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星探测器、高温超导磁悬浮车、
5G+远程医疗……前不久举行的第七届
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上，
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科技产
品闪亮登场，令观众赞叹不已。

科博会，是观察我国科技发展成就的
一个窗口。回顾新中国成立 70年以来发
展历程，从“两弹一星”到神舟飞天，从“蛟
龙”探海到高铁飞驰，从北斗组网到港珠
澳大桥飞架三地……如今，一个个新兴产
业蓬勃生长，一处处创新高地接续崛起，
科技创新支撑起跨越式发展。

创新不竭，动力不止。涌动的科技发
展大潮，让中国经济的内核不断壮大，创新
这个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日渐彰显，持
续释放出更为强劲和充沛的新活力！

写在前面的话

按照真机 1∶1比例构造的驾驶舱内，视景系
统呈现逼真的飞行环境，体验者缓缓推动操作
杆，同时用脚踩踏踏板调整飞行方向……第七届
科博会现场，R22飞行模拟器依仗酷炫的飞行体
验圈粉无数。

梦想是伟大事业的开端。1949年的开国大
典上，因“飞机少了点”凑不够空中梯队，受阅飞
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后不得不再次起飞。
2018年，我国水陆两栖飞机AG600踏浪而起、直
插云霄。至此，运-20、C919、AG600国产大飞机
“三剑客”实现蓝天聚首。从 1949年到 2018年，

中国人的“大飞机梦”穿越了半个多世纪。
从零起步、由弱到强，国产大飞机的发展历

程，映照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铿锵步履。新中国
成立之初，我国工业基础薄弱、设备简陋、技术落
后，和世界主要国家相比，工业水平落后百余年。
“亚轨道运载火箭主要在空间飞行实验验证

方面为科研院所提供服务。”科博会展馆一隅，展
区负责人李其畅正为观众作讲解。据介绍，我国
工业增加值已突破30万亿元大关，按不变价格计
算较新中国成立初增长 900余倍。换句话说，我
国用70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

同为明星产品，“复兴号”动车组、高温超导
磁悬浮车、北斗卫星、D200超声速巡航靶弹等模
型前，也聚拢了很多观众。
“时速几十公里的绿皮车早已留在人们记忆

中，疾驰如飞的高铁成了中国成就的范例。”“复
兴号”动车组模型前，一位老人侃侃而谈。据介
绍，截至去年底，我国铁路营运里程超 13 万公
里，其中高铁里程达 3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
里程的三分之二。

光阴荏苒，奋斗创造奇迹。借力科技创新，
我国已建立了门类齐全、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现
代工业体系，在重要领域形成了一批世界前列的
工业产品。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我国高新技
术企业达 18.1 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 13万
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增加到58.5%，科技发展不断
提升着中国名片的“含金量”。

科技发展提升中国名片“含金量”

智能机器人不仅对答如流，还能跟随动感音
乐翩翩起舞；无人驾驶自动售货车能感受障碍物，
路边顾客“招手即停”；“智慧检修工”挥动着机械
手臂，灵活地为故障车辆做“体检”……漫步科博
会各个展区，一股股智能化气息扑面而来。

此前，记者在距科博会举办地不远的重庆采
访了解到，随着多家企业智能化发展板块的落地
布局，重庆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探索层出不穷，智
能工厂、智慧应用等智能要素加速集聚，不断为
高质量发展灌注新动能。

今年8月底，来自深圳的一家创业公司发布了
一款拇指防抖相机，搅动了电子消费品市场。这款
加入AI剪辑的产品具备一键出片功能，让用户得以
解放双手，记录生活精彩瞬间。就是这家企业，凭
借高水准研发力压国外同类企业，产品销量近三年
增长超10倍，营收增长7.6倍。

这仅是我国企业智能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强化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加速攻关核心技术、
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着力人工智能发展成效明显。前不久公布的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19》数据显
示，2013年至 2018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
融资规模居全球第二，跻身全球第一方阵。

开放的中国，正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企业的“乐
园”。以上海为例，每天新增30GB交通数据流量，
为深挖数据潜能提供“燃料”；一个月，上海人工智
能行业融资额就超过50亿元；一年间，每3个人工
智能行业从业人才就有1个坐标在上海。

一叶知秋。在我国，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
略后，一系列创新利好政策如泉喷涌：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工作指引印发，工信部
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17个重点任务向社会广发
“英雄榜”……人工智能犹如新的动力引擎，加速为
百业赋能。在脉络清晰的发展蓝图下，人们已经能
感受到一幅智能化未来的新画卷。

智能化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生活中，人们很难想象T恤衫上能“长”出屏
幕。科博会上，一家科技公司为观众演示了这样
的情景：工作人员把一款柔性屏嵌在衣服上，不
但保持了着装的时尚感，而且实现了人机的全触
控交互。

无独有偶。科博会上，记者看到不少柔性显
示屏应用场景。据了解，2017 年，我国第一条 6
代柔性 AMOLED生产线实现量产。目前，国内
多家企业陆续推出各种规格的全面屏，打破了国
外企业市场垄断。

“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在产业、技术、关键材料
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可喜可贺。”工信部电子信息
司电子基础处处长王威伟说，实践证明，只有把
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
障国家科技安全。

曾几何时，我国制造业面临“缺芯少魂”的局
面。2015年 4月，我国 4家国家超算中心被禁止
购买国外高端芯片。一年后，基于我国完全自主
处理器研制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便登
上世界超算之巅。如今，3D NAND闪存芯片研

发取得突破；人们借助 5G瞬间就能下载一部高
清电影……70年来，从发挥成本优势，承接全球
制造业转移到自主研发、创新突破，我国生产方
式更加高效，产品质量加速提升。
“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只能批量生产他国创

新产品的国家了，中国制造正在转型为中国创
造。”在纪录片《中国创造》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
如此感叹。

凭借自主创新，我国工业体系和产业结构不
断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9.0%，快于规模以上工业 3个百分点，占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3.8%。在业内人士看
来，我国制造业正依靠创新驱动形成新供给，走
上从制造到创造的内涵式发展之路。

自主创新成为转型升级“加速器”

每一朵浪花都见证大海的澎湃
—从第七届科博会看70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单慧粉

科博会上展出的一款教育编程机器人，吸引观众驻足观看。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时事笔谈

时事写真

双频北斗芯片、5G全息通话、L4级无人驾

驶、AI智能体验……一项项新成果让人眼花缭

乱，一件件高科技产品让人赞叹不已。在近段时

间多地举行的科技主题博览会上，人们触摸科技

革命的脉动，走近创新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感受经济社会发展涌动的新活力。

“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

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出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的号召，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科

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明确我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

和突破口，取得显著成效。

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国际上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内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快

速升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供给的

质量和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为此，必须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资源优势，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深

度融合，让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科技创新有自身规律，尊重和利用其规律才

能从根本上提高创新能力。源头创新决定源头

供给。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源头创新的主体，只有

充分赋予其更大的科研自主权，调动科研人员的

创造力，才能更好地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

源头作用。为此，可围绕加速推进产学研一体

化，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加强合作，推动新

型研发机构和创新平台开展目标导向式创新。

同时，完善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稳定支持

机制，为高质量发展培育原生动力。

科技创新有赖于制度创新和服务创新，不

但须破除阻碍科技创新的体制束缚，优化科技

创新资源配置，还要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惩戒

科研失信行为，建设诚实守信的科技创新“软

环境”。同时，支持原创性重大科技创新，支持

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创新活动，加快发展科技

保险和创业担保，鼓励企业大胆开展科技创新

活动。

创新成果只有转化为生产力，才能成为发展

的推动力。当前，最紧迫的是顺应数字化和智能

化发展趋势，聚焦重点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开

展科技攻关，加快中低技术水平制造业向先进制

造业转型升级，尤其是推动新技术、新材料、新装

备和新工艺等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这期间，关

键是要实现创新成果与产业的直接对接，从而提

高创新成果的转化率。

当然，人才是支撑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锻

造一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就是涵养科技创新的

生命力。我们在培养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

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

平创新团队的同时，还要善于为人才发展松绑助

力，以深化改革筑牢人才发展的制度之基、开掘

人才发展的活力之源，营造有利于人才辈出、人

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环境氛围。

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
■冯金章 韩 彬

河北省内丘县北岭中心小学通过开设机

器人趣味科普课程，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技魅

力。这是该校学生在调试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智能时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早晨，当你像往常一样醒来时，机器人已

提前帮你打开了热水器；上午，你足不出户就
可以在虚拟空间里办公；晚饭后，你用 5G瞬间
便可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前不久，在四川绵
阳举行的中国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上，大批
观众体验了一把“智能生活”。
“画面没有一丝卡顿和延迟，太顺畅、太

快了！”现场体验 5G 加持下手机联网赛车游
戏的“速度与激情”后，来自绵阳市涪城区的
市民李波有些兴奋。他说，高速率、低时延、
大连接的 5G 实现了 APP、音乐、高清电影的
“秒下”，尤其是高清视频随意切换进度都不
会卡顿。

5G 全息通话、AI 人脸识别、MR 趣味游
戏……随着一项项“黑科技”产品闪亮登场，给
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场精彩体验。

刺激的 VR体验区，成为众多年轻观众的
“打卡地”。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记者亲身体验
了一款名为“VR战马”的主题游戏。带上 VR
头盔，坐在“马背”上，手持两个游戏柄……记
者被“带入”千军万马厮杀的战场上。鼓声雷
动、战马嘶鸣、箭如雨下……动感的座椅、逼真
的画面、全环绕的音效，让记者与“战场”高度
融合，俨然成为其中一兵。
“本次参展的 VR娱乐设施多为多联机、

外接投影屏，视觉、听觉和动感较以往展品体
验更加细致。”VR体验区负责人严新波告诉记
者，除了娱乐体验，他们还设置了 68个科普项
目，集中展示我国具有代表性的科普产品，让
群众在互动中学到科学知识。
“这个平台可以全方位模拟地震发生的过

程。”站在地震科普平台前，严新波告诉记者。
他说，借助一个动感模拟系统，人们可以还原
地震时地壳的复杂运动，再配以惊险、逼真的
情节设计以刺激体验者的视觉、听觉、触觉等，
给人身临其境之感。

伸出手掌，大门自动亮灯并开启；收到指
令，窗帘自动打开；打开手机，家电家居被掌控
手中……这些以往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情景，
如今一一呈现在记者眼前。据介绍，伸手开门
和用眼睛开门，实际上是掌纹识别和虹膜识别
技术。过去，这些技术主要用于高涉密研究机
构；如今，这些技术正进入寻常百姓家，给人们
生活带来“革命性”影响。
“这是一款多款物联网产品。”工作人员的

精彩讲解，成功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据介
绍，这款基于全空间语音交互技术打造的智能
家居系统，能联通电视、冰箱、洗衣机、空气净
化器等设备，且做到实时交互、实时响应，为用
户提供“随叫随到”的贴心服务。

说话间，记者手机屏幕上跳出一条信息：
通过“人脸识别”，贵州警方在茫茫人海中成功
抓获一名逃犯……
“现在，我们小区大妈办理社保业务用的

都是电子社保卡。”展台前，一位观众的话把大
家逗乐了。用手指了指身边的展板，又推了推
鼻梁上的眼镜，他接着说：“随着新技术的发
展，大数据信用查询系统、在线电子税务局等
一批电子政务应用接续登台，我们的生活会越
来越便利、越精彩！”

科技添彩
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单慧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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