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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熙熙攘攘的人群、各式各样的花灯、嘈
杂热闹的街巷……走进广西侨乡玉林市，到
处一派热闹的景象。连日来，玉林各地推出
国潮非遗大赏、元宵游园会、赏灯猜谜、音乐
烟花秀等丰富有趣的活动，让市民、游客感
受热闹非凡的元宵佳节。

夜色渐浓，华灯初上。元宵节前夕，一
场别具特色的露天音乐节在玉林市容县奏
响欢庆元宵佳节的前奏。古筝独奏、歌曲串
烧、器乐合奏等表演引得观众阵阵欢呼。

“音乐节丰富了大家的娱乐方式，也很
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喜好。不少广西本土的
音乐创作者带来一些新的音乐作品，我很享
受，希望音乐节能够持续举办下去。”现场观
众覃广红说。

独具风味的美食小吃、可观可学可品的
非遗代表性项目及产品、老百姓大舞台系列
活动……春节到元宵节期间，在容县容州古
城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当地
将古城夜市、古城景区、古城商业街等侨乡

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和城市景观等相融合，
打造“吃游购娱玩”一体化消费平台。

“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越来
越丰富，我们不断创新娱乐方式，持续丰富
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音乐节已经连续举
办三届，受到了老百姓的持续好评。我们希
望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充分挖掘传统
文化的魅力，带动文旅消费。”容县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局长杨理说。

循着阵阵鼓声，记者走进玉林市玉州区
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客家古村落广恩村，一
串串大红灯笼诉说着节日的喜庆。鼓声隆

隆，舞狮翻腾，现场不少观众拍照打卡。“舞
狮是节日期间不可或缺的活动。我们的舞
狮队从春节到现在去了很多地方表演。”舞
狮队教练朱显任说。

“11日到 15日，我们持续开展丰富的
文化活动。除舞龙舞狮外，我们还开展剪
纸、芒编、采茶舞等非遗活动，11日村里参
观游览量约5万人次。”广恩村党委书记田
海潮说，民俗文化展演活动开拓了传统文
化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的新场景，营造浓
厚的节日氛围，让历史悠久的古村落再次
焕发盎然生机。

在广恩村的广场附近，民俗展演吸引众
多观众。身穿绿色罗缎的采茶姑娘手持簸
箕，将生产劳动用舞蹈的方式展现；一双巧
手加一把剪刀，上下翻飞间，栩栩如生的花
鸟虫鱼顷刻显现……

“元宵节期间，我们举办系列文化娱乐
活动，通过科技赋能、场景再造、跨界融合
等，让元宵节焕发时代生机。希望市民游客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交融中，更好体验
节日欢乐，感受文明之风。”玉林市文化广电
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刘一帆说。

（新华社南宁2月13日电）

听一场音乐会 品味非遗展演
——广西侨乡玉林市欢度元宵见闻

新华社记者 武思宇 黄庆刚

新春市面上新产品、新场景、新热点
接二连三，亚冬会激发冰雪热、“非遗年”
助力文博游……通过新春新市面这扇观
察窗口，新一年中国经济的活力与潜力正
在显现。

新市面的活力，体现在新的优质产品
和服务创造出更多消费需求。市场的活力
是具体的。“全国网上年货节”和“老字号嘉
年华”上新不断，国潮点亮消费市场，消费
者不吝于拿出真金白银为“好东西”投票。
几个月前网上还有疑虑“为什么观众不进
影院”，新春陆续推出的高质量影片带火票
房，小哪吒脚踏风火轮强势出圈，观众们争
相用一张张电影票亲身参与“百亿元的大
项目”。爆款产品背后的创新不易，结出的
果实更加甘甜。

新市面的活力，也源自消费新需求激发
新供给。年轻群体在春节期间传承辞旧迎
新、阖家团圆的传统，也打开更多消费新场
景，以独特方式展示消费偏好、创造消费潮
流。享受一顿地方特色的美食盛宴，体验一
场“一夜鱼龙舞”的非遗表演，消费的“情绪
价值”被拉满。带来全新体验和更多选择的
首发经济、首店经济日益受到青睐，成为消
费新增长点。消费场景在数字化赋能下，不
断向沉浸式和互动式的方向进化，形成更加
丰富多彩的业态。

新春市场供需两旺，新机遇涌动，新动
能释放，离不开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加力扩
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开展零售业创新提
升工程，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深化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从中央到地方，
一系列提振消费务实举措加快落地，内需潜
力不断释放。

春江水暖，未来可期。新春新市面的火
热，是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不断
涌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转化为发展
的新活力，将让这个春天更加生机盎然。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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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开学第一课
2月13日，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在兴化市周庄初级中学给学生讲解法律知识。
当日，全国部分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第一天，学生们在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中开启新学期。

新华社发（周社根 摄）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记者 朱超 陆君钰）外交部
发言人郭嘉昆13日表示，中国消费市场的红火兴旺反映的不
仅是需求的回升，更是各界对中国经济发展信心的提升。中
国将以自身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经济增长
注入更强的信心和动力。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全球多家金融机构
发布的2025年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正逐步显
现成效，消费和服务业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在刚刚过去的
春节假期，中国消费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8%，
其中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9.9%和12.3%、跨境
游整体订单同比增长三成。花旗集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
国蛇年开局良好”。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郭嘉昆介绍，蛇年春节，中国消费市场春潮涌动：国潮文
化、非遗体验、冰雪经济、消费品以旧换新热度空前，数码转
型、科技赋能催生新的消费业态，中国消费市场正实现从“量”
到“质”的变革；“洋年货”供销两旺，中外游客“双向奔赴”，中
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为各国提供巨大合作机遇。

郭嘉昆表示，中国消费市场的红火兴旺反映的不仅是需
求的回升，更是各界对中国经济发展信心的提升，折射出中国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内生动力显著增强、发展韧性不断加大。
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见效，中国将以自身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强的信心和动力。

外交部：

中国消费市场红火兴旺
反映各界对中国经济发展信心提升

新华社台北2月13日电（记者 刘斐 谈昦玄）台中市
新光三越百货大楼13日11时许发生爆炸。截至20时，事故
共造成4人罹难、30人受伤。目前，伤者已全部入院医治，现
场未发现还有受困人员。

记者从台中市政府新闻局获悉，经过整天搜救，已初步
控制灾情。新光三越已被要求停业，事发原因正由检察机构
调查。

当日下午，一度传出事故造成5人罹难、13人轻重伤的消
息。后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一名停止心肺功能的危重伤者
被救回，伤情数字至晚间更新为4人罹难、30人受伤。其中，
有一家四代7名伤者为澳门游客，其中2人不幸离世。

事故发生于该大楼12层美食街。事发后，百货大楼前满
目疮痍，建材和砖块散落满地。事发楼层外墙与玻璃被震碎，
露出一排大洞。楼层内部一片狼藉，严重处管线乱垂如蛛网、
地板顶板几无完整、桌椅台柜残破倒毁。

接获事故报案后，台中市消防局出动各式消防车27辆、
消防人员62名前往现场救援。中午时分，台中市政府成立二
级灾害应变中心，汇集消防、警察、卫生、劳工等多个部门进
驻，进行相关救灾、戒备、调查及善后工作。

台中市政府表示，相关部门将依法对涉事单位进行处罚，
并相应安排发放死亡慰问金。

台湾媒体关注到事故登上大陆微博热搜第二名，并报道
了不少大陆网友的暖心留言，包括“祈祷平安”“看得人心慌，
真是无妄之灾”“应该又是燃气爆炸吧……威力那么大，用气
安全真的很重要啊”等。

台中百货大楼爆炸事故
已致4死30伤

灾情已初步控制

新华社上海 2 月 13 日电（记
者 吴振东 陈杰）当内部活性锂
离子消耗殆尽，锂电池是否只有报
废这一条路？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
系彭慧胜/高悦团队提供了全新路
径，他们创新设计出锂载体分子，这
种分子可像药物一样，以“打一针”
的方式注入废旧或衰减的锂电池
中，精准补充损失的锂离子，实现容
量恢复，从而大幅延长电池的寿
命。北京时间2月13日，相关成果
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

科研团队成员、复旦大学高分子
科学系青年研究员高悦表示，经过对
电池基本原理的深入分析和大量实
验验证，团队发现电池衰减和人类生
病一样，是某个“核心组件”发生了异
常，其他部分仍然完好，“那为什么不
选择‘治病’，开发变革性功能材料，
对电池进行精准、原位无损的锂离子
补充，从而延长其寿命？”基于此，团
队提出大胆设想——设计锂载体分
子，将其注射进电池，对电池中的锂
离子进行单独管控。

据介绍，锂载体分子需具备严
格且复杂的物理化学性质，而这种

分子机制此前未见报道先例，无法
依靠理论和经验进行设计。为此，
团队利用人工智能，结合化学信息
学，将分子结构和性质数字化，引入
有机化学、电化学、材料工程技术方
面大量关联性质，构建数据库，并通
过机器学习进行分子推荐和预测，
最终成功获得了锂载体分子——三
氟甲基亚磺酸锂。

合成这种分子后，团队验证了
其符合各种严苛的性能要求，且成
本低、易合成，和各类电池活性材
料、电解液等有良好的兼容性。通
过在真实锂电池器件上的实验证
明，新技术可使电池在充放电上万
次后仍展现出接近出厂时的健康状
态，循环寿命从目前普遍的500至
2000圈提升到12000至60000圈。

“无论是实现电池寿命的延长，
还是避免大规模报废造成的环境污
染和资源浪费，‘精准治疗’都是一
种可行的技术方案。”高悦表示，团
队正在开展锂载体分子的宏量制
备，并与电池企业合作，力争将技术
转化为产品和商品，助力我国在新
能源领域的引领性发展。

我国科学家创制“精准治疗”技术

助锂电池“起死回生”

新华时评新华时评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实时监测温室大棚状态，精准执行施肥
浇水、温度湿度控制等任务；与远在太空的
卫星形成联动，快速精准完成耕地识别；人
形机器人身手敏捷、行动迅速，在危险复杂
环境中执行任务……这是“人工智能+”辅
助实现的工作场景。

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人工智能高度关
注，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
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战略性新
兴产业高效成长，赋能未来产业“加速
跑”……“人工智能+”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和创新发展中，正不断塑造新优势、激发新
活力。

种菜更“智慧”

启动高精度自动播种机后，仅有芝麻粒
大小的水培蔬菜种子便精准“着陆”到海绵育
苗块上；穿梭车将水培蔬菜种植板推送到自
动堆垛机上，还顺便清洁了营养液水槽……

山东德州临邑县一家智能植物工厂的
蔬菜大棚，绿意盎然，充满科技感的操作十
分吸睛。

“这里主打特色是‘人工智能种菜’，每
天出库生菜、奶白菜、苋菜等水培蔬菜约
500 公斤，发往北京、江苏、广东、安徽等
地。”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农业
事业部总监朱子强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
和产业发展融合。我们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紧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在2023年
时机成熟时，选派200多名技术人员进行技
术攻关，建成了这座新型智能植物工厂。”朱
子强介绍。

500多平方米的蔬菜大棚里，紧密排列
的6排种植架足有14米高。每层种植板都
配备6列LED补光灯，通过大数据计算，可
以对蔬菜进行精准补光作业。

“还有更酷炫的操作。”朱子强边说边
演示，一排排育苗种植板通过传送带从种

植区转移到分拣区，后台运行的人工智能
平台实时分析识别图像，发现哪棵幼株上
残留着泛黄的叶片时，机械手便会迅速精
准定位并将其摘除，机器对幼苗自动筛选
分级精准度达98%。

朱子强说，目前企业已将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到播种、分栽、采收、清洗等工序，农业
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记者观察】
田间大棚里，智能化种植、农业机器人

大幅提高农业种植效率和水平；汽车生产线
上，涂装机械臂按照“工艺规范”准确操作；
商场里，智能导航导购等服务陆续推出……
人工智能正逐步渗透到诸多传统产业领域，
推动生产流程、管理模式、产品创新等转型
升级，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活力。同时，
记者也深刻感知，技术的迭代升级，对技术
的操作者——“人”的跨学科能力提出更高
要求，急需既懂技术又熟悉行业知识的复合
型人才，推动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迈向高
质量发展。

给卫星安装聪明“大脑”

卫星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代表
之一，当它与人工智能技术“碰撞”，又将擦
出怎样的高科技“火花”？

“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在太空遨游，将
“洞察”的信息纷纷传递给“大脑”——位于
长春市的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地面
接收站。

长光卫星市场经理马鉷介绍，公司运营
的“吉林一号”星座已有117颗遥感卫星在
轨，生成的数据广泛应用于农林生产、环境
监测、智慧城市等领域。随着卫星数据规模
增大，传统人工的遥感信息处理方式已难以
适应海量遥感数据的快速解译。

“我们希望卫星的‘大脑’变得更‘聪明’，
能够更快速、更精准处理数据。”马鉷说。如
何实现这一目标？“人工智能+遥感”这一新技
术受到技术人员关注。

邀请人工智能专家授课，研读人工智能
遥感技术前沿论文，历经一年多，企业成功

研发出适配“吉林一号”星座的人工智能遥
感大模型。

马鉷以农作物定损为例介绍，遥感卫星
拍摄完农作物后，以前需要工作人员自行完
成地物分割等大量操作，如今人工智能可以
快速替代人工，短时间内完成耕地识别，工
作效率大幅提升。

谈及未来发展，马鉷充满期待：“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今后我们会
不断完善人工智能遥感大模型，让这一战略
性技术在航天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记者观察】
诸多新应用新融合显示，人工智能技术

以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智能化决策支持和
数字化平台优势，助力新兴产业“直道领跑”

“弯道超车”，成为塑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优
势的重要抓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
展，新兴产业领域将涌现更多商业机会和发
展空间，自动驾驶、智能医疗、药物研发、基
因编辑等新产业新模式快速成长，不断创造
新的经济增长点。

人形机器人初长成

“你好！欢迎来到小Q咖啡厅，想喝点
什么？”

名叫小Q的人形机器人在确认顾客需
求后，另一个“咖啡师”机器人在后台忙碌起
来。短短几分钟后，一杯香浓的咖啡就被端
了出来。

两名“服务员”，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自动
化研究所人形机器人攻关团队研制的谱系
化人形机器人Q系列成员。

“它们的‘伙伴’还有很多，包括能实现
机器人全身姿态准确跟踪与平衡控制的仿
生高动态机器人Q1，实现室内外各种复杂
地形的自适应与稳定运动的多地形适应机
器人Q2，拥有不同环境适应能力的高爆发
运动机器人Q3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多模态人工智能系统
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乔红说。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集成体

现，更是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之一。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
高点，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
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科技
创新，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这让从事机器人应用研究的乔红团队
更加明确研发重点。机械结构设计、运动控
制算法开发、软件与系统集成……结合多年
技术积累，团队过五关斩六将，突破了高爆
发一体化关节、AI赋能设计、机器人大模
型、类人柔顺控制等核心技术，打造出Q系
列人形机器人。

但团队并不满足。让“聪明”的人形机
器人服务民生，是初心，更是不断向上突破
的动力。

“我正在设计一台灾害救援机器人，可
攀爬斜坡，移动速度快，续航能力强，抗高
温，耐冲击……”实验室里，乔红不断调整设
计方案。让这款专为复杂危险环境设计的
人形机器人早日投入应用，是她的心愿。

在国内众多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
更多的人形机器人将逐渐走进工厂、学校、
商场、家庭、养老中心等，成为你我生活中的
一员。

【记者观察】
人工智能本身就是前沿技术领域，当其

与其他前沿技术深度融合，可推动跨领域技
术协同创新，加速未来产业技术突破与应用
落地。从各地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看，人工
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创新融合带来人形机器
人产业，人工智能与通信、能源、材料等产业
深度融合衍生出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
材料等产业。科研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嘱托，积极前瞻性布局“人工智能+未
来产业”项目，组建“未来产业创新联合
体”，加快建设交叉学科的人工智能协同创
新平台，推动共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未
来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生态。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人工智能+”，助力产业向新行
——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观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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