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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四部门：

到2025年支撑新兴产业
发展标准体系逐步完善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 张辛
欣）记者22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工业和
信息化部联合科技部、国家能源局、国家标准
委印发《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
（2023—2035年）》，通过持续完善标准体系建
设，引领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创新发展。

方案以推动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和抢抓未
来产业发展先机为目标，聚焦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等8大新兴产业，以及元宇
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统筹
推进标准的研究、制定、实施和国际化。

方案提出 2025年、2030年和 2035年的
“三步走”目标。其中，到2025年，支撑新兴产
业发展的标准体系逐步完善、引领未来产业
创新发展的标准加快形成。共性关键技术和
应用类科技计划项目形成标准成果的比例达
到 60%以上，标准与产业科技创新的联动更
加高效。新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2000项
以上，培育先进团体标准300项以上，以标准
指导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加有力。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将于9月8日至11日在福
建厦门召开，紧扣“扩大双向投资
共促全球发展”永久主题和“开放·
融合 引领高质量发展”年度主
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8月 22日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投洽会有关
情况。

商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表示，
办好第二十三届投洽会，有助于各
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有利于充
分发挥中国作为全球投资大国的
积极作用，对推动全球投资稳定增
长具有重要意义。

深度聚焦双向投资——
陈春江介绍，本届投洽会有三

个特点：一是国际化更加鲜明，积
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二是专业化
更加显著，充分发挥公共产品作
用；三是品牌化更加突出，深度聚

焦双向投资。
本届投洽会有三个国家担任

主宾国，分别为巴西、塞尔维亚、
卡塔尔，是主宾国最多的一届。
预计有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近
1000个客商团组、约 8万名客商参
加展会。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
国工发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将参
会，较往届在数量和参与程度上
均有提升。

“投洽会是以双向投资促进
为主题，这也是与其他商贸类展
会的最大区别。”福建省副省长王
金福说，今年专门设置了投资促
进馆、产业创新发展馆和项目资
本对接馆三大区域，分别以不同
方式，展示双向投资促进主题和
内涵。

投资促进馆创新设置“全球合
作展区”，展示经贸领域贯彻全球

发展倡议的成果和案例，目前已有
6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
机构设展；产业创新发展馆分设智
能制造及数字经济展、新能源及绿
色创新展、运动时尚展、乡村振兴
产业展、国际警安法务科技展等五
个产业展区；项目资本对接馆主要
设置领航中国·新兴产业主题展和
中国外资企业展。

展、谈、会组成——
“投洽会是展、谈、会组成的，

有展、有项目洽谈对接以及专业专
题论坛。”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局长刘殿勋说，让参会者高效资源
对接、精准进行信息匹配，是不断
提升投洽会质量的重点。

大会总展览面积12万平方米，
将设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
碳、乡村振兴等热点专业展，展示
产业新蓝海、投资新赛道。还将举

办“领航中国·新兴产业合作大会”
等30多场专题项目对接和洽谈，进
一步深化展洽融合；将通过“云上
投洽会”收集发布投资项目，推动
线上线下功能互补。

本届投洽会预计举办各类会
议论坛 50余场。其间有两场双边
研讨会受到关注，一个是第二次
举办中美省州经贸合作研讨会，
聚焦中美两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
产业发展新动向以及贸易投资新
机遇；一个是首届中国—巴西省
州经贸合作研讨会，进一步推动
中国和巴西之间地方经贸交流合
作。

此外，商务部有关单位将举办
“中国投资”系列活动，以跨境投资
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积极拓展开
放合作新领域，搭建中国企业跨境
投资服务平台。

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十年来，投洽会主动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为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双向投资合作
搭建桥梁和平台。

近年来，投洽会先后邀请了
马来西亚、捷克、菲律宾等“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主宾国。今
年已有包括主宾国塞尔维亚、卡
塔尔在内的 36个沿线国家明确参
展参会，开展项目洽谈、投资促进
活动。

本届投洽会将围绕共商港航
合作、共建丝路通道、共享经贸繁
荣的愿景，举办“一带一路”发展高
层论坛、“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
坛、海丝中央法务区论坛、“丝路电
商”政企对话会等一系列活动，持
续深化国际投资务实合作。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在北京举行的 2023世界机器人
大会上，160余家国内外机器人企业
携近 600件展品参展，其中 60款新品
为全球首发。

未来已来！“机器人+”有哪些新
亮点？如何更加深入地影响人类生
产生活？未来发展趋势如何？“新华
视点”记者展开了探访。

应用场景更丰富
强劲灵活的手腕，高扭矩的设

计，4个红色的机械臂上下挥舞，为汽
车车身进行点焊作业……在 2023世
界机器人大会上，沈阳新松公司针对
汽车工业研发的白车身点焊机器人
工作站引人注目。

“这一款机器人我们从2012年开
始研发，经过不断提质升级，现在设
备的重复定位精度达到正负 0.2 毫
米。目前公司和国内多家汽车厂商
展开合作，已经部署了 100台左右。”
新松公司行业经理马骋说。

在农业展区，硕大的果园多臂采
摘机器人引人注目。机械手臂通过
位置和光感灵敏伸出准确抓住一个
苹果，让观众对农业现代化和智能化

有了更直观的了解。这款机器人由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
究中心研制，通过机械臂和果实获取
装置，实现采果、纳果、储果全程自动
化采收，并具备昼夜连续作业的能
力，每小时可以采摘 400至 550果，大
幅提升了采摘效率。

采摘机器人项目负责人李涛介
绍，在提升作业效率的同时，设备可
以最大限度避免果实受损。目前机
器人已在北京、山东等地农田果园试
用，很快就会推出量产机型。“未来还
会推出更加轻量化的型号，满足各种
地理条件的要求。”

中国经济的快速回暖让社会和
产业需求增多，加之新材料、新能源、
生命科学等技术与机器人的交互融
合发展，机器人产业正在广泛深入工
业制造业、农业生产、商贸物流、医疗
健康、商业社区服务等领域。

政策支持更充分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表示，中国保持旺盛的发展活力，
机器人品牌实力不断增强，机器人
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 273

家，10 家机器人企业成长为制造业
单项冠军。在技术和市场的驱动
下，机器人产业链持续拓展延伸，
制造企业、科技巨头、新锐企业都
在发挥不同优势进行差异化布局，
形成交叉融合、相互依存、共同发

展的格局。
目前，工业机器人应用领域已覆

盖65个行业大类、206个行业中类，在
卫浴、陶瓷、五金、家具等传统产业应
用更加广泛，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
光伏等新兴行业应用快速拓展。在

民生服务领域，教育、导览、配送、清
洁等机器人大量应用在学校、酒店、
餐厅、商场、写字楼等诸多场景。同
时，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中国天
眼、青藏铁路等重大工程中，机器人
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多地政府部门积极联合下游行
业共同推进机器人应用推广，建立了

“机器人+”应用协同推进方阵，支持
建设机器人体验中心、试验验证中
心。北京、河北、上海、广东等地相继
出台政策文件，遴选推广“机器人+”
应用场景和标杆企业。经过部门协
同、央地联动，机器人应用深度和广
度大幅拓展。

发展动力更强劲
未来已来，大量“机器人+”场景

已经在机器人大会现场得以展现。
手臂固定在支架上，手握圆形手

柄，操作人员可以在屏幕上设置切西
瓜、飞机大战、扑蝴蝶等上肢活动游
戏，帮助患者进行康复训练，这是埃
斯顿医疗开发的上肢康复训练系统。

埃斯顿医疗相关项目负责人徐
圆圆说，系统设置的最高抗阻力量约

是 3公斤，可以满足康复群体上肢康
复训练的基本需求，有助于患者锻炼
上肢力量，促进神经通路恢复。“这套
设备已经在北京、南京等地一些康复
医院、养老院投入使用。”

在机器人大会的“机器人+医
疗”健康板块，集中展示了机器人在
手术、辅助检查、辅助巡诊、康复、检
验采样、院内治疗、远程医疗及院后
康复追踪等整体病程服务体系中的
应用。“机器人+农业”板块集中展示
了机器人在自动播种、除草、浇水、
收割、施肥、灌溉、土地调查、采摘、
分拣等方面的功能。还有养老、商
业服务、应急和极限环境等应用场
景，各种设备引出无限遐想。

本次机器人大会上发布的《中
国 机 器 人 技 术 与 产 业 发 展 报 告
（2023年）》提出，我国拥有广阔的机
器人应用市场，随着“机器人+”行动
稳步实施，机器人应用领域正加速
拓展，在新能源汽车、医疗手术、电
力巡检、光伏等领域的应用不断走
深向实，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
智能化升级。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这是 8 月 20 日拍摄的中国
石油塔里木油田零碳沙漠公路
（无人机照片）。

在位于新疆的塔克拉玛干
沙漠腹地，中国首条贯穿塔克拉
玛干沙漠的等级公路——塔里
木零碳沙漠公路，像一条绿色长
龙蜿蜒曲折，在沙漠深处延伸。

据了解，塔里木沙漠公路
1995 年 贯 通 ，全 长 522 公 里 。
2022年，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启

动建设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
范工程，对沿线 86 个使用柴油
发电的水井房进行光伏改造。
建成投运后，光伏年发电量超
过 300 万千瓦时，可节省柴油
1000 余吨，年减碳约 3000 吨。
除此之外，沙漠公路两侧防护
林带可实现年固碳2万吨，中和
过往车辆碳排放，实现零碳沙
漠公路。

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国家医保局：

50余种罕见病用药
纳入医保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 彭韵
佳）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消息显示，通过医
保目录准入谈判，已累计将26种罕见病用药
纳入医保药品目录，平均降价超 50%。叠加
其他药品准入方式，目前获批在我国上市的
75种罕见病用药已有 50余种纳入医保药品
目录。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通过优化准入程
序，及时将符合条件的罕见病用药纳入医保
药品目录，2023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
作方案对罕见病用药的申报条件未设置上
市时间限制，纳入国家鼓励仿制药品目录的
药品可以申报当年医保目录，进一步拓宽了
罕见病用药的准入范围。

在罕见病用药供应保障方面，国家医保
局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印发相关文件，
通过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两个渠
道，满足谈判药品供应保障、临床适应等方
面的合理需求。截至 2023年 6月底，全国已
有22.9万家定点医院和药店配备了包括罕见
病用药在内的目录谈判药品。

12306旅客信息
服务功能优化完善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 樊曦）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自
22日起，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完善12306旅客
信息服务功能，提供覆盖购票、乘车、退票改
签、停运通知、晚点提示等出行信息服务，更
好地满足旅客信息服务需求，提升出行体验。

据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国铁集
团着力为民办实事，切实解决旅客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经过深入调查研
究，积极推动铁路12306系统研发升级。

优化后的信息服务功能有：在原来向
旅客推送购票、退票、改签、列车停运及恢
复信息的基础上，新增推送候补同方向增
开临时旅客列车、晚点提示、检票地点变更
等信息；在原来仅向购票人推送服务信息
的基础上，增加向乘车人推送服务信息；根
据旅客需求，通过微信、支付宝及 12306 手
机 APP 推送消息，对未开启微信及支付宝
消息通知的旅客，将通过手机短信推送服
务信息。

共享大市场机遇 发挥投资大国作用
——第二十三届投洽会亮点前瞻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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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将于 2023
年 9月 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次
就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专门性法
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8 月
22日举行集体采访，对这部法律进
行解读。

药品生产经营者需提供
无障碍格式版本说明书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国务
院有关部门应当完善药品标签、说
明书的管理规范，要求药品生产经
营者提供语音、大字、盲文、电子
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标签、说明
书。国家鼓励其他商品的生产经
营者提供语音、大字、盲文、电子
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标签、说明
书，方便残疾人、老年人识别和使

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

法室主任石宏介绍，在立法过程
中，考虑到药品说明书上的字如果
太小，阅读不方便，老年人和残疾
人误读了，可能会对生命健康造成
极大威胁，因此将药品和其他商品
进行了区别要求。药品说明书原
则上需要提供纸质的大字版，但考
虑到药品说明书比较长，提供全文
纸质大字版在实际操作中比较困
难，因此可以通过扫描方式提供电
子说明书等。

“法条中规定的‘其他商品’范
围很宽，除了药品之外的商品都在
这个范围内，比如和残疾人、老年
人生活相关的食品、保健品等。”石
宏说。

帮助残疾人、老年人
破解“不会用、不好用”困难

近年来，包括智能手机、互联
网应用在内的数字化服务，为很多
人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却给一些
残疾人、老年人带来了“不会用、不
好用”的困扰。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规定，国家
鼓励新闻资讯、社交通讯、生活购
物、医疗健康、金融服务、学习教
育、交通出行等领域的互联网网
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逐步符
合无障碍网站设计标准和国家信
息无障碍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
理局副局长邵道新表示，目前已采
取一系列举措，推动 1735 家残疾

人、老年人常用的网站和手机APP
完成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一些
地图类APP推出无障碍导航功能，
可以帮助残疾人尽量避开台阶、陡
坡等障碍物；一些出行类的APP上
线“一键叫车”功能，便于老年人独
自外出时打车。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
深入一线开展专项调研，进一步摸
清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生活
背景残疾人和老年人在使用互联
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指导相关单
位采取有针对性的改造升级措
施。”邵道新说。

助力破解老年人、残疾人
上下楼难题

一些城镇老旧小区楼房由于

没有电梯，造成残疾人、老年人上
下楼困难，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国家
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既有多层住宅
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为
残疾人、老年人提供便利。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副司长刘李峰表示，当前既有建筑
加装电梯工作进展顺利，2018年至
2022年累计加装电梯8.2万部。截
至7月底，今年已完成加装1.8万部。

刘李峰表示，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目前仍存在加装电梯高低楼层
的居民形成共识难、资金筹措难等
问题，有待进一步破解。此外，还
需严控增量，对七层以上住宅要求
加装电梯的相关规范进行修改。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更好以法治护航无障碍环境建设
——解读即将施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新华社记者 高蕾

这是在这是在2023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亮相的一款手术机器人世界机器人大会亮相的一款手术机器人。。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民生直通车民生直通车

“死亡之海”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