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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链，让‘田间到
舌尖’的距离更短”“把一朵棉花做极
致，用一条‘链’做好一个品牌”“用高效
稳 定 的 供 应 链 实 现 高 效 高 质 的 生
产”……28 日，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
进博览会上，各界围绕一个“链”字展开
热议。

经济发展环环相扣，产业链供应链
是重要支撑点。如何“加”出协同发展

“朋友圈”，怎样减少供应链管理的风
险？这些“链”上的“运算题”，展商、专
家给出自己的答案。

不到 40 秒下线一台车——特斯拉
公司副总裁陶琳用这个数据说明特斯
拉上海超级工厂的制造效率。“上海工
厂在开工当年就实现产品交付，三年多
的时间内累计生产超过 200 万辆电动
车。”陶琳认为，这样的速度源于与中国
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造一台车，要协同一条“链”。目前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零部件本土化率
超过 95%，本土一级供应商超过 400
家。正是供应链的联动，支撑了研发与
生产的快速联动。“与供应商全流程的
密切合作，是做好制造的重要前提。”陶
琳说。

让“朋友圈”持续扩大、供应链日益
协同。

28 日，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与 GE 医
疗在链博会上签约，双方将在医疗影像
数字化领域开展深度合作，聚焦智慧医
疗推出更精准、更个性化的健康解决方
案。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总经理陆益
民看来，以链式思维推动协同发展，是
打造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大健康产业
链的关键。

从加大海外布局到与乐敦制药等
企业投资合作引进细胞培养基等技术，
华熙生物不断加快融入全球生物制造
供应链产业链的步伐。“我们将借助链
博会，加强与全球一流企业及更多合作
伙伴的紧密连接，迎接更广阔的市场和
发展机遇。”华熙生物副总经理高亦说。

聚链成群、集群成势。产业集群加
快发展，更好发挥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的

“加法”作用。
这是武汉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发展的写照：通过上下游互相配合，
大中小企业携手融通、高效分工，在集
群内形成了有效的供应链流转，龙头
企业核心配套基本可就近解决，打造
的光通信全产业链配套联合体，带动
了 100 余家上下游企业发展，产业规模
超千亿元。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企
业携汽车供应链上游和中游 40 余件展

品亮相展区，重庆组团参加链博会，从
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活动到深圳重点
产业推介，链博会上的一系列产业集群
活动，也体现了各地立足禀赋、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多个集群“抱团”参展
协同发展的实践。

用稳定的供应链减少企业运行成
本、降低风险。

从高纯晶硅到太阳能电池片、光
伏电站，通威股份布局光伏领域，也对
各环节供应链协同感触尤深。“通过行
业中的专业分工与合作，在领域内做
专做精做强，可以降低采购成本，更好
管理风险、应对市场竞争。”通威股份
光伏商务部组件营销总监沈潇君在会
上说。

会上，不少龙头企业把上下游的合
作伙伴带进链博会同台展示，中外企业
互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力图在紧密协
作中降本增效。

“这个玉米比水果还香甜！”展台上
的鲜食甜玉米，引来不少人关注。这是
先正达集团中化农业 MAP 与甘肃省古
浪县建设的高标准真空玉米加工厂帮
扶项目产品。“种、收、加工、销售”的全
产业链合作模式和数字化全程溯源系
统，降低供应链成本和管理风险，提升
产品品质。

先正达集团中国总裁刘红生告诉
记者，截至 2022 年，先正达联合 600 余
家产业链合作伙伴，激活溯源码累计超
过8000万枚。协作的产业链模式让“田
间到舌尖”的距离更短、更安全，与供应
链伙伴帮助农民采用高产高效可持续
技术，也推动农业低碳转型。

链博会上，全球矿业企业力拓集团
展示用于汽车车身及零部件制造的铁
矿石、铜、铝等材料以及与下游客户的
合作成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和完整性为跨国企业深化在华发展增
添信心。”力拓集团首席商务官兼中国
区主席白睿明表示，希望借助链博会平
台拓展合作。

当前，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供应链
运行模式迎来变革。做好数字技术“乘
法”，赋能产业链发展至关重要。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正成为全球重要基础设施。”中国国
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商务首席专家李
鸣涛认为，供应链数字化程度的加速将
更好协同上下游资源、推动多领域融
合、提升抗风险能力。“我们要抓住机
遇，不断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发挥数字
技术‘倍增’作用，提升供应链效率，打
造发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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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链”上“运算题”
——首届链博会上展商、专家共话供应链发展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王悦阳 成欣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
目前全国秋收冬种接近尾
声。近日，记者在南方部
分省份采访了解到，多地
秋粮产量提升效果较明
显，粮食生产经营模式得
到持续优化，粮食稳产、农
民增收底气更足。农民做
好秋粮收获的同时，有条
不紊开展冬种生产，田间
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产量提升效果明显
11 月 27 日，在湖南省

岳阳市汨罗市桃林寺镇亦
仁水稻专业合作社的烘干
中心，一台大型批式循环
谷物干燥机轰鸣着。经过
干燥、清理、过滤、筛选等
多道程序，一粒粒饱满的
晚稻谷粒通过履带传输，
源源不断落入下方的拖拉
机车斗，随即被运往附近
粮仓。

“今年晚稻收成好，是
这几年来的最高单产。”亦
仁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吴安保介绍，自家种了
1800 亩 晚 稻 ，平 均 亩 产
1000 斤左右，比前两年提
升了 5%左右。“今年能丰
收，除了天气好，还在于通
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灌溉
更方便了，地力也提升
了。”吴安保说。

据了解，汨罗近年来
整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仅 2023 年就“改田”约
6.04 万亩，有效提升了粮
食生产能力。

江西省石城县的晚稻
最近迎来丰收。11 月 27 日，站在谷堆
旁，屏山镇长溪村种粮大户赖焕新满
脸笑容。他说：“今年收成好，粮食行
情也不错，我家300多亩双季稻增产又
增收，明年还要种双季稻。”

石城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务股负
责人杨炳说：“县里推进机械化、推广
良种良法、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全县
水稻播种面积增加到 26 万多亩，产能
得到提升。”

稳粮增收底气更足
在浙江省云和县崇头镇栗溪村，

收割完 20 余亩水稻，种植户卜广文又
忙着在稻田里捉鳖。

云和县地处山区，为提高梯田利
用效率、增加粮农收益，当地发展起

“稻+”梯田共生产业，利用 1.2 万亩梯
田发展稻田养鱼养鳖、水稻木耳轮作
等。“通过温室、外塘、稻田三段式养
鳖，鳖长得好，也能在稻田里疏松土
壤、捕捉害虫，有助于水稻增收。”卜广
文说，“今年我家水稻亩产约800斤，鳖
亩产约 200 斤，综合种养亩产值能超 1
万元。”

稳定粮食生产，必须确保粮农收
益。记者了解到，各地通过加大粮食生
产激励力度、优化粮食生产经营模式
等，帮助粮农建立多元化的增收机制。

位于洞庭湖平原的湖南省益阳市
南县，是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

“稻虾共作”模式很受
粮农欢迎，在稳粮增收
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县南洲镇种粮
大户昌建文种了 1610
亩双季稻，其中1050亩
发展“稻稻虾”。他说：

“小龙虾前期价格好，
总共卖了 440 多万元，
双季稻单产约1050斤，
明年还要扩大双季稻
面积。”

田间地头冬种忙
近日，在南昌市经

开区樵舍镇的油菜地，
农技员陈小图正在指
导村民开沟排水，为油
菜根系生长创造较好
的土壤墒情，确保油菜
安全越冬。陈小图说：

“全镇播种油菜约 1.4
万 亩 ，要 抓 好 田 间 管
理 ，努 力 保 证 来 年 丰
收。”

雪舫村村民夏满
宏说：“区里统一采购
油菜种子，免费发放给
我们，每亩还有 120 元
补贴。大家生产积极
性很高，光我家就种了
200 亩油菜。”据南昌市
农业农村局统计，全市
油菜播种任务完成率
已达103.38%。

冬种是来年夏季
粮油生产的起点。记
者采访发现，各地努力
实现一地多用，冬闲田
不闲，助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

在浙江省云和县赤石乡麻垟村的
稻耳轮作小微产业园里，绿缘农产品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沈飞林带领村民，
将一个个打过孔的菌棒码放在已完成
收割的稻田里。

“大概 50 天就能收获一批黑木
耳。”沈飞林介绍，除去稻耳轮作“交接
期”，产业园 90 亩梯田 4 个月种水稻、7
个月种黑木耳，效益增加了几倍，冬闲
田成了“致富田”。

记者 11 月 29 日从浙江省农业农
村厅获悉，浙江省冬种形势较好，小
麦、油菜计划播种面积较上年有所增
加，小麦播种进度超六成，油菜播种基
本完成。

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十美堂镇
紫流村，今年通过引入毯状育苗机械
化移栽新技术，让油菜苗告别人工移
栽，省时省力，且开沟深度、秧苗行距
和苗距更加科学，有利于提高油菜产
量。“机械移栽每天作业量相当于30个
工人的工作量，每亩田可以节约100元
人工成本。”种粮户杨国强说。

鼎城区农机事务中心主任戴开
平告诉记者，通过购机补贴、作业奖
补、技术培训等举措，全区油菜生产
积极性得到明显提升，全区今年种
植油菜约 65.4 万亩。目前看，只要
后期管理得当，有信心实现产量和
效益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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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南部小镇圣保罗-莱迪朗斯的
连绵缓坡上，一组几何形在建厂房颇具
科幻感。为了探索无尽清洁能源的可
能性，来自3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
师正在这里攻坚克难，建造世界最大的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又称

“人造太阳”计划），旨在模拟太阳发光
发热的核聚变过程。

建筑群入场道路旁，中国、欧盟、印
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的旗帜迎
风猎猎。作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影响
最深远的国际大科学工程之一，国际热
核聚变实验反应堆计划（ITER）历时 38
载尚未完成。从1985年倡议提出、2006
年条约签署，到 2007 年装置建造开始、
2010年场地建设开工、2020年重大工程
安装启动，该计划7个参与方并肩携手，
仍在奋力前行。

换上无尘鞋，戴上安全帽，在 ITER
组织工作人员引导下，记者走进这片总
面积 42 公顷的筑梦空间。长方形场地
外围，为超导装置将交流供电转换为直
流的配电设施、为主机磁系统生产液氦

的冷装置、制冷塔、废物管理设施以及
控制室已近完工。建筑物之间的空地
上，参与方分头对在本国制造后运抵现
场的大块头零部件包裹遮挡得严严实
实，等待调试组装。

场地中央是一座庞大的钢筋混凝
土建筑。清洗鞋底，套上鞋套，记者步
入这个高 60 米、长 120 米、宽 11 米的巨
大空间，ITER的心脏——托卡马克装置
及其运行所需系统的预组装工作展现
眼前。

全球已有超过200个托卡马克装置
为磁约束聚变研究的稳步进展作出贡
献。如满足超高温、超低温、超大电流、
超强磁场、超高真空等极端环境条件，托
卡马克装置内部可产生巨大的螺旋型磁
场，将其中的氘、氚的等离子体瞬间加热
到约1亿摄氏度；如形成持续反应，就可
以产生类似太阳核心的聚变能。

ITER 托卡马克装置重达 2.3 万吨，
相当于三个半埃菲尔铁塔，包含近百万
个组件。这个全球最大、最复杂的“人
造太阳”一旦建成，聚变实验功率将达

50万千瓦，将在探索核聚变在科学和工
程技术上的可行性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预组装大厅里，高高的吊架上悬着
一个超大豌豆形金属设备，吊斗里的技
术人员正对其进行检查。ITER工作人员
介绍，这是托卡马克主机真空室的模块
之一，高 12 米、重 440 吨，本已吊装进真
空室装配坑，组装过程中发现其焊接坡
口瑕疵导致尺寸偏差，无法满足后续拼
装的毫米级精度要求，只得拆下来维修。

洁净的大厅地板上，另一个超大型
设备也在接受检查，那是因为真空室隔
热罩、低温恒温器隔热罩的冷却液管道
发现裂纹。

穿过预组装大厅，登上俯瞰台，记
者隔窗看到了逐层安装中的托卡马
克。承担托卡马克主机安装一号合同
的中法联合体副总经理、中国核工业二
三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高德升告诉
记者，2020 年 5 月，重达 1250 吨的杜瓦
底座吊装完成，拉开了 ITER主设备安装
的序幕。如今，托卡马克装置下部冷
屏、最后一个下部主要磁体部件——极

向场超导线圈均已成功落位。
接下来，在 ITER其他承包商维修真

空室组件的同时，主机中的超导磁体、
馈线系统等重要核心设备将陆续安装。

ITER 原计划 2025 年正式开始等离
子体实验，2035 年进一步开始进行全
氘-氚聚变实验。在正对着 ITER建设现
场的办公室里，ITER 组织总干事彼得
罗·巴拉巴斯基告诉记者，他和同事正
在编制新的成本和进度计划，将于2024
年中期提交 ITER理事会审批。

在他看来，对 ITER这样一个堪比登
月的探索型项目来说，遇到技术挫折相
当正常；ITER计划的参与方代表着地球
半数以上的人口、80%以上的世界经济
实力，定能战胜所有困难。

中国按期交付高质量的核心关键组
件，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牵头的中法联
合体在主机安装工程中高度敬业且专业，
得到广泛赞誉。巴拉巴斯基说：“你们完
全有理由为中国对 ITER的贡献骄傲，为
中国在核聚变领域取得的成就自豪。”

他也强调了 ITER 计划的国际合作
精神。 ITER 是数十载聚变研究的结
晶，是几代物理学家的梦想，是世界各
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劳动者献身的事
业，“随着主机安装进入更具风险的关
键阶段，我们更加期待一个又一个里程
碑的实现，那将是所有人骄傲和庆祝的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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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建设现场
新华社记者 刘芳 张百慧 徐永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