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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群众出行体验更美好，不是

一句简单的话语。

作为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中国铁路 12306 科

创中心副主任，多年来单杏花投身于我

国 铁 路 客 票 系 统 研 发 ，带 领 团 队 将

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超大型实时

票务系统，以铁路“售票之变”引领出行

之变，以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

努力铺就亿万百姓美好出行路。

这一路，她带领团队从零开始，奋勇

攻关。大型铁路客票系统模式没有成功

经验可借鉴，一次余票查询，可能就需要

几万次复杂计算。在单杏花的带领下，

团队坚持自主创新，一次又一次攻坚，从

计算机售票到实现网上查询客票信息，

再到如今在线订票、支付、退改签、候补

购票，可持有效证件“扫脸”进站乘车，

12306不断迭代升级，有力支撑了中国铁

路特别是中国高铁的蓬勃发展。

这一路，她带领团队初心不改，让

群众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出行“温度”。

这个团队经过不懈努力，实现了学生火

车票优惠资质在线核验，上线运行铁路

务工团体票功能，推出 12306App 适老

化及无障碍版本，推广铁路畅行码、在

线选铺、火车票起售提醒订阅，全面推

行数字化电子发票……群众的“出行

难”在不断向“走得好”转变。

大写的人生，靠一步一个脚印写

就；交通强国的愿景，更需接续奋斗。

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快建设交通强

国，需要更多像单杏花这样胸怀祖国、

奉献担当的奋斗者。紧抓时代机遇、投

身建设大潮，每个人都可以书写属于自

己的不凡华章。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砥砺初心铺就百姓美好出行路

东亚地区人类古老形态向现代形

态演化发生在什么时候？华龙洞人是

不是东亚地区最早的现代人？华龙洞

遗址发掘有哪些重要发现？12 月 6 日

至 8 日，华龙洞遗址学术研讨会在安徽

省东至县召开。研讨会聚焦华龙洞遗

址及中更新世人类演化，就华龙洞人的

演化地位、行为方式以及遗址的成因、

年代及动物群的特点展开了深入讨论。

华龙洞遗址坐落于安徽省池州市

东至县，发现于 1988 年底。2013 年以

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至县

文化和旅游局等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

对华龙洞遗址进行了多次系统发掘，累

计发现约 20个个体的古人类群体（包括

1 例较为完整的古人类头骨）、400 余件

古人类制作使用的石制品和大量具有

人工切割、砍砸痕迹的骨片，以及 80 余

种脊椎动物化石。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刘武表示，华龙洞遗址是

继北京周口店遗址之后，在中国发现的

同时包含丰富人类化石、大量石制品及

哺乳动物化石的重要古人类遗址，是探

讨现代人起源及其行为方式的最理想

地点。

通过同位素测年、动物群组成分析

及地层对比等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联

合考古发掘队确定华龙洞古人类生存

时间为距今约 30万年。

“我们研究发现，华龙洞人是迄今东

亚地区呈现出智人（现代人）特征最多、

年代最早的从古老型人类向智人过渡的

古人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研究员吴秀杰说，华龙洞人的

面部和下颌部已经开始向智人演化：面

部扁平、眼眶较高、头骨纤细化、出现了

智人标志性特征——下巴的雏形。

“一些常见于更新世中期直立人及

古老型人类的面部特征，例如鼻骨宽

阔、低矮的上面部、明显的突颌、犬齿

轭、颧切迹等在华龙洞人表现微弱，甚

至缺失。”吴秀杰说，相比之下，华龙洞

人绝大多数面部特征位于早期现代人

及现代人类变异范围。

同时，与世界范围更新世古人类及

现代人类头骨面部测量数据对比的多

变量统计分析结果也显示，华龙洞人与

更新世晚期早期现代人及现代人类关

系最为密切。

经过交流和圆桌会议讨论，与会代

表一致认为，华龙洞遗址是探讨人类演

化、扩散及其行为方式的最重要地点；

华龙洞人是迄今东亚地区呈现出智人

（现代人）特征最多的中更新世古人类，

也是东亚地区年代最早的从古老型人

类向智人过渡的古人类；华龙洞遗址是

分析人类演化过程中现代人行为方式

出现的最理想的地点，与人类伴生的石

制品为探讨古人类的行为方式提供了

重要研究材料。

同时，与会代表发出倡议：华龙洞遗

址洞穴坍塌原因复杂，对洞穴的成因、倒

塌原因及其年代还有待探索，建议加强

多学科、多手段对其进行进一步深入研

究；华龙洞遗址及其周边地区，还有很大

潜力发现更多的古人类化石及其生存线

索，建议扩大发掘和考察范围。

华龙洞遗址学术研讨会发布成果——

华龙洞人：东亚地区最早向智人演化的古人类

科技日报讯 （记者洪敬谱）12 月 7

日，记者从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信量子集团”）

获悉，在日前举行的 2024数字科技生态

大会期间，该公司正式发布全国单台比

特 数 最 多 的 超 导 量 子 计 算 机“ 天 衍

504”，这标志着其具备了全球领先的量

子计算机制造和交付能力。

今年 4 月，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

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向科大国盾量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盾量子”）

交付了一款 504比特超导量子计算芯片

“骁鸿”，用于验证国盾量子自主研制的

千比特测控系统等核心硬件，并计划搭

建整机接入中电信量子云平台。基于

“骁鸿”芯片，中电信量子集团和国盾量

子联合研发出国内单台比特数最多的超

导量子计算机“天衍 504”，并将通过“天

衍”量子计算云平台向全球开放。

中电信量子集团董事长吕品介绍，

2023 年 11 月，中国电信发布了全球首

个具备量子优越性能力的超量融合云

平台——“天衍”量子计算云平台，通过

“天翼云”超算算力和 176个超导量子比

特算力的融合，为各类用户提供便捷简

单的量子计算服务。

随着 504比特真机即将接入“天衍”

量子计算云平台并对外服务，该平台将

实现算力规模和算力类型双重升级。

由一台 24 比特、两台 176 比特和一台

504比特组成的国内最大的量子计算集

群，并将提供 5 类运算性能世界一流的

高性能仿真机和 Cqlib 量子编程框架，

这将是中国量子计算能力的又一次飞

跃。吕品介绍，自“天衍”量子计算云平

台对外服务以来，已有来自全球 50多个

国家、超 1200 万访问量，实验任务数超

过 60万个。

加快推动量子计算商用化进程是

中电信量子集团的一项重要任务。目

前，该公司已经推出的量子计算产品和

服务包括：自主可控的天衍系列量子计

算整机交付和运营，服务于四算融合新

型算力中心；基于“天衍”云平台多类型

量子算力供给，服务于高校和研发机

构；在教育、气象、电力、AI 等领域开发

量子计算应用方案等。

“面向未来，我们将加快推动量子

计算实用化和商用化进程，为这一颠覆

性 技 术 加 快 形 成 新 质 生 产 力 贡 献 力

量。”吕品表示。

全国单台比特数最多的超导量子计算机“天衍504”发布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

《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

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文稿 37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

开发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全新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

伟大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

位，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大

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健

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与时俱进修

改宪法，召开党的历史上首次中央人大

工作会议，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

度，推动人大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同志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

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

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发展规律，系统总结党加强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持续推进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坚持

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主要篇目介绍见第二版）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出版发行

在浦江县新光村，乡村“运营官”陈

青松将“空心村”变为“明星村”，以“青

创”为主打的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模式现

已输出到安徽、福建等地的50余个乡村；

在金华市金东区八仙积道共富带上，“90

后”赵周翀返乡参与露营基地建设，白鹭

营地客流量屡创新高，启动当地共富“加

速器”……连日来，科技日报记者跟随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

深入浙江乡村，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

怀揣梦想、敢闯敢干，凭借创新思维、创

意理念，奋力改变乡村面貌。

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土生土长的衢州常山人汪丽霞是

2023 年“南孔精英”计划培养专项领军

人才，做常山胡柚的研究已有 15 个年

头。“我喜欢胡柚，我愿意为家乡产业投

入全部精力。”汪丽霞除了做新品育种，

把胡柚送出国门，还挖掘出胡柚小青果

药用价值（衢枳壳），让果园每亩增收

1000多元，产业规模超 2亿元。

在桐庐县东琳村，学计算机专业的

魏小芬 2009年毕业后返乡，务农当起了

农创客。村民们当着她的面就泼冷水：

“读了那么多书回来种地，这书算是白读

了！”可魏小芬骨子里有一股倔强，她偏

要做出个样子来。如今的她管起 5个村

3000多亩地，帮助农民解决各种耕种难

题，累计为农户节约成本 500万元以上。

在她的带领下，15个工人虽然每年仅工

作 6个月，但每人都能有 6万元的收入，

生活越过越有滋味。

衢州鲟龙水产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夏永涛，是衢州市柯城区首席技

术官，他一直称自己是“现代渔人”，被浙

江好山好水好政策吸引来到衢州后，他所

在的团队培育出了水产新品种杂交鲟“鲟

龙1号”，让中国鱼子酱登上了国外航空公

司头等舱。“鲟鱼养殖成本非常高昂，我们

就把原来传统的养殖设施全部改造升级

成数字渔场，让投饵、增氧、监测水质、监

测鱼的生存状态等都实现机械化、自动化

和信息化。”夏永涛说，现在公司生产的鱼

子酱约占全球1/3的市场份额。

这些原乡人、返乡人和新乡人，让浙

江乡村焕发出新活力。截至9月，浙江已

累计培育出现代“新农人”24.7万人。这

些新农人具备新理念、新知识，掌握新方

法、新技能。“他们为乡村注入了更多的

人才流、技术流与资金流，极大地增强了

乡村发展的内生动能，加速推动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型，持续激活乡村‘沉睡’资

源，使之成为富民强村的资本，催生出更

多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有力促进了产业

振兴，带动农民增收。”浙江大学中国农

村发展研究院智库负责人胡伟斌表示，

新农人已然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主力军。

“新农人”的逐梦热土

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是浙江新农

人能够大展拳脚的关键所在。

桐庐县江南镇二娘酒坊的负责人

李富，曾遭遇满屋莲子滞销困境。“当时

我找到村支书，跟他说这生意没法做

了，明年肯定要跑路。”李富回忆，书记当

时就给她出谋划策，建议她开展莲子深

加工，并许下承诺：“李富你放心去干，村

里包销三年。”正是这一有力支持，她重

拾信心、干劲十足，结果第二年就不用村

委会包销了。 （下转第三版）

浙江：人才培养成为乡村共富“加速器”

高峰日均访问量达到 500 亿次量

级，每秒钟售出 1000 多张车票……作

为 全 球 最 大 的 实 时 票 务 系 统 ，铁 路

12306的“成绩单”十分亮眼。

它的成长离不开一位“客票人”。

她是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

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中国铁路 12306

科创中心副主任。

28 年 来 ，单 杏 花 带 领 团 队 成 功

打 造 具 有 完 全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全 球

交 易 量 领 先 的 超 大 型 实 时 票 务 系

统 ，以 铁 路“ 售 票 之 变 ”引 领 亿 万 旅

客出行之变。

（下转第二版）

让 亿 万 旅 客 出 行 更 美 好
——记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单杏花

◎本报记者 侯 萌 王 菲
刘 垠 崔 爽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新华社记者 樊 曦

◎新华社记者 樊 曦

单杏花在北京站调研（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宋选兵摄）

◎本报记者 陆成宽

培育新质生产力，中央企业提质加

速。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2023

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增长

32.1%，收入规模首次突破 10万亿元，占

比达到 25.2%。

近日，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大会在京

举行。记者了解到，围绕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国务院国资委将坚持“两端发

力”：一方面，推动企业运用新技术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

工程，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另一方面，启动实施央企产业焕新行动

和未来产业启航行动，推动央企加强前

沿技术的多路径探索和交叉融合，大力

发展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 9 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 6大未来产业。

信息通信业作为战略性、基础性、

先导性行业，既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领域，也为其他领域形成新质生产力

提供重要支撑。

“我们紧紧围绕生产、生活、社会治

理数智化转型需求，大力推进工业互联

网、视联网、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

家庭机器人、AI 智能体、数字政府等技

术攻关，不断开辟信息服务新领域新赛

道。”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

攻坚自主可控的“九天”系列通用

大模型，研发世界首款类脑互补视觉芯

片“天眸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基因编辑核心工具酶 eCas12a……中央

企业因“企”制宜，在新领域、新赛道加

快打造新质生产力。

与此同时，中央企业持续进行技术

改造和设备升级，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

造工程，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全面提

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加速构筑竞争新动能、新优势。

面向未来装备“极限性能、极短周

期、极优成本”研发要求，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构建了航空装备全流程

端到端数字化敏捷研发体系，实现研制

形态从物理域到信息域的变革。

“我们系统布局先进、完备、自主的

新质航空数字化能力，以数字量传递为

核心开展全机、全专业、全流程的工艺设

计及仿真，实现装配结果准确预测，避免

实物的反复迭代。”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提升航空智

能制造水平，集团围绕“动态感知、实时

分析、自主决策、精准执行”的航空智能

制造典型特征，打造智能厂区、智能车

间、智能产线，建设覆盖物料供应、部装、

总装和试飞调试等各主要环节的管控系

统，工作效率可提高20%以上。

钢铁行业生产流程长、涉及界面众

多、工艺机理复杂，在传统生产模式下，

难以实现全流程要素的精准协同匹配，

制约了产品品质与制造效率的提升。

（下转第三版）

因“企”制宜打造新质生产力
——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大会观察之三

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大跨海通道工程——黄茅海跨海通道即将在12月迎来通车。黄茅海跨海通道东接鹤港高速，西连新
台高速并与西部沿海高速相交，线路全长约31公里。建成通车后，将与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南沙大桥、虎门大桥共同组成粤
港澳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

图为12月7日拍摄的黄茅海跨海通道（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才扬摄

◎本报记者 刘园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