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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4日电 9 月 4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3 中国国际智能

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

术深刻演变，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

色化转型不断加速，智能产业、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极大改变全球要素资源

配置方式、产业发展模式和人民生活

方式。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

持续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中

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数字时代

新趋势，深化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

推动智能产业创新发展，加快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携手创造更加幸

福美好的未来。

2023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主

题为“智汇八方，博采众长”，当日在重

庆市开幕。

习近平向2023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为配合在全

党深入开展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央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民族事

务委员会指导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完

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专题摘编》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

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等 7 种民

族文字版翻译工作，即日起在全国出版

发行。

《专 题 摘 编》民 族 文 字 版 出 版 发

行 ，将 进 一 步 推 动 广 大 少 数 民 族 党

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

上 政 治 上 行 动 上 同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把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运 用 到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二 十 大 提 出

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去，把这一思想变

成 改 造 主 观 世 界 和 客 观 世 界 的 强 大

思想武器。

《专题摘编》蒙古文、藏文、维吾尔

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版，由民族出版社

出版发行；彝文、壮文版，由民族出版社

分别联合四川民族出版社、广西民族出

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专 题 摘 编 》民 族 文 字 版 出 版 发 行

新华社北京 9月 4日电 科学技术

部组织编写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科

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一书，近日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分专题系统梳理阐释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

述的时代背景、思想脉络、内涵实质、重

大意义和实践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我国和世界发展的历

史新方位，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对科技创新发展进行了

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提出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

科技发展和改革举措。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开辟了马克思主

义科技观的新境界，有很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和纲领性，是新时代加快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根

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出版发行

“你们的工作很光荣，很重要！”2013 年 8 月，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中国航发黎明发动机装配厂考

察，调研航空发动机科研生产情况，与“李志强班”

职工亲切交流，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希望你们牢记使命责任，坚定航空报国志向，

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努力攻克更多关键核心

技术，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让中国的飞

机用上更加强劲的‘中国心’，为建设航空强国、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贡献力量。”2023 年 9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李志强班”职工回信，对

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提出殷切期望。

“你们的工作很光荣，很重要”，这是“李志强

班”奋进伟大新时代的不竭动力。“为建设航空强

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贡献力量”，更是

包括“李志强班”在内的全体航发人铸造强劲“中国

心”的生动写照。

突破一个个装配难题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一台先进航空发动机由数万个零件组成，数量众

多、材料特殊、形态各异，遍布周身的外部管路就如

同发动机的血管，装配的精密程度要求极高，容不

得半点差错。

“李志强班”负责的正是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

机的总体装配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十年来，面对型号更先进、装配更精密等挑战，

李志强带领班组成员针对不同型号的特点，利用三

维仿真等科学方法，反复模拟装配过程，精心制定

加工方案，有效提升了发动机装配质量，缩短了班产周期。

飞附机匣这个“大家伙”是航空发动机装配的难点之一。

因安装部位在发动机腹部，以往装配通常要多人合力托起，不

仅耗费人力，还难以保证质量。“李志强班”班组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现任班长温尚志下定决心攻克这个难题。他带领班

组骨干查资料、摸原理、找设备，经过艰苦努力和大量试验，终

于成功找到解决办法。经过专家的技术认定和现场审核，新

的安装方式既减少了人员劳动强度，又大幅提升了装配效率。

十年来，“李志强班”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突破一个个装

配难题，并将班组多年总结的创新方法汇编成《李志强操作

法》，设计开发的“李志强锁片钳”“李志强锁刻刀”

等几十项专用工具，在行业内推广。

装配也可以“接力作业”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中国航发黎明按照

集团部署，大力推进运营管理体系建设（AEOS），优

化发动机装配组织模式。

作为生产制造的最后工序，总装是提升发动机

生产质量、效率的关键。“李志强班”主动请缨，在提

升总装效率、缩短班产周期方面开展攻关。他们认

真梳理以往工作中的难点和瓶颈问题，想方设法改

进优化，积极推进现代化、数字化生产转型。

“如今，装配工位设置更加合理，操作方式更加

便捷。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优化装配过程、改进工

装工具上，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开展瓶颈难题攻关。”

班组成员张鹏飞说。

精益装配线建成后，还需生产组织优化，才能

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将成千上万个散置零件快速、

准确地组装到一起。“李志强班”又开启新的攻关。

运动会上的“接力赛”为班组带来启发——装配也

可以“接力作业”。班组打破过去传统的作业模式，

根据每位员工的装配技能和熟练程度，合理进行生

产组织，实现装配各环节无缝衔接，大大缩短了装

配周期。

接力跑出装配加速度

十年来，“李志强班”把每一次任务都当作“军

令”，把每一次装配都当作考验。无论是破解难题，还

是技术攻关，哪里有急难险重任务，哪里就有“李志强

班”的身影，班组因此赢得了装配“铁军”的美誉。

十年来，“李志强班”累计实现工艺创新 126

项，自行研制工装工具 312 件，拉动各层次技术、生

产骨干开展技术创新项目 32 项，申报发明专利 50 余项，先后

解决科研装配技术难题 52项。

进了“李志强班”，就要接好李志强的“班”。十年来，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在“李志强班”弘扬传承，新时代航空发动机精

神在“李志强班”孕育生长，一批新生力量脱颖而出、茁壮成

长。“李志强班”职工一致表示，将牢记使命责任，坚定航空报

国志向，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

步伐，让中国的飞机用上更加强劲的“中国心”，为建设航空强

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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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拉萨9月4日电（记者杨
宇航）4 日，由科技部主办，以“热爱科

学 崇尚科学”为主题的 2023年“科普援

藏”活动在拉萨启动。活动现场进行了

科技大篷车、流动科普馆、科普资料发

放、科技成果展演服务、科技咨询、科普

书籍捐赠等科普宣传活动。

据悉，此次“科普援藏”活动将持续

一周，在拉萨市范围内通过举办形式多

样的科普服务活动，以全新的理念和方

式在西藏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

神，带动提升西藏科普能力建设，使科

技之花在雪域高原竞相绽放。

科技部援藏干部，西藏自治区科技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马兵钢介绍：“本次‘科普

援藏’活动的举办，既是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央关心、全国支援’

的鲜活载体，更是科技部关心支持西藏科

普工作的具体体现。活动将向全社会更

好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

学精神，以高质量科普为科技创新培植沃

土，增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对西藏经济

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据了解，为支持西藏科普能力建

设，自 2016 年开始，科技部牵头相关国

家部委司局及相关省市科技部门汇集

全国科普资源，连续 8 年在西藏大力开

展“科普援藏”活动，捐赠科普经费、援

助科普设备、指导科普场馆建设，累计

捐赠 1000 余万元，开展各类活动 230 余

场，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共同

推动西藏科学普及工作的机制。

让科技之花在雪域高原竞相绽放

“ 科 普 援 藏 ”活 动 在 拉 萨 启 动

科技日报宁波 9月 4日电 （洪恒
飞 记者江耘）通体覆以双色，顶部为丹

桂金，从“腰线”往下渐变为亚运主题色

“虹韵紫”……“薪火”火炬实物一亮相，

引得现场观众争相拍照。9 月 4 日，杭

州第 19 届亚运会火炬在浙江宁波正式

交付。2000 多把“薪火”火炬将装车运

往浙江省 11个地市。

9 月 8 日，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将

在杭州启动，8日至 20日在浙江省 11个

地市依次进行。

杭州亚运会火炬“薪火”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正式发布，“薪火”寓意中华文

明薪火相传。

“薪火”高 730 毫米，净重 1200 克，

采用“方形桶身”，造型自下而上“生

长”，轮廓曲线犹如薪柴，整体设计内涵

颇多：炬基以 8 条水脉为文明之脉，代

表浙江八大水系；炬身以良渚螺旋纹为

演化，形似指纹，自然交织，精致细密；

炬冠以玉琮语意为特征，方圆相融，昂

然而立；出火口设计源自“琮”最早的甲

骨文字形，寓意“光在内周而复始”。

如何确保火炬能够适应长时间的户

外燃烧、适应多种复杂天气环境？据介

绍，“薪火”顶部采用浮动片打孔设计，内

置隐藏式进风口。设计团队为火炬上了

“双保险”：火炬燃烧系统里有内、外两套

出火口，即使外部出火口熄灭，内部还能

保证火焰喷射状态。当恶劣环境过去

后，外部出火口还能自动回火。

实物制造阶段，“薪火”火炬生产团

队围绕企业自主研发的直喷火稳焰技

术、密簇网燃烧技术、大孔导流防雨技

术、双射流混合技术 4 项燃烧技术，开

展了燃烧系统专项突破，确保火焰能够

在 8 级暴风和大雨状态下持续燃烧且

火种清晰可见。燃料则采用生物质燃

气，清洁安全可靠。

此外，“薪火”金属部分采用 1070铝

合金旋压成型工艺，表面先后经历激光精

雕和阳极氧化两道工艺淬炼；握把采用可

回收生物质材料，环保轻盈，便于手持。

杭州亚运会赛事总指挥部火炬传

递指挥中心副指挥长杜作锋在现场表

示，以火炬交付为标志，杭州亚运会火

炬传递的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希望

各城市齐心协力，确保呈现一场完整、

精彩、成功的火炬传递。

4 项 燃 烧 技 术 抵 抗 风 雨

杭州亚运会火炬“薪火”正式交付

9月 4日，为期 3天的 2023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本届智博会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智慧城市四大专业板块开展系列活动。图为在智博会中央展厅，嘉宾参观“旅航者
X2”概念飞行汽车。 新华社记者 唐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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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已经成为全球汽车

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在 2023 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智博会）

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

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李克强如是说。

9 月 4 日，智博会在重庆开幕。顺

应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浪潮，智博会聚焦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和数字中国等年

度主题，更加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市场

化。来自国内外的权威专家学者、业界

翘楚等出席开幕式、高峰论坛，围绕智

能网联汽车开展前沿探讨。

智能网联汽车将重新
定义城市
“当前，人工智能正成为重塑全球

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工业和信息化

部副部长张克俭在开幕式上表示，在各

界的努力下，我国智能产业加速发展，

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其中智能网联和新

能源汽车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新能源汽

车累计产量突破 2000万辆，市场渗透率

达到 28.32%。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交

通、智慧城市等融合发展，推动车联网

产业快速发展。

作为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之

一，重庆今年上半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发展势头迅猛，产量同比增长 9.6%，

产值同比增长 33.8%；中欧班列（渝新

欧）新能源汽车进出口量持续攀升，共

出口新能源汽车 6139 辆、实现货值 7.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1.3%、190.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朱华荣认为，中国汽车品

牌抢抓住了新技术群发展的一系列优

势和趋势，为全球汽车业发展的电动

化、智能化、网联化贡献了中国方案，同

时也加速了中国品牌国际化的进程。

在朱华荣看来，未来数字汽车是移

动的多功能空间、大型的智能计算终

端、数据采集载体，以及移动的储能单

元。他说：“数字汽车的浪潮正席卷而

来，推动汽车行业向新汽车、新生态变

革，开启数字汽车的新纪元。”

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

任、阿里云创始人王坚直接亮明观点：

“智能网联汽车将重新定义今天的城

市。”他表示，得益于数字化带来的优

势，智能网联汽车可以解决城市资源利

用效率的问题，比如拥堵等。“作为非常

重要的智能网联测试基地，重庆正在大

力推进数字化，相信重庆能彻底完成城

市数字化，使得汽车能‘重新被发明’。”

王坚说。

打造数字重庆“金名片”

“与传统汽车相比，我国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需要路线创新。”在李克强看来，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尚没有成功经验和既

定道路可以借鉴，必须立足高新技术与

产业发展要求，并结合国情，打造智能网

联汽车创新发展的中国方案。

他表示：“目前，我们正在西部（重

庆）科学城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项

目，要把这个项目打造成中国智能网联

汽车示范的一个标杆项目。”

据了解，重庆汇集了 20 家整车和

1000多家规模以上配套企业，拥有西部

地区最完整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2022 年 4 月，由西部科学城重庆高

新区管委会和李克强团队共同发起成立

的西部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成

立。该中心采取“政府推动、产研协同”

的模式，瞄准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攻克共

性关键技术，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中国工程院将集聚优势力量，助

力重庆换道超车、高质量发展。”中国工

程院党组书记、院长李晓红表示，中国

工程院将支持在渝开展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科技创新，鼓励更多院士参与产

业战略咨询研究和技术攻关；发挥中国

工程院与 40多个国家级工程院、有关国

际工程科技组织密切联系优势，推动重

庆智能产业“名片”走向世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

记袁家军表示，面向未来，重庆将发挥

先发优势，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为切

入口发力点，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新

高地、数智科创新高地、数字场景应用

新高地、数字生态新高地、数字经济开

放合作新高地，全力打造数字重庆“金

名片”，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重要力量。

（科技日报重庆9月4日电）

“添数加智”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换道超车

﹃
薪
火
﹄
火
炬
交
付
现
场
。受

访
方
供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