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
TOP NEWS

2 责任编辑 聂翠蓉

2023 年 10 月 8 日 星期日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本报记者 江 耘 何 亮

从西子湖畔点燃的杭州亚运会第一支火炬——

“薪火”，到数字火炬手横跨钱塘江点燃了“大莲花”

体育场内主火炬塔——“钱江潮涌”，在圣火照耀下，

来自 4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830 名运动员拼搏、合作、

进取，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精彩比赛。

赛场内外，机器人、数字火炬手、智能超表面、可

见光交互、裸眼 3D……这些满满科技感的元素也让

杭州亚运会惊艳世界。

“耀眼”“眩目”“未来感十足”，杭州亚运会信息

技术指挥中心指挥长，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胥伟华

认为，这些词语代表了杭州亚运会上科技元素留给

大家的印象。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盛赞杭州亚运会

的科技范儿。他表示，本届亚运会无论是设项还是

赛事组织都有很多创新，赛事组织充分运用数字技

术，让他印象深刻。

黑科技扎堆亮相亚运会

在 10 月 3 日的女子标枪比赛中，几条机器狗在

场地内来回穿梭，吸睛无数。这群“显眼包”也是赛

事“工作人员”，职责就是搬运标枪、铁饼等器材。

机器人不再是展览和示范的“盆景”，配送、巡

防、迎宾等机器人活跃在杭州亚运会各个场所，服务

公共表演、体育训练、安全保障等众多领域。

机器人仅是“冰山一角”，数字技术才是亚运会

的科技“王者”。

“亚运信息技术指挥中心是杭州亚运会的神经

中枢。我们打造了全覆盖的数字化指挥服务体系，

首创性构建了数字主指挥平台和 6大数字专项平台，

全面掌控信息技术运行的实时状况。”胥伟华介绍，

杭州亚运会建设了全球大型综合性运动会首个一体

化数字办赛平台、一体化数字参赛平台、一站式数字

观赛平台，数亿人次通过这些平台参与到亚运会中。

杭州亚运会发射了首颗商业卫星——“亚运中

国星”，为保障车辆出行提供精准调度。

此外，杭州亚运会还首次采用了基于我国自主

标准 AVS3 的 8K 超高清电视广播与智能信息发布

系统。

“我们构建 VR 场馆虚拟现实体验，通过亚运场

景实践落地，推动元宇宙产业的发展。我们还加速

智能超表面、可见光交互、裸眼 3D 等自主创新技术

的推广应用。”胥伟华表示，杭州亚运会上的科技成

果正在成为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催化剂。

智能技术带来四个“最”

杭州亚运会推出了近 20项首推、首创、首用的应

用和科技，这些硬核科技到底带来哪些改变？对此，

胥伟华用了 4个“最”来总结。

赛时成绩经裁判员确认后，仅需 5秒钟就可实现

赛事信息发布。这源于亚运会建设的首个“云上亚

运”，实现亚运核心系统 100%上云，大幅提升了计时

记分等核心系统的处理速度。

“赛事信息发布提升 2—3 秒就是技术向前跨越

了一大步。”胥伟华表示，科技最直观地提升了办赛

效率。

最惊艳的当属数实融合。从首个“亚运数字火

炬手”到首个“亚运元宇宙平台”再到首个“开幕式数

字点火”……本届亚运会建立了一个数字的世界。

杭州亚运会是首个实现移动支付互联的亚运

会，在亚运会食住行游娱购和票务等方面的应用场

景中，国际友人可直接绑定境外银行卡或使用境外

电子钱包进行支付。胥伟华表示，移动支付成为科

技赋能亚运最便捷的方式。

“我们首创的一体化办赛平台——亚运钉集成

了 293种数字化应用，对于我们提高办公效率有极大

帮助，通过一部手机办赛成为现实。”胥伟华表示，科

技带来了最高效的集成服务。

“科技遗产”效应初显

“我们在推进‘智能亚运’建设过程中，就在谋划

后亚运时代‘科技遗产’的应用。”杭州亚运会信息技

术指挥中心新闻发言人张鸽举例说，目前在亚运会

中使用到的机器人、数字科技、元宇宙等技术和应用

场景，都会拓展应用到城市的各个领域。

“智能亚运一站通”平台涵盖了食住行游购娱等

多方面服务，注册人次突破 1.13亿，点击量达 59亿人

次。“我们要把智能亚运一站通转化为城市一站通，

作为杭州数字城市的服务平台。”杭州亚运会主新闻

发言人毛根洪说。

亚 运 会 实 现 了 杭 州 市 5G 网 络 的 提 升 以 及

5.5G 的试点应用，这些技术在赛后将继续为市民

提供完善、高速的网络服务；“复兴号”亚运智能动

车组连通浙江 6 城，极大地方便了城市之间的日

常通勤；宁波超算中心为亚运会提供了强有力的

算力支持，后期会探索应用落地、科技惠民服务；

杭州奥体中心的大小“莲花”体育场馆，自去年 5

月份喷涂了光催化材料后就会“自动洗澡”，至今

不需要人工清洗场馆外立面，未来将为场馆运维

节约大量人力和财力……

“我们将以本次亚运会为‘帆’，深度谋划推进后

亚运时代成果的应用，持续放大亚运效果，发挥亚运

‘科技遗产’的作用，增加科创投入，吸引高精尖人

才，推动地方发展。”胥伟华说。

用智能技术预演“未来已来” 小桥栈道掩映在绿树丛中，潺潺流水穿城而过，芦苇荡

里鸟鸣啾啾，目之所及皆是景，随手一拍就是一张可以分享

到朋友圈的美图，这里是湖北黄石磁湖湿地公园。可谁曾

想到，几年前此处还是垃圾成堆、杂草丛生的臭水沟。

9 月 21 日至 22 日，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驻点跟踪研

究（二期）中期调度会在湖北黄石召开。在现场调研时，科

技日报记者了解到，磁湖湿地公园实现从昔日臭水沟到今

朝生态园的华丽转身，离不开科技项目的有力支撑。

“为加强长江大保护科技支撑，生态环境部专门实施了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项目。项目一期和二期均

在湖北省开展驻点跟踪研究，驻点专家团队围绕长江干流

湖北段、汉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了‘一市一策’驻

点跟踪科技帮扶，为助力地方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把脉问

诊、开方治病’。”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

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宋永会说。

推动解决长期想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难题

湖北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和三峡大坝所在地，

担负着“一江清水东流”“一库净水北送”的特殊使命，是长

江中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驻点跟踪研究工作开展以来，以改善长江湖北段、汉江

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湖北省各驻点工作组结合当

地实际需求，针对河湖水体总磷超标、湖泊富营养化、化工

围江等问题开展研究，持续支撑地方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

复攻坚战。

“我们工作组持续关注磁湖生态湿地建设，应用人工湿

地强化脱氮除磷技术，助力磁湖生态修复，科学确定湿地类

型，优化配置种植植物，提升了磁湖生态湿地净化效果，促

进了磁湖水质持续改善，目前其出水水质已达到地表水环

境质量Ⅳ类标准。”黄石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首席科学家、

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李海波在调研现场告诉记者。

磁湖湿地生态环境的改善，只是黄石驻点跟踪研究工

作组助力地方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一个缩影。他们还提

出了更具科学性、针对性、操作性的黄石水生态环境“一市

一策”综合解决方案，助力黄石“三水”协同治理。

“比如，我们开展了保安湖、三山湖（黄石段）、网湖主要

污染成因及污染现状的调查和评估，编制了保安湖外源控

磷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三山湖（黄石段）水质提升综合

治理技术方案、网湖生态修复控磷降磷技术方案。”李海波

举例道。

对于黄石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组的工作，黄石市生态环

境局副局长刘子俊给予了高度评价。“驻点组的研究对我们

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推动长江大保护提供了重要的

科技支撑。他们帮我们找到了不少问题的根源所在，并提

出了解决方案，真正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想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难题。”刘子俊说。

为水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不仅黄石，各地市驻点工作组聚焦地方水生态保护技术和能力短板，坚持“一

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持续推动长江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水资源保障。

“各驻点工作组结合地方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从农业面源污染管控、湖泊生

境改善及植被恢复、重点河湖排污口溯源整治等方面，为当地政府及生态环境局提供

政策建议30余份，为我省水质稳定达标和水生态环境修复提供了科技支撑。”湖北省

长江驻点跟踪研究组技术负责人、湖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凌海波说。

“驻点跟踪研究通过技术力量提升了各地发现问题的能力。省级驻点工作组

紧密结合我省自动监测站预警信息，及时将断面水质变化发送给各驻点单位，同时

通过卫星遥感影像、无人机、水下机器人等多种手段及时排查水质异常变化原因，

为后续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出台应对措施提供支撑。”凌海波介绍，比如荆门驻点工

作组对西荆河、竹皮河、浰河不达标水体断面开展了问题排查，提出了对策建议。

同时，在凌海波看来，驻点工作组在各地开展技术推广，提高了地方解决问题

的能力。“比如，针对调蓄池初期雨水的就地精细化处理，武汉驻点工作组在南湖建

设了初期雨水超磁分离技术应用与示范工程；咸宁驻点工作组在斧头湖、黄盖湖周

边开展养鱼废水处理技术示范和推广应用。”凌海波介绍。

“此外，驻点工作组的科研成果为管理决策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比如，鄂州驻

点工作组目前正在谋划智慧梁子湖生态环境综合监管能力建设项目，科学构建梁

子湖天地一体的水生态环境及周边社会经济活动全面监测网络，为梁子湖流域相

关部门在水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科学管理和决策提供助力。”凌海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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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成宽

10 月 7 日晚，在杭州亚运会
女子霹雳舞项目决赛中，17岁的
中国队选手刘清漪获得冠军。这
是亚运史上首枚女子霹雳舞项目
金牌。刘清漪也就此获得巴黎奥
运会霹雳舞项目参赛资格。

图为刘清漪在比赛。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霹雳舞首登亚运

中国女选手夺金

科技日报杭州10月7日电（记者

江耘 何亮）8 日，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

将落下帷幕。在 7 日上午举行的赛事

总结新闻发布会上，杭州亚运会竞赛

指挥中心新闻发言人朱启南介绍，截

至 10月 6日，本届亚运会已产生了 432

枚金牌，有 27 个国家与地区的运动员

获得金牌，有 36 个国家与地区的运动

员登上领奖台。本届亚运会累计打破

世界纪录 15 项、亚洲纪录 28 项和赛会

纪录 150项。

目前，中国队在亚运会奖牌榜、金

牌数上均排在第一，日本和韩国排在

金牌榜的第二和第三。

据了解，本届亚运会共设置 40 个

大项、61 个分项、481 个小项，其中包

括 31 个 奥 运 项 目 和 9 个 非 奥 项 目 。

亚洲全部 45 个国家与地区的代表团

共 11830 名运动员、5711 名随队官员

参赛，是史上设项最多、参赛人数最

多、竞赛组织难度最高的亚运会，也

堪称全世界最复杂的综合性体育赛

事之一。

“从 9 月 9 日至 10 月 6 日，亚运会

已在杭州奥体中心场馆群等 54个竞赛

场馆顺利完成了 28 个大项、37 个分

项、432个小项共 5295场比赛。”朱启南

介绍，截至 7 日，已经基本实现了杭州

亚组委向亚奥理事会安全办赛的庄严

承诺。

另外，杭州亚运会主新闻发言人

毛根洪介绍，截至 7 日上午，杭州亚运

会已售票超过 305万张，票务收入超过

了 6.1 亿元，上座率（买票和到场验票

的比例）超过 92%。

其中，观众入场最多的一天是 10

月 1 日，共有 29 万观众走进亚运场馆

观看精彩比赛。国庆期间其他竞赛日

都保持在 20万以上的观众。

“购票不等于 100%的上座率，预

赛就有上座率低于 70%的时候。”毛根

洪表示，随着赛事越来越精彩，上座率

也 在 稳 步 提 升 ，现 阶 段 基 本 保 持 在

95%—96%，最高时达 100%。

由于亚运会已临近尾声，亚运会

注册人员进入离杭高峰期。数据显

示，杭州亚运会已离开的注册人员有

13526人，整体运行顺畅。

杭州亚运会已破赛会纪录150项

（上接第一版）
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文明程度提高的物质

条件。

新时代的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在思考、在谋划。

从提出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到提出“新常态”；

从提出“新发展理念”，到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到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

少”，到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今天，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物质文明成果不断涌

现，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亿万人民更加昂扬奋

发，更加坚定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信心和底气。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鲜明特征。

2019 年 11 月，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参加法律草案意见建议征询会的中外居民

中间，深刻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谆谆话语，道出中国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质与优势。

回顾历史，我们党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

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

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有深刻关联；我

们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顺应向内

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

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没有走西方老路，

而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没有照搬照抄西方民主

模式，而是创造了中国式民主。“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

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

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

的。”习近平总书记思考深刻。

“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今天的中国，民主已

经从价值理念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和治理机制，14

亿多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利和尊严。时代潮流，浩浩荡

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谛和价值必将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滚

滚洪流中激浊扬清、不断升华。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

神力量。

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出版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复兴文

库》，呼应了盛世修典、太平纂帙的文化传统；苏州古城东北隅

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遗产与居民现代生活相映成

趣；由《千里江山图》演绎出的舞剧《只此青绿》，以东方美学的

经典色彩铺展出如诗如画的中国山水气象……传统与现代握

手，历史与当下交融，中华文化的“一池春水”被激活，呈现出

“郁郁乎文哉”的繁盛气象。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新时代十年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革命文化的刚健激越、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繁荣兴盛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融为一体，为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主动、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明确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

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赓续中华文脉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魂

的思想力量，提振了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志气、骨气、底气。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

要人的全面发展。

用进步代替落后、用富裕消除贫困，这是历史大势所趋，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道义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促进

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上推出一系列开创性举措，紧紧抓住

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共同富裕是物质的富足，也是精神的富有，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崇高追求。今天，蕴含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等古老智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内化

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不断彰显，中国人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

动精神，凝聚起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也

是本质要求。它来自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精粹，延续了“天

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文明根脉。

“衔空三百里，一色郁青苍。”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四川剑阁县考察翠云廊，沿古道步行察看千年古柏长势，详

细询问历史上植柏护柏情况。

翠云廊 300 余里的道路两旁，植有柏树 1.2 万余株，是全

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

“翠云廊确实是叹为观止啊！”总书记十分感慨，“在这里

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挖掘出很多意义，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

“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习近平

总书记一系列标志性、创新性、战略性的重大思想观点中，既

蕴藏着古老中华文明的深厚智慧，又孕育着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时代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

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

化，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新时代的中国，欣欣向荣、气象万千，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深刻重塑着人类

文明发展格局，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
世界文明百花园”
“70 后、80 后、90 后、00 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

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2021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的一席话，令人感慨万千。

“平视世界”的自信从何而来？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

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

们自信的底气。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对“文化

主体性”的思考。

——“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

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

——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

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不久前，在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阐明大运会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文明是多样的，

世界是多彩的。”“我们要以这次大运会为契机，弘扬全人类共

同价值，谱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正是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秉持精神上的独立

自主，让我们涵养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从容，“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的大气，“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坦诚，“与时俱

进、创新发展”的锐气。

同样是一次体育与青春的盛会，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

式上，身穿虎头衣、脚踩虎头鞋，44 名来自太行山深处的孩子

登上舞台，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会歌。

古老与现代在此融合，民族与世界在此互鉴，纯净的歌声

讲述着开放包容的中国故事，汇聚起“一起向未来”的力量。

正 是 秉 持 开 放 包 容 ，我 们 丰 富 了 中 华 文 明 的 博 大 气

象。无论是源远流长、融会贯通的敦煌，还是海纳百川、兼

容并蓄的成都，都印证了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

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

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

明。”谱写中华文明当代华章，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

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世

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

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

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

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

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

贡献的中国”。

正是坚持守正创新，我们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

取舍、推陈出新，在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故事，让精彩的中

国拥有精彩的讲述。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新时代的伟大变

革，不仅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推动了人类

文明的巨大进步。

“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没有大国博弈的冲动，坚定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奉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8月 22

日，在 2023 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中，习近平

总书记再一次从文明的维度，阐明了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坚定立场。

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秉

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

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式现代化作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

世界文明百花园。”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时代新征

程上，思想之光照亮中国式现代化前行之路，真理伟力推动中

华文明重焕荣光。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