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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向
定杰、胡锐）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越
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正加入数字化转型
浪潮，积极开展数字化改造。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贵州省贵阳市
乌当区的贵阳高新惠诚食品有限公
司，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处烘焙主题
乐园。在一片绿意盎然的园林景观
中，旗舰店里散发出阵阵香气。不少
市民在周末和假日来到这里，享受烘
焙的乐趣。

“倒车，请注意。”穿过前店来到后
厂，一辆辆AGV小车在库房里穿梭，它
们会按照原料的生产日期，有序进行搬
运和分类。

“以前进货、出货、盘点、报损都是
人工操作，随着公司规模扩大，人员不
够用了。”公司副总经理徐晓艳说，为此
公司决定与中国电信合作打造5G智慧
工厂。

如今，来到企业运营指挥调度中
心，数据中台会将生产、销售、库存等业
务环节的数据汇聚起来，为下一步进行
销售情况分析、产品分析等提供支撑。
在可视化大屏上，临期糕点信息、实时
销售额、会员卡异常刷卡情况等都会被
记录下来。

“数字化转型帮助企业不断成长。”
徐晓艳说，这既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原

材料损耗，也颠覆了传统决策方式，通
过智能化实现全过程可追溯。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贵州近年来持续推动“万企融合”大行
动，已累计带动 1万余家企业实施数字
化融合改造，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
不断提高。

在日前召开的 2023 数字化转型助
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贵州）大会上，当
地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鼓励支持企
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数字化
改造。

不仅在贵州，记者了解到，安徽省
近年来大力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工作，已累计培育各类工业互联网平台
156 个。以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例，
它为中小企业提供“用得起、用得好”的
数字化解决方案，目前已上线软件应用
0.54 万个，总用户数 68.7 万，服务中小
企业370.6万次。

记者近日走访了安徽聚芯智造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这里看到一个个圆
饼状的模具闪烁着金属光泽。

“别小看这些‘铁疙瘩’，它们里面
都嵌入了芯片。”公司负责人程积龙说，
通过这些芯片，模具可以接入国家工业
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拥有了唯一
标识 ID。

模具有了“身份证号”，也意味着在
生产、使用、维修、报废全生命周期的相
关数据都可追溯、可解析。“我们以前产
品的一次报检合格率是 96%，现在达到
99%以上，企业产能也得到提升。”程积
龙说。

根据规划，到 2025 年，安徽要实现
全省重点行业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
字化改造全覆盖、规模以下制造业企业
数字化应用全覆盖。安徽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地将继续中
小企业数字化普及工程，推动中小型制
造业企业实施低成本、快部署、易运维
的数字化改造，引导细分行业中小企业
参照改造样板，看样学样。

降本增效添活力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观察

AGV小车在库房里搬运物料。新华社记者向定杰 摄

新华社内罗毕 10 月 30 日电
（记者闫然 黎华玲）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30日宣布，将联合国环保领域
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奖项授予中
国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新模式“蓝
色循环”，以表彰这一模式对近岸海
域塑料污染治理作出的杰出贡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当天发布
的一份声明中说，“蓝色循环”模式
运用区块链和物联网等技术，实现
海洋塑料污染收集、再生、再制造、
再销售等全环节可视化追溯，迄今
已收集超过 1 万吨海洋废弃物，是
中国最大的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项

目，获颁“地球卫士奖”中的“商界卓
识奖”。

“为了我们的健康和地球生态，
我们必须终结塑料污染。这需要彻
底转型，减少塑料产量，淘汰一次性
塑料，并转向重复利用系统和替代
品，以避免塑料污染对环境和社会
造成的负面影响。”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在声明中
说，今年的获奖者“展现了创新性治
理方案切实有效，启发我们重新审
视人类和塑料的关系”。

“蓝色循环”模式于 2020 年开
始在中国浙江探索，由沿海民众、渔

民、船舶及多家企业共同参与。通
过吸纳沿海民众加入海洋塑料废弃
物收集，联合塑料应用企业，并设立

“蓝色联盟共富基金”进行价值二次
分配，惠及一线收集群体，达到生态
与富民的“双赢”。

“地球卫士奖”是联合国环保
领域最高荣誉，每年颁发一次，旨
在表彰对环保产生变革性影响的
个人、团体和组织。2023 年，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共收到 2500 个“地
球卫士奖”提名，5个提名凭借应对
塑料污染的创新解决方案和变革
行动获奖。

中国海洋塑料污染治理新模式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高敬）自
10 月 22 日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出现一次
PM2.5 污染过程。到 10 月 30 日，京津冀中南
部、河南北部污染程度已达中至重度，多个城市
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密切跟踪
本次污染过程，组织专家团队解读污染成因。
专家指出，10月22日起，区域气象条件转不利，
PM2.5污染逐渐累积。截至 10月 30日 8时，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共 16个城市累计发生 32天次
PM2.5中度及以上污染。

专家分析，从气象条件看，近期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气象条件较不利，容易造成污染累积与
转化。10 月 22 日以来，区域内冷空气活动偏
弱，地面气温、低层大气相对湿度较常年均偏
高，易形成区域性污染。

从区域污染排放看，区域工业企业、重型货
车活动水平和秸秆火点数量环比上升，污染排
放呈增加趋势。

在工业源方面，10 月下旬以来，区域工业
用电量较前期明显增长，其中水泥、砖瓦等行业
用电量增幅更为明显，钢铁、焦化、石化等行业
用电量基本持平。

在移动源方面，近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
型货车交通流量处于秋冬季以来的高位。

在面源方面，10 月 21 日至 28 日区域内累
计发现火点325个，其中天津、河北（沧州、张家
口）、河南（周口、驻马店、漯河）等地数量较多。

记者了解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多个城市
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其中，北京市，天津市，
河北省石家庄、唐山等13个城市（包括定州、辛
集、雄安新区），河南省安阳、鹤壁等5个城市启
动橙色预警。

根据预报情况，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受
偏南风叠加高相对湿度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将持续中至重度污染；11月3日起，随着冷空
气到来，污染过程将结束。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多城市
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记

者胡喆）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
大会定于11月6日至7日在重庆举
行。大会以“共建创新之路，同促合
作发展”为主题，围绕政府间科技合
作、科技人文交流、产业创新发展、
科研范式变革、未来医学、开放科学
及大数据等议题，设置开幕式暨全
体大会、“一带一路”科技创新部长
会议、主题活动、圆桌会议及成果展
示5大板块，10场主要活动。

这是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30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的信息。

据悉，本次大会由科技部、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重
庆市人民政府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支持

单位。
科技部副部长张广军介绍，大

会将首次发布以“一带一路”科技创
新合作为主题的重要报告，首次举
办“一带一路”科技创新部长会议，
举办“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成果
展，成果展包括80多项涉及诸多领
域的合作案例，将生动展现创新丝
绸之路建设取得的务实成效。

重庆市副市长张安疆表示，目
前已经邀请到 70 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 300 多名重要外宾出席，其
中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外院士、专家
学者、国外知名高校校长近 40 名。
同时，国内院士、高校校长、科研机
构、重点企业代表也将参会。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10周年。10年来，在各方共同参

与和推动下，科技合作机制不断深
化，科研人员往来愈发紧密，科技合
作成果日益丰硕。张广军介绍，截
至目前，中国已与80多个共建国家
签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共同
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科
技合作格局，结出实打实、沉甸甸的
合作“果实”。

“面向未来，中国科技开放合作
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以更
加积极的思维和举措推进国际科技
交流合作，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同各国携手打
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
发展环境，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科技
力量。”张广军说。

我国将首次举办“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