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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速递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等十
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
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通过
3至5年努力，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
育加法的各项措施全面落地，中小学科学
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各方资源有机整
合，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科学教育教师规模

持续扩大、素质和能力明显增强，大中小学
及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明显健全，科学教
育质量明显提高，中小学生科学素质明显
提升。

意见要求，各地加强教学管理，开齐开
足开好科学类课程，修订完善课程标准及
教材，同时将教辅书纳入监管体系。强化

实验教学，并广泛组织中小学生前往科学
教育场所，进行场景式、体验式科学实践活
动。完善试题形式，坚持素养立意，增强试
题的基础性、应用性、综合性、创新性，减少
机械刷题。加强实验考查，提高学生动手
操作和实验能力。

意见提出，各校由校领导或聘任专家

学者担任科学副校长，原则上至少设立 1
名科技辅导员、至少结对 1 所具有一定科
普功能的机构。加强中小学实验员、各级
教研部门科学教研员配备，逐步推动实现
每所小学至少有1名具有理工类硕士学位
的科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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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
活动”近日在杭州启动。本年度调查推选
活动以“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幸福”为主
题，围绕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城市高质量
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主
线，对中国城市的幸福感进行调查。

本次调查推选活动由《瞭望东方周
刊》、瞭望智库共同主办。活动迄今已连续
举办16年，累计推选出80余座幸福城市。

2023 年度的调查推选活动通过大数
据采集、问卷调查、材料申报、实地调研、专
家评审等方式进行，最终结果将在年底举
办的“中国幸福城市论坛”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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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调查推选活动”启动

5 月 29 日，村民在岑巩县水尾镇新场
村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移栽制种水稻秧
苗。目前，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岑巩县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制种大户
和企业忙着移栽制种水稻父本和母本秧
苗，为制种杂交水稻丰收打下基础。岑巩
县是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每年可向市场
提供优质水稻良种800余万公斤。

新华社发（罗慧摄）

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消费者协会近
日印发《校外培训“平安消费”专项行动工
作方案》，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专项行动，旨
在进一步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管理，营造良
好校外培训消费环境，切实维护学生及家
长合法权益。

方案要求，各地全面排查掌握校外培
训机构收费项目与标准，进一步遏制校外
培训过高收费和过度逐利行为。其中，对
学科类培训机构收取超过3个月或60课时
的费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一次收取超过
5000 元等问题，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
部门督促培训机构做好退款工作；对未执
行政府指导价、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
诈、虚假宣传等问题线索，要移交有关主管
部门进一步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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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开展校外培训
“平安消费”专项行动

5月30日拍摄的科幻产业新技术
新产品展现场。

2023 中国科幻大会于 5 月 29 日
至 6 月 4 日在京举办，本届大会首次
纳入“中关村论坛”，以“科学梦想、创
造未来”为主题，涵盖专题论坛、科幻
展等活动。其中，一批科幻产业相关
新技术、新产品等亮相科幻产业新技
术新产品展，打造沉浸式科幻体验。

新华社记者 任超摄

中国科幻大会举行

机械臂挥舞翻转、智能运输小车灵活
穿梭……日前，记者走进紫光恒越（杭州）
技术有限公司“未来工厂”，生产车间里除
了零星几位工人偶尔检查巡视，几乎看不
到其他身影。

“尽管车间日渐‘无人’，但生产效率却
更胜从前。”紫光集团高级营销专员汪东洁
告诉记者，“我们‘未来工厂’减少了60%的
作业人员，生产自动化率已达到88%以上，
人均产出提升5倍。”

汪东洁口里的“未来工厂”，正是浙江
省重点打造的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未来
工厂’充分利用5G、AI、边缘计算等先进数
字化技术，结合先进生产运营管理实践，实
现生产设备、生产产品、人员及生产信息的

互联互通和智能化，从而带动更多企业和
产业转型升级。”汪东洁说。

近年来，浙江省按照“数字化车间-智
能工厂-未来工厂”梯次培育路径，探索开
展“未来工厂”建设。截至2022年底，浙江
省累计认定52家省级“未来工厂”，涵盖信
息通信技术、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家居、
纺织等多个行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未来工厂”大华智慧（物联网）产业
园区，镜头模组、成品摄像机等多种“按需
定制”产品正从一条柔性自动化生产线走
向全国。高效生产模式的背后，是一套由
物流机器人、自动化模式产线、无人输配网
络等组成的数智化解决方案。

数字经济是经济增长的“生力军”，也

是产业升级的“催化剂”。浙江省经信厅数
据显示，当前，浙江省数字经济增加值接近
4 万亿元。通过“未来工厂”建设，企业平
均生产效率提升 57.8%，能源利用效率提
升17%，综合成本降低19%，产品不良率降
低 36%。根据计划，浙江省今年还将新增

“未来工厂”15家以上。
“数字”汇聚势能，千家万户将更加直

接地享受到数字经济带来的幸福效能。
“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浙江省经信厅副厅长
叶健松说，通过坚定不移构建浙江特色现
代化产业体系，助力改善人民生活、增强
国家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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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胜有人，浙江“智造”加速跑

一件件精巧的木雕、一盒盒精致的
点心、一片片精美的茶叶……记者见到
这些产品时，一时很难将它们与“冬枣
树”联系起来。

“可事实是，这些都是从冬枣树衍生
而来的。”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冬枣产业
发展中心主任刘登枝告诉记者。

沾化区具有悠久的冬枣种植历史，
2011 年 5 月，“沾化冬枣”就被原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
标”。去年，沾化区 30 万亩的冬枣林共
产出冬枣6.3亿斤。近年来，聚焦产业增
效、枣农增收，当地持续加大品牌打造，
促进产业链条延伸。

在位于沾化区的滨州尚亿食品有限
公司原料加工车间，几名工人正在分装
样品、调配馅料。馅料研发负责人牛绍
峰说：“以冬枣为媒，我们研发出了莲藕
冬枣、菠萝冬枣、冬枣蜜柚等十余种馅
料，制作出了冬枣酥、冬枣糕、冬枣颗粒
等8款糕点。”

在沾化区下洼镇的枣木雕刻非遗工坊
内，大到家具、人物雕塑，小到手串、桌面摆
件，形态各异的枣木雕刻品让人眼花缭乱。

走进沾化区冬枣研究所，记者还看
到了冬枣花蜜、冬枣蜜枣、冬枣精酿啤
酒、冬枣芽茶等一系列产品。“枣树全身
都是宝，在外东奔西跑，不如回家种枣。”
采访中，村民调侃的一句玩笑话，却恰恰
道出了冬枣产业发展的秘诀。

在沾化，一棵冬枣树实现了“七十二
变”，既结出了鲜食的冬枣，还能“炒”出
茶叶、“酿”出蜂蜜、“刻”出木雕……小小
的冬枣，不仅积累着产品形态的“量变”，
更带来了美好生活的“质变”。

如今，沾化共引进培育了 8 家涉枣
企业，还新建了冬枣生态旅游区。“接下
来，我们将打通沾化冬枣特色产业发展
的‘痛点’和‘堵点’，壮大产业集群，实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
统一。”沾化区委书记袁志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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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冬枣树的“七十二变”

5月30日11时46分，随着一
枚巨型钻头刺入沙漠，我国首个
万米深地科探井在新疆塔里木盆
地正式开钻。这是我国在深地领
域探索大自然的一大壮举。

这口井被命名为“深地塔科1
井”，预计钻探深度11100米，位于
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周边沙丘
环绕。开钻前，地面架设起约 20
层楼高的钢铁塔架，稳稳矗立在
流沙之上。开钻后，重达2000多
吨的钻头、钻杆、套管等将深入地
下，穿透白垩系等10多个地层，成
为探索地球深部的“望远镜”。

据专家介绍，开钻万米深
井，是探索地球未知领域、拓展
人类认识边界的一次大胆尝试。

地处天山、昆仑山之间的塔
里木盆地历经沧桑巨变，在数亿
年的地壳运动下，地表沟壑纵
横、地下支离破碎，地质构造极
为复杂，开发难度堪称世界少
有、国内独有。不仅如此，入地
万米，还将承受 200℃的高温、1700 倍于大
气压的高压等挑战。“每进一米，钻探难度
都呈几何级数增加。”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金
声说。

据新华社

我
国
首
个
万
米
深
地
科
探
井
开
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