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园园

近日，《观·品》十国摄影组织主席作
品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展览共展
出 200 幅国际摄影作品，观众可品悟来
自“一带一路”不同国家摄影组织主席的
摄影风格，领略“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独
特的民风。

图为观众观看摄影作品。
本报记者 洪星摄

“一带一路”

沿途民风

◎本报记者 王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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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NEWS

◎本报记者 李丽云 通讯员 何 静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10日电 （记者张盖
伦）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研究百年耕耘、薪火赓

续的重要成就，是学习理解中华文明、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借鉴。10 日，国家文

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

工作会，专题通报河南安阳殷墟考古与甲骨

文研究重要成果及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

高系统回顾了 90 余年殷墟考古历程。他表

示，殷墟考古实证了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系

统展现了商代社会文化面貌、商代文明发展

成就。新时代殷墟考古坚持聚落考古理念引

领，深化多学科、跨学科合作研究，力求揭示

更加全面、真实、鲜活的商文化。

考古工作系统揭示了洹北铸铜、制骨、制

陶手工业生产方式和“居葬合一”的族邑布局

模式。新发现宫殿宗庙区存在大型池苑、水

道及相关建筑遗迹，改变了以往对于宫殿宗

庙区整体格局的认识。殷墟王陵区东区、西

区外围各发现一条围沟环绕其外，突破了对

于王陵区布局的认识，是商代陵园制度研究

的重大进展。殷墟内部的道路系统不断被揭

示出来，部分道路两侧密集分布居址、墓葬、

手工业作坊等，为进一步探索殷墟城市布局、

族邑分布提供了重要线索。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孔德铭研究员

介绍了殷墟外围区域多项新发现。辛店铸

铜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作坊 7 处、房址 10

余处、墓葬近百座，出土“戈”字铭文铜器，显

示该遗址可能是一处由“戈”族管理的青铜

器铸造遗址。陶家营商代中期环壕聚落遗

址发现了布局有序的陶器生产区、居址区和

墓葬区，进一步深化洹北商城周边聚落社会

形态认知。邵家棚商代晚期聚落遗址发现

了由 18 座房址组成的 3 组多进式院落，以及

由一座“中”字形大墓、23 座中小型墓葬和 4

座车马坑组成的墓地，出土刻“册”字铭文的

多件青铜器，显示邵家棚遗址可能为晚商时

期史官“册”族居住地。

120余年来，甲骨文发现与研究也取得重

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介

绍，甲骨文发现总计约 15万片，经科学考古发

掘的有 35000 余片，单字数量已逾 4000 字，甲

骨文资料整理、分期断代、文字考释、商史研

究、工具书编纂出版、人才培养等方面成果丰

硕。参与甲骨文文字学研究的学者遍布世界

各国，著述卷帙浩繁，成为国际性学术课题，

为促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作出极大贡献。

殷墟考古：还原更全面、真实、鲜活的商代文明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公布了体育总

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

联 合 印 发 的《户 外 运 动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22—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我国户外运动产业正在快速发展。据

统计，截至 2021 年底，全国户外运动参与

人数已超过 4 亿人。《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户外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参

与人数不断增长，户外运动产业总规模超

过 3万亿元。

推动新蓝图变成现实，我国户外运动

产业还需下足哪些功夫？专家对《规划》进

行了解读。

推动自然资源向户
外运动开放
《规划》指出，当前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尚

处于发展初期，还存在一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这份文件从优化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环

境、完善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布局、优化户外运

动产业结构、丰富户外运动产品供给、释放户

外运动消费潜力、强化户外运动服务支持6个

方面明确了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在优化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环境方面，

《规划》提出，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开

放，推进户外运动装备器材便利化运输，搭

建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平台，提升户外运动

数字化、智慧化水平。

“户外运动是以自然环境为载体，以竞

技、健身、休闲等为主要形式的体育活动。

发展户外运动，对激发自然资源活力，践行

‘两山理念’具有重要意义。”浙江大学国家体

育产业研究基地主任周丽君教授指出，然而

我国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开放程度不高，比

如一些综合效益突出的户外运动赛事因在

自然保护地开展被禁止；航空飞行营地因低

空空域使用审批困难难以建设运营等。

周丽君介绍，放眼全球，利用自然保护地

开展户外运动是一种常态。据统计，国际上

自然保护地年均接待户外运动参与者和游客

约80亿人次，广泛开展徒步、登山、露营、攀

岩、自行车、滑雪、皮划艇、滑翔伞等户外运动

项目，并促进户外装备器材、教育培训等业态

的发展，创造直接收入6000亿美元。

周丽君认为，《规划》在保护生态环境

的基础上引导户外运动项目绿色开发，创

新性提出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开放试点工

程，探索户外运动进入国家公园等自然保

护地的有效做法，进一步拓展了户外运动

产业发展新空间。

加快户外运动用品
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优化户外运动产业结构方面，《规

划》提出，加快户外运动用品制造业转型升

级。加强新材料、先进技术与设备在户外

运动用品制造领域的应用；鼓励户外运动

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创建户外运动

用品研发制造中心，通过资源共享、创新要

素优化组合、重大科技任务牵引等手段，提

高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

“培育户外运动产业发展主体是促进

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周丽君表

示，现阶段，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主体的

品牌影响力不足，使得户外运动产业的驱

动力不强。

周丽君分析，《规划》提出，着力培育户

外运动龙头企业，通过促进强强合作，提升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尤其是，

《规划》引导中小微户外运动企业向“专精特

新”方向发展，争创细分市场冠军，塑造品牌

形象。国际经验也证明这一举措的有效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激活

户外运动产业的动能之源。”中国宏观经济研

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范宪伟认为，

当前，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还存在一系列

体制机制障碍，5G、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助推户外运动产品创新和场景拓展

还不多，迫切需要以改革为动力，以创新为引

领，通过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和产品

创新，破除制约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的瓶颈与

难题，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0日电）

总
规
模
将
超
三
万
亿

户
外
运
动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勾
画
新
蓝
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金凤 通讯员杨芳）
钙钛矿材料因性能优异、成本低廉等突出特

点，成为当前光伏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之

一。南京工业大学科研团队联合我国相关

学者在钙钛矿薄膜制备领域取得突破，首次

实现了丝网印刷钙钛矿油墨和薄膜的可控

制备，并首次制备出高效稳定的全丝网印刷

钙钛矿光伏器件。相关成果 11月 9日在线

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

钙钛矿薄膜沉积有旋涂法、刮涂法、喷

墨印刷和丝网印刷等方法，其中，丝网印刷

是指利用丝网镂孔版和印料，经刮印得到

图形，具有工艺简单、效率高、图案化易、成

本低等优点，被认为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产业化的理想技术。

“此前，采用丝网印刷技术可以制备钙

钛矿器件的电子传输层、空穴传输层和电

极层，但钙钛矿活性层一直无法用丝网印

刷技术制备。”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南京工

业大学柔性电子（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陈

永华介绍。

“丝网印刷制备钙钛矿活性层一直是科

学界的难题，因为现有的低黏度有机溶剂体

系难以应用于丝网印刷制备钙钛矿薄膜，限

制了低成本丝网印刷钙钛矿光伏器件的发

展。”论文共同第一作者陈畅顺表示。

如何解决丝网印刷制备钙钛矿活性层

薄膜制备难题？“我们首次制备出了黏度可

控、组分可调、空气稳定的离子液体钙钛矿

印刷油墨，实现了丝网印刷，并实现了对薄

膜厚度、面积和不同基材上的图案控制。”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陈健鑫说。

据悉，此次研究中，团队开发出的丝网

印 刷 钙 钛 矿 光 伏 器 件 光 电 转 化 效 率 为

20.52%，全丝网印刷钙钛矿光伏器件光电

转化效率为 14.98%，全丝网印刷钙钛矿光

伏组件为光电转化效率 11.80%。未封装的

器件在最大功率点恒定光照300小时后，能

保持其初始效率的 96.75%。丝网印刷图案

化的钙钛矿薄膜，实现了每秒超过 20厘米

的印刷速率和接近100%的原料利用率。

“钙钛矿电池在空气中的稳定性不好，怕

湿、容易被氧化，制作过程需要在手套箱内完

成，但用丝网印刷技术制备钙钛矿薄膜及器

件，就可以在空气中制备，这将有利于推动钙

钛矿电池的产业化应用。”陈永华说。

全丝网印刷钙钛矿光伏器件首次制成

“中小企业数字化正处于一个拐点之

上。向上突破，能够成功把握未来发展走向，

实现更大的发展；徘徊不前，有可能丧失‘数

实融合’的最佳时机。”在 11 月 9 日召开的全

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大会上，联想集团副

总裁、中国区中小企业客户业务群总经理王

忠的一席话引来众多专家的共鸣。当天，来

自政府主管部门、行业专家、企业的代表围绕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案例和未来趋势

作了深度分享，干货满满。

王忠的上述观点呼应着数字经济的现实

境遇。

现场专家认为，我国已进入数字经济新

时代，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成

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面临四大难点

在大会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通信与信

息系统专家刘韵洁分享了“确定性网络助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观点。他认为，工业互联

网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经济深度

融合的全新工业生态、关键基础设施和新型

应用模式，既是数字产业化的“增长极”，又是

产业数字化的“新基建”。

“工业互联网是我国弯道超车的重大历

史机遇。”刘韵洁表示，基于确定性网络技术

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可以解决企业成长中

遇到的现实问题。刘韵洁向与会者透露，山

东已完成确定性网络 2.0 版建设，覆盖 16 个

地市，实现从实验室研究到大规模产业应用

落地。

在深耕服务中小企业发展领域 20多年之

后，王忠和同事们发现，数字化转型在中小企

业群体中落地还存在 4 个难点，即投入不足、

认知不清、路径不明、信心不足。

“相对于大企业，中小企业在网络、设备、

信息系统上资源投入不足，存在‘用不起、玩

不起、养不起’现象。”王忠表示，中小企业无

法清晰认知自身发展阶段与制定战略规划，

致使转型效果不佳；同时，缺少有效反映转型

价值的评估模式，无法精确了解数字化转型

的投入产出效益等。

对于初创期和探索期的企业来说，生存

是最大的问题，“数字化转型”是进入发展期

和成熟期必须考虑的战略性问题。王忠认

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深刻演进，进入

到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成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接地气”的数字平台
将推动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上述观点也符合山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安

文建的介绍。安文建表示，近年来，山东立足

制造业大省和数字经济强省“双优势”，高质

量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截至目前，山

东“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率超过 60%；

工业企业两化融合发展指数 116.1、关键业务

环节全面数字化率 67.8%，均居全国第二位；

带动产业数字化指数达到 80.3，居全国首位。

成立刚刚一年的此芯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正在数字化成长过程中，该企业的信息化

能力相对薄弱，产生了一些业务痛点。王忠

介绍，他们公司提供了端到端的全面解决方

案，以及智能制造领域数字化转型和信息化

进程中所需的所有 IT 产品，包括计算机、全

球组网、工作站，以及服务器、存储、网络和安

全产品。数字化转型为此芯科技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在 10个月内接连完成 4轮融资，累计

融资额约 1亿美元。

从中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出现在全国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大会现场的众多行业翘

楚纷纷“转过身来，扶持中小企业”，以期实现

双赢。

比如浪潮云洲联合惠发食品，打造以“菜

谱工艺模型+炒菜机器人”为核心的烹饪智能

化体系，推动预制菜标准化种植、标准化加工

和智能化生产，驱动预制菜产业链协同发展，

生产成本下降 15%，管理效率提升 17%。

党的二十大报告释放了鼓励中小微企业

自主创新的明确信号。王忠认为：“数字服务

平台最大的意义在于，可以助力中小企业通

过‘先进入、早受益、再迭代’的方式，以更清

晰的认知、更明晰的路径和更低的成本，走出

数字化困境。”

中 小 企 业 数 字 化 迎 来 转 型 拐 点

11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专题通报河南
安阳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重要成果及新进展。

图为邵家棚遗址墓葬出土的铜礼器组合（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

11 月 10 日，《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

方大会东道国活动“寒地湿地生态系统功

能保护与修复国际研讨会”在国际重要湿

地城市——哈尔滨举办。

会 议 由 黑 龙 江 省 科 学 院 自 然 与 生 态

研 究 所 湿 地 与 生 态 保 育 国 家 地 方 联 合

工 程 实 验 室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国 际 自

然 与 文 化 遗 产 空 间 技 术 中 心 等 机 构 联

合 主 办 。

围绕“珍爱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大会主题，中、美、俄、英等 14 位专家学者，从

寒地湿地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机制、全球变化

响应机制、保护与恢复技术、监测与评估等

领域分享学术成果、交流研究经验，讨论并

形成了《寒地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保护与修复

倡议书》。

加强寒地湿地生态系
统功能恢复

寒地湿地是分布于中高纬度地区的湿

地资源，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若尔

盖高原和云贵高原等区域，是“绿色水库”

“海绵碳库”“环境净化库”“土壤保育库”“寒

地基因库”，具有强大而又独特的生态功能，

是区域人类生活、生产、生态的重要基础和

战略支撑。

专家们在论坛中围绕加强寒地湿地生态

系统恢复这一热点问题纷纷建言献策。

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中国分会主席吕宪

国研究员建议，寒地退化湿地恢复可以从威

胁因子—策略—技术研发—监测评估 4 个关

键环节入手。

国际湿地科学家学会中国分会副主席倪

红伟研究员表示：“湿地植物—土壤—微生物

耦合效应、生态系统碳—气候反馈、泥炭地/

冻土碳循环与全球变化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的保护修复等是寒地湿地生态系统研究

的重点领域。”

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首席政策官尼古

拉·克罗克福德女士表示，全球滨海论坛可为

进一步保护和恢复寒冷地区沿海湿地生态系

统功能提供机会。

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威斯康星州办公室

的科学与战略主任尼克·米勒博士认为，可以

通过流域尺度分析制定寒地湿地保护与恢复

策略，满足生态系统服务需求。

增强寒地湿地生态系
统功能监测与评估

论坛上，增强寒地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监

测与评估成为另一个热议话题。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生物多样性评估和知

识团队的淡水生物多样性负责人凯瑟琳·塞

耶认为，《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作为一

种有效的工具可以推动寒冷地区淡水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与评估。

俄罗斯科学院谢韦尔佐夫生态与进化

研究所朱莉娅·库尔巴托娃研究员提出，长

期直接观测温室气体生态系统通量是研究

和预测当前气候变化下湿地生态系统功能

的有效工具。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邱玉宝

研究员表示，地球大数据在寒地湿地生态系

统监测与评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本次会议从应对湿地消失与退化、有效

管理国际重要湿地、科学恢复湿地、加强保护

等方面形成《寒地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保护与

修复倡议书》，呼吁各方积极采取行动，加强

湿地保护和修复，以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挑

战，遏制和扭转寒地湿地退化引发的系统性

风险，推动寒地湿地生态系统健康与可持续

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技日报哈尔滨11月10日电）

国内外专家热议寒地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保护与修复

科技日报常州11月10日电 （记者过
国忠 实习生柳鑫）第十一届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全国赛开幕式暨科创企业创新发展峰

会 10日在江苏常州举办。

此届大赛以“创新引领，创业筑梦”为主

题，以“择优遴选、创新服务、加速培养”科技企

业为主线，聚焦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参赛企业

超过38000家。经过全国37个地方赛区逐层

选拔，近1500家企业被推荐入围全国赛。

其中，在常州举行的首场全国赛，重点

聚焦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两个领域，入

围企业有 468 家，涉及 5G 通讯、海洋工程、

航空航天、动力电池、智能交通、农机装备、

医疗器械等行业。

全国赛期间，还将举办科创企业创新

发展峰会、创新创业成果展，以及高端装备

制造、新材料领域交流、高新区推介会、大

企业需求发布会、招商银行“千鹰展翼”推

介等对接活动。

“当前常州正在全心构筑创新高地和

加快建设‘两湖’创新区，提高中以、中德等

国际合作园区发展水平；全面激活创新引

擎，全力打造龙城金谷，为科技创新注入源

源不竭的金融血液。”常州市委书记陈金虎

表示，将通过大赛，开展科技合作交流，全

力营造最优营商环境，打造一流创新创业

生态，让更多“追梦人”在常州敢创业、能创

业、创大业，从政策上为专家学者、科研团

队、优秀人才精准供给更多真金白银。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常州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