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 号 邮政编码:100718 定价:全年 352 元 每季 88 元 2 月 29.26 元 其余月 29.34 元 零售:逢 4 版 0.56 元 逢 8 版 1.12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 0184 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经济·民生4 2023年 8月 1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杨召奎 北梦原

E－mail:grrbjjxwb@sina.com

近年来，中车长客股份持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

多举措打造绿色低碳工厂，着力带动产业链融通创新发展，在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

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阅 读 提 示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苏志坚

“鹰隼”形车头可大幅降低空气阻力，配

合轻量化车体和整体节能技术，单列车年均

节电约 180 万度；应用以太网控制车辆技术，

动车组数据传输速度提高 60 倍以上……日

前，中车长客轨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车长客）专为第 19 届杭州亚运会打造的复兴

号亚运智能动车组下线，外形设计大气美观

的同时，“绿色”“智能”更为该车加分添彩。

作为我国核心的轨道客车研发、制造、检

修及出口基地，近年来，中车长客股份持续加

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积极进行数字化

转型升级，多举措打造绿色低碳工厂，着力带

动产业链融通创新发展，在推进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不仅实现

了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更让中国高铁“金名

片”熠熠生辉。

开启数字化转型升级，赋予产线
大脑和灵魂

来到中车长客转向架事业部总成产线门

口，一块大显示屏迎面映入记者眼帘，上面实

时显示着车间内产线运转状态，内容覆盖人

员劳效、质量监控、现场安全、环境控制等多

个维度。

“哪个环节出现异常，屏幕就会发出预

警，便于管理人员第一时间定位问题所在，并

马上采取措施予以消除。”中车长客工程技术

中心工程技术部部长张克木告诉记者，这是

产线数字化改造升级带来的新变化。

2021年，中车长客对转向架总成产线组启

动数字化改造，在增加智能设备的同时，自主

开发基于 5G 技术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全

流程数据贯通，赋予产线大脑和灵魂，使之一

跃成为轨道交通领域行业领先的数字化产线。

“数据贯通后，产线可通过系统派发生产

计划直达工位，生产所需的物料也将同步精

准配送到工位……”穿过满地跑的智能输送

AGV 车，跟随张克木走进车间，记者发现，每

个工位前都立着一块液晶屏。屏幕上，各工

位的工单信息、工艺指标等一览无余。同时，

它还与智能设备连接，比如，岗位工人在使用

智能力矩扳手时，必须按工艺要求操作到位，

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张克木介绍，经过数字化改造，原本“又

聋又哑”的设备具有了“听说读写”能力，整个

生产过程实现了无纸化、可视化、透明化，制

造质量也有了更好的保障。

转向架总成产线组的数字化改造只是一

个缩影。张克木告诉记者，目前，中车长客正

全力推进数字化制造模式在“全产线、全流

程、全项目”模式下实现常态化应用，依托数

字化管理平台，不断提升企业运转效率，加快

产品创新步伐。

全面创建绿色工厂，不懈打造绿色
低碳新产品

穿行于中车长客不同生产区域，记者发

现，绿色环保工艺技术无处不在。

“就说这个‘搅拌摩擦焊’吧，它能消除传

统焊接过程中产生的弧光辐射、烟尘、有毒气

体、噪声等有害因素，大大减少生产制造过程

中的污染。”在铝车体焊接产线，焊工臧铁军

一边作业，一边告诉记者。

在轨道客车喷漆室，记者了解到，由于采

用了分段送排风技术，与同行业普通全室同

时通风的喷漆室相比，这里的设备运行能耗

降低约 60%，年节能费用达 3000余万元。

“为深入贯彻国家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战

略部署，2021年，我们全面启动绿色工厂创建

工作，通过绿色生产制造升级、污染防治专项

攻坚、绿色产品设计等系列举措，进一步全方

位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中车长

客绿色工厂建设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近两年，中车长客累计投资近 4
亿元，实施了污水与中水回用系统改造等 20
余个环保项目，并建设了能源信息化管控系

统，对用能过程进行实时监测和诊断分析，避

免能源浪费，发掘节能潜力。

“与此同时，我们致力于从每一个细节入

手，不懈打造绿色低碳新产品。”中车长客国

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设计师刘俊阳对记

者说：“比如，在高速动车组研发方面，我们突

破了减重、降阻、提效关键技术，实现整车单

位人公里节能 10%。车内还设计有可根据乘

客数量实时调整风量的空调系统、可根据外

部采光状态自动调节亮度的照明系统等，既

节约能源，又使乘坐更舒适。”

充分发挥龙头作用，促进产业链
融通创新发展

一列“复兴号”高速动车组，有 10 万多个

零部件、260 多个独立子系统，涉及上游配套

企业千余家，横跨机械、冶金、材料、电气、电

子、化工、信息等众多行业。

作为轨道客车核心主机厂，中车长客充

分发挥龙头作用，通过自身产品创新驱动上

游企业技术创新，通过每年一度的资质认证

促进配套企业管理提升，通过战略合作“补

链”“强链”“延链”，带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跃

迁发展。

“比如，高铁时速达到 350 公里时，在高

速作用下，空气的压力和冲击力十分强烈，

这就倒逼塞拉门厂家提升车门密封技术。

后来，研制 CRH380 高寒动车组时，为避免

车门结冰冻住打不开，我们提出需要给车

门施加向内的力，这就要求供应商实现对

技术的深度掌控，掌握车门运动的底层操

作指令，重新设计车门的运动逻辑……”刘

俊阳说。

据了解，动车组引进之初，我国还没有

厂家能生产塞拉门。如今，通过不断提升技

术来满足国内的动车门标准，我国车门供应

企业已有能力与西门子、阿尔斯通等业界国

际巨头合作，并在公交车门、地铁屏蔽门等

方面实现了技术平移，使产业链附加值不断

增厚。

“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可以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弹性。在补链强链延链

过程中，我们还积极为产业链上的中小微

型企业开放空间载体、场景应用，通过联合

研发创新、产品服务采购、融资政策支持等

措施 ，提 升 中 小 微 型 企 业 的 实 力 ，助 推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中 车 长 客 相 关 负 责

人说。

发力数字化制造、打造绿色工厂、促进产业链融通，中车长客高质量发展出实招

产业现代化新实践擦亮高铁“金名片”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华社记者

延长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指

导银行调整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进一步

落实“认房不用认贷”……近期相关部门频频

发声，房地产政策持续优化调整。这些新政

释放了哪些信号？又将带来怎样影响？

优化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

“二套房首付比例降到 4 成，利率降到

4.8%，我们两口子的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到

了 100 万元，税又退了 4 万元……”近期购买

了一套 120 多平方米改善性住房的南京市民

赵先生，给记者细数享受的诸多政策优惠。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优化房地产调控政

策，从优化限购限售政策到下调最低首付比

例，从发放购房补贴到强化公积金政策支持，

从购房契税补贴到二手房“带押过户”……房

地产政策不断优化调整，有力支持了刚性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

这在信贷数据上也有所体现：上半年，个

人住房贷款累计发放 3.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

多发放超过 5100 亿元；6 月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为 4.11%，同比下降 0.51个百分点。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正从过

去的高速发展转向平稳发展。7 月 24 日召开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适应我国房地

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

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

工具箱。

近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将进一步落

实好个人住房贷款“认房不用认贷”等政策措

施；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在更好满足居民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等方面加强政策储备。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部署下半年工作时明

确提出，因城施策精准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

政策，继续引导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比

例下行，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指导商业银行依法有序调整存量个人住

房贷款利率。

部分地方“试水”推进政策落地

近期，调整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认

房不用认贷”、改善性住房换购税费减免等政

策导向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在相关部门的鼓

励和引导下，已有部分地方和机构积极响应。

北京、深圳、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先后发

声，将结合自身房地产实际情况支持居民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河南郑州、广西梧州等地

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江苏的镇江、扬州、苏

州等多个城市出台购房税收优惠政策……

购房者对房地产金融政策调整亦充满期

待。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区域一家美凯龙爱

家门店的资深经纪人告诉记者，近期来店里

咨询政策的客户明显增多，他们普遍对降低

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的政策特别关注。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认房

不用认贷”有利于激活房屋置换链条，活跃市

场交易。降低部分存量房贷利率则有助于减

少居民扎堆提前还款和违规“转贷”行为，提

振居民扩大消费的意愿和能力。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针对

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央行近期的表态从此前

的“支持和鼓励”变为“指导”，这传递出更加

积极的信号，将有利于加速政策落地。

满足房企合理融资需求

巩固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态势，不仅要

提振居民住房消费，还要满足房地产行业合

理融资需求。

去年 11月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支持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 16 条政策措施，保持

房地产重点融资渠道稳定，有力推动各地项

目复工建设。今年上半年，开发贷款累计新

增 4200多亿元，同比多增约 2000亿元。

金融管理部门近期将“金融十六条”相关

政策适用期限、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

限延长，以此引导银行继续对房地产企业存

量融资展期，加大保交楼金融支持。日前，中

国人民银行召开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座谈

会，多家房企主要负责人被邀参会。会议强

调，金融机构要满足民营房地产企业合理融

资需求。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随着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的落地实施，优质

房企现金流得到更强保障，保交楼稳步推进，

风险将趋于收敛。经过风险出清，行业将逐

渐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记者吴雨 郑钧天 邓华宁 柳王敏）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9日电）

房地产政策持续调整优化，释放出哪些信号？

环境减灾二号F星成功发射

本报北京8月9日电 （记者周怿）今天 6
时 53 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环境减灾二号 F 星，标志着“十三五”立项的

环境系列“2+2”星座（2 颗光学、2 颗 SAR）正

式组网运行，我国初步形成了多要素、全天

候、全天时的中等空间分辨率全球生态环境

遥感监测能力。

据悉，环境减灾二号 F星是由生态环境部

与应急管理部联合牵头组织研制的业务卫星。

该卫星配置了 5米 S波段合成孔径雷达（SAR）

和应急数据处理分系统两台有效载荷，可弥补

光学卫星易受天气因素影响的不足，同时可大

幅提升海上溢油等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的卫星

遥感数据保障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

国际应急医学救援论坛将在无锡举办

本报讯 （记者王冬梅）近日，记者从国家

应急医学研究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23国际应急医学救援论坛暨应急医学

救援装备技术博览会”将于 10 月 9 日至 11 日

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

本次活动由国家应急医学研究中心牵头

举办，该中心是服务灾害事故现场、应急救援

一线，集开展应急医学技术学术研究、实施灾

害事故应急医学救援、推动应急医学救援体

系建设于一体的国家级平台。

本次论坛主题为“应急医学救援，护佑人

民生命”，旨在加强应急医学救援国际交流与

合作，提升应急医学救援能力，推动应急管理

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助力“一带一路”自

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建设。

鲜果茶助力青提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杨召奎）近日，“振兴青提

守沪乡村”沪上阿姨鲜果茶助力潜江青提高

质量发展计划启动仪式在湖北省潜江市万家

岭村举行。本次活动由沪上阿姨鲜果茶主

办，京东物流、有壹家果园协办。

据了解，多年来，沪上阿姨与潜江青提产

区建立了稳固的产销合作关系，“仙仙青提”系

列作为沪上阿姨 2022年创新推出的鲜果茶产

品，上市后销售超过 900 万杯，对湖北潜江等

主流青提产区的鲜果产销及产业发展带来良

好促进作用。2023年，沪上阿姨“仙仙玫瑰青

提”系列回归，再次引发市场热烈响应。未来，

双方将在积累前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

更多合作的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当地青提产

业向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本报北京 8月 9日电 （记者王冬梅）国家防总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今天滚动组织防汛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

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地质

灾害和 6 号台风“卡努”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

灾工作。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强调，要持续全力组织搜救

失联人员，加强高水位的干支流堤防和蓄滞洪区围堤隔堤巡

查防守，统筹做好受灾地区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等工作，尽快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东北地区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滚

动会商研判，突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

涝等薄弱环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南方地区要全面

落实各项防汛责任制，突出雨情汛情监测预警，提前做好人员

转移避险，严防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当前，国家防总维持对天津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北

京、河北、吉林、黑龙江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同时，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第 6号台风“卡努”预

计将于 10日上午以强热带风暴级在韩国南部沿海登陆，11日

夜间至 12 日凌晨移入我国东北地区。受其影响，10 日至 13
日，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

地大暴雨；辽宁及山东半岛沿海有 5～6 级大风、阵风 7～8
级。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

于 9日 18时针对辽宁、山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相关部门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山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本报北京8月9日电 （记者时斓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

布的全国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数据显示，7 月，CPI 同比下降 0.3%，环比上涨 0.2%；

PPI同比下降 4.4%，环比下降 0.2%。

根据统计，7 月，从同比看，CPI 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

0.3%。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2.3%转为下降 1.7%。食品

中，猪肉价格下降 26%，降幅比上月扩大 18.8 个百分点；鲜菜

价格由上月上涨 10.8%转为下降 1.5%；鸡蛋、牛羊肉和虾蟹类

价格降幅在 1.5%～4.8%之间，降幅均有扩大；鲜果、薯类和禽

肉类价格涨幅在 2.2%～8.8%之间，涨幅均有回落。非食品价

格由上月下降 0.6%转为持平。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总体看，CPI同比回

落是阶段性的。下阶段，随着我国经济恢复向好，市场需求稳

步扩大，供求关系持续改善，加之上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逐步消

除，CPI有望逐步回升。

从环比看，7 月，CPI由上月下降 0.2%转为上涨 0.2%。其

中，食品价格下降 1%，降幅比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非食品

价格由上月下降 0.1%转为上涨 0.5%。

PPI方面，7月，受国内生产供应总体充足、部分行业需求

改善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等因素影响，PPI环比、同比降幅

均收窄。从同比看，PPI下降 4.4%，降幅比上月收窄 1 个百分

点；从环比看，PPI下降 0.2%，降幅比上月收窄 0.6个百分点。

7月CPI同比下降0.3%
PPI同比下降 4.4%，环比下降 0.2%

本报讯 （记者周怿）近日，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接续推出

和优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再推出和优化 5方面

28条便民办税缴费举措，重点聚焦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广大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盼，促进新出台的一系列延续、优

化、完善的税费优惠政策更好地落实落细。

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包含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在内的民营经济纳税人缴费人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7049亿元，占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金额的 76%，系列

优惠政策有力推动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回升向好。

最新推出的第五批“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举措又推出 7条

措施，确保相关政策红利直达快享。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享受上述政策的便利性，《通知》专门

明确：对纳税人因各种原因未在今年 7 月征期内及时享受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可在 8 月、9 月由纳税人通过变更第

二季度（或 6月份）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的方式补充享受。同

时，税务部门将积极会同相关部门收集编发研发项目鉴定案

例，帮助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充分准确享受政策红利。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

为，这些措施将有力促进纳税人缴费人应享尽享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政策，使其更加及时地转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动能，对激

发民营企业发展活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税务部门再推新举措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建设中的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
岸”（客运）客运查验设施、设备建设项目
（无人机照片，8月4日摄）。

海南瞄准2023年底前具备封关硬件条
件、2024年底前完成封关各项准备的目标有
序推进项目建设。目前，海南全岛封关运作
准备工作全面铺开，第一批全岛封关运作
31个项目已有25个开工建设，首批27项政
策压力测试工作也在有序推进。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海南全岛封关运作项目有序推进

8月9日，在台州市黄岩区一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工作人员操作全自动焊接机生产太阳能电池片。

今年以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出台多项政策助力民营
经济发展，通过设立专项投资基金、补助奖励等引导制造业企
业加快数字化改造，激发创新活力，打造先进产业集群。据统
计，黄岩区上半年 573家规上工业民营企业共投入研发费用
8.5亿元，新产品产值104.73亿元。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浙江黄岩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