帽子’。”
58岁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赵金涛说。

如今，在山西58个贫困县，“合作社＋
贫困户、政府购买式造林”的林业生态扶贫
模式“遍地开花”。由贫困户组成造林专业
合作社直接参与造林工程，验收合格后，政
府以购买社会化服务办法回购林地，贫困
户赚取劳动报酬，通过对林木进行长期管
护，贫困户还可再获得一份管护收入，增绿
增收实现“双赢”。

据统计，目前山西省58个贫困县共聘
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集体林管护员3.08万
人，人均年工资超过7000元；全省共组建
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3378个，吸纳贫
困社员7.03万人，年人均增收8200余元。

/新华社

10月 28日，工作人
员在湖东街道的“水上稻
田”收割稻谷。

金秋时节，浙江湖州
吴兴区湖东街道的25亩

“水上稻田”迎来丰收。
湖东街道水域面积占辖
区面积近 1／3，水系治
理压力大。今年年初，湖
东街道在辖区水域试点
种植“水上稻”，既能实现
生态治水，又能产出生态
稻谷。 /新华社

“四点半课堂”
为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分忧

北京经开区：高精尖产业赋能“智慧＋”生活

湖州
“水上稻田”

迎丰收

山西林业生态扶贫
每年惠及50多万贫困人口

连日来，河北省曲周县槐桥乡西漳头
村银絮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500余亩棉
花开始采收。两台大型棉花采摘机同时
作业，不到一天时间就完成了150余亩棉
花的采收任务，节省人工采收费用6万余
元。

“棉花机收作业对土地、株距、长势要
求较高，前期管理极为重要。”合作社理事
长任景河说，他们在中国农业大学、河北
农业大学、河北省棉花所等单位专家的指
导下，实施了激光平整土地、卫星导航膜
上打孔播种、无人机防治病虫害、水肥一
体膜下滴灌等一系列新技术，给农业装上
了“智慧大脑”，成本和收益实现“一减一
增”。

近年来，曲周县通过与中国农业大
学、中国农科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合作，
引进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远程控制、智
能管理、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
手段，对农作物管理进行精准预测和干
预，让5万余名农民依靠“智慧农业”增收
致富。

曲周县设立了县校合作办公室，探索
建立了项目共建、数据共用、成果共享等
多项工作机制，与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
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中国农业大学
曲周实验站副站长张宏彦说，中国农大在
曲周参与的“智慧农业”项目就有3个，曲
周成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的
重要平台和基地。

一方面把“外脑”请进来，一方面组织
本地农业大户走出去。据曲周县委书记
李凡介绍，曲周县规模化农业经营主体几
乎都有高校或科研院所做科技支撑，涌现
出百余名“专家型农民”。当前，科技对曲
周农业的贡献率达到 72％，农业产业化
率达到68％。 /新华社

河北曲周发展“智慧农业”
推动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