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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晋江市 13 岁肢残少年王同

学的家最近完成了无障碍改造。长期

靠轮椅活动，王同学原本连开个灯都得

爸妈帮忙，如今电灯、窗帘等通过语音

或者手机就能遥控，家里还专门安装了

智能监控设备，爸妈可以放心出门。

小小“黑科技”，让家里变了样，也

让生活有了幸福的模样。王同学如今

的生活日常是我国 8500 万残疾人同沐

暖阳的缩影。5 月 19 日是第三十四次全

国助残日，主题为“科技助残，共享美好

生活”。让我们聆听那些爱与奋斗的故

事，感受残疾人事业发展中澎湃的科技

力量。

康复身体，恢复希望
“人工耳蜗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已使

我国近 90%的听障儿童能够听声学语，进

入普通幼儿园和学校学习。”在 5月 14日

中国残联举办的助残日主题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康复是生命的重建，是残疾人最迫

切的需求。近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残疾

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2021 年至 2024 年

4 月底，全国共有 2769.76 万人次残疾人

得到基本康复服务，531.98 万人次残疾

人得到辅具适配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

服 务 覆 盖 率 稳 定 在 85% 以 上 。 其 中 ，

146.31 万人次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

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目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残疾人辅助器

具领域新产品不断面世。

戴上机械手臂，实现“手随心动”；

坐上智能轮椅，上下楼梯来回自如；植

入 人 工 耳 蜗 ，世 界 再 也 不 是“ 悄 无 声

息”……科技感满满的各类辅具，助力

残疾人更好自立生活。

此外，借助科技力量，各地康复服

务愈发精准、高效。

在山东，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纳入助

残“一件事”主题集成服务，线上申请服

务流程进一步调整优化，申请救助更加

简洁便利；

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当地残联

为有迫切需要的残疾人配置“家庭生命

体征监测管理系统”等智能化设备，打

造“医院与家庭同步”的居家康复新模

式；

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当地建立

“物联网+”康复之家，为残疾人提供医

疗健康、康复训练、辅具租赁等服务，实

现助残“智慧化”、服务“管家式”、送康

“家门口”。

融入社会，生活无“碍”
牵着一只既萌且酷的智能导盲犬，

在万众瞩目之下，视障姑娘蔡琼卉安心

地完成了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这

是亚残运会史上首次用智能导盲犬来

辅助视障火炬手传递圣火。

杭州亚残运会期间，“小西”和“小

湖”两只电子导盲犬也在盲人足球比赛

场 地 拱 墅 运 河 体 育 公 园 体 育 场“ 上

任 ”。 他 们 不 仅 把 场 馆 地 图 铭 记 在

“心”，还能“听懂”中英双语指令，自动

规划出最优行进路径。“由它带着我们，

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方向了。”有残疾

人运动员感慨。

科技助力之下，残疾人融入社会的

方向更清晰、渠道更宽广，进一步感受

到生活中的魅力和美好。

高德地图研发“轮椅导航”功能，规

划的路线尽量避开台阶和陡坡路段，已

累计提供 5000 余万次路径规划服务；腾

讯视频开通“无障碍剧场”专区，自动识

别通过“语音读屏”进入的用户，将剧场

入口置于其页面显著位置；一些触觉反

馈无障碍技术将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

设 备 的 震 动 时 长 、频 率 和 强 度 进 行 组

合，向视障用户传递差异化信息……

从 2021年到 2023年，2577家与老年

人、残疾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站和 APP

进行了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助力跨越

“数字鸿沟”。

科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逐

步去除着曾经横亘在残疾人面前的各

种障碍，努力践行着“一个都不能掉队”

的目标。

逐梦前行，书写精彩
一位顾客打开无人售货柜成功购

买商品。数百公里外，天津创美助残基

地，听障人士王洪媛、王洪良姐弟俩认

真盯着电脑屏幕，仔细对比顾客收货前

后货架商品变化。鼠标轻点，无人售货

柜购物环节顺利完成。

王洪媛和王洪良都是听力一级残

疾，主要负责审核无人售货柜反馈的视

频、图像、重量等信息，通过比对判断顾

客购买物品的种类、数量，生成商品订

单并扣取相应费用。

“听障人士对图像更敏感，审核速

度也更快。”对于这份工作，王洪媛自觉

“游刃有余”。两人如今只需 3 秒左右就

能完成一单审核。单量多时每天可以

完成 2000多单的审核工作。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改善残疾人生

活状况、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

近年来，中国残联等部门积极开展

促进残疾人就业相关行动。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

906.1 万人，仅 2023 年一年就新增 54.4

万人就业。特别是伴随着科技创新催

生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诸多新职

业随之诞生，残疾人的就业范围进一步

扩大。

直播间里，残疾人主播热情洋溢，

回应着网友的提问；录音设备前，残疾

人有声演播者用声音演绎着一个个动

人故事，开启“声不息、梦不止”的人生

新篇；电脑前，残疾人网店店主用心经

营，备货、发货熟练操作……以互联网

和数字技术为新的支点，许多残疾人实

现“云端”逐梦。

当科技“硬核”力量与人文“温情”

相融，越来越多残疾人享受到科技发展

的红利，在人生舞台书写精彩。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科 技 赋 能 ，共 享 美 好
—写在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之际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9日电（刘艺

杨吉）中国科学院专家19日在北京介绍

国内首次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进展

情况。空间站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

组件由神舟十八号航天员转移至问天

舱生命生态实验柜中开展实验后，目前

在轨运行稳定、4条斑马鱼状态良好。

4 月 25 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

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随 3 名航

天员一起进入太空的还有 4 条斑马鱼

和 4 克金鱼藻，用于在轨建立稳定运

行的空间自循环水生生态系统，实现

我国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郑伟波介绍，目前，航天

员成功开展了两次水样样品采集和 1

次鱼食盒更换操作，发现了斑马鱼在

微重力环境下表现出腹背颠倒游泳、

旋 转 运 动 、转 圈 等 定 向 行 为 异 常 现

象。后续科学家将利用返回的回收

水样、鱼卵等样品，结合相关视频开

展空间环境对脊椎动物生长发育与

行为的影响研究，同时为空间密闭生

态系统物质循环研究提供支撑。

19 日 上 午 ，“ 天 地 共 播 一 粒

种 ——青少年与航天员一起养斑马

鱼”科学教育活动暨 2024 年中国科学

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公众科

学日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旨在充

分发挥空间站科技资源优势、搭建科

学探究实践平台，组织青少年设计研

制可供 4 条斑马鱼生活一个月的地面

小型密闭水生生态系统，并进行科学

观察。

活动现场，科学家将斑马鱼样品

赠予同学们并回答问题。“斑马鱼作为

‘模式生物’，与人类基因组相似度高

达 87%，可以作为许多人类疾病的研究

模型。同时，与航天员一样，斑马鱼成

为‘鱼航员’也需要通过生长阶段、活

性、健康等层层选拔。”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高鸿说。

多国工艺品“扮靓”中俄博览会

以“合作、互信、机遇”为主题的第八届中俄博览会于 5 月 16 日至 21 日在哈尔

滨举行。本届博览会有 44 个国家和地区 120 余个中外代表团参会，这些国家和地

区各具特色的工艺品吸引与会者参观欣赏，成为博览会上的一大亮点。

图①：5月 19日，在第八届中俄博览会现场，参会者在伊朗展区欣赏工艺品。

图②：5月 19日拍摄的第八届中俄博览会加纳展区展出的工艺品。

图③：5 月 19 日，在第八届中俄博览会现场，参会者欣赏巴基斯坦生产制作的

工艺品。

图④：5月 19日，在第八届中俄博览会现场，一名小朋友拿着俄罗斯套娃拍照。

图⑤：5月19日，在第八届中俄博览会现场，人们在欣赏马来西亚生产制作的摆件。

图⑥：5月 19日拍摄的第八届中俄博览会现场展示的工艺品。

图⑦：5月 19日，在第八届中俄博览会现场，人们欣赏越南生产制作的工艺品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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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博物馆日这天，很多“红色地

标”游人如织、热闹非凡，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活动吸引游客前来参观。在沉浸

式的历史体验中，大家共同回顾党和国

家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深切感受红色

文化、感悟初心使命。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展厅里，“诵·
歌献给党”红色文化季诗歌朗诵邀请赛

正在举行，“一大·宝藏”青少年爱国主

义党史教育项目启动；场馆外，主题文

创集市开市，中共一大纪念馆所属“一

大文创”“一咖啡”“一大研学”等品牌亮

相，“初心号”红色巴士首发，助力红色

文旅融合发展。

“这里的氛围特别好，红色历史让

人感到亲切而有力量。”来自浙江台州

的高一学生郑希怡和父母参观中共一

大会址后说，“课本里学过的历史和眼

前的文物、展陈对照之下，更能感受到

党的初心和使命。”站在巨幅油画《星

火》前，郑希怡对父母说，以后无论在哪

里读书学习，都要积极向上、报效祖国。

上海市民杨红带着 8 岁的女儿来逛

馆。“我读书的时候就来过这里，现在女

儿读书了，我带她来，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培养民族自豪感。”

暮色四合，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

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文

物史料专题展”开放夜场讲解。一旁的

中共一大会址正门限时开放，灯光照亮

石库门小楼里 18 平方米的房间，无声讲

述一百多年前“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

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我们的系列活

动也就此展开。希望通过从白天到晚

上 持 续 的 互 动 ，让 更 多 公 众 走 入 纪 念

馆，对我们的历史文化、党的初心使命

形成深刻记忆和情感共鸣。”中共一大

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薛峰说。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访·辅德里石

库门”主题活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

纪念馆夜场参观、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

馆探馆直播……一场场特别活动在上海

多处“红色地标”展开，让游客惊喜连连。

在北京，一批展览线上线下精彩亮

相，厚植家国情怀。

“2024北京博物馆月”活动在北京大

运河博物馆启动。启动仪式上，“京津冀博

物馆展厅”揭牌，由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

馆、河北博物院联合主办的“燕赵乘春复此

行——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展”揭幕。

在展览现场，一辆蒸汽机车的复制

模型吸引了观众们的目光。策展人张

杰说，这辆机车是中国国力由弱到强的

见证，生产这辆机车的工厂现在能够生

产时速快得多的高铁列车。

北京育才学校教师邢玖阳说，今天

带学生们过来参观，很受触动。学生们

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阶

段，他们通过参观展览，能够更加深入

地认识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在不

知不觉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浸润。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在博物馆感悟初心使命
新华社记者 郭敬丹 罗鑫

中国“太空养鱼”项目进展顺利
“鱼航员”状态良好

和大科学装置“零距离”接触，走进“神秘”的科

研实验室，现场看科学家演示神奇的科学现象……5

月18日，中国科学院第20届公众科学日活动正式启

动，为公众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科学盛宴。

公众科学日活动上都有哪些精彩活动？如

何以高水平科普促进高质量发展？新华社记者

前往活动现场进行采访报道。

科研院所“打开大门迎客人”

月壤是什么样的？我国科学家从月壤中发现

了什么？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举办的“阅壤”主

题展，吸引了大批青少年参观。面对他们充满想象

力的提问，科研人员耐心解答。趣味性十足的问答

间，探索太空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悄然种下。

18 日至 19 日期间，中国科学院百余个科研院

所和院属高校“打开大门迎客人”，一线科技工作

者与公众面对面交流，旨在激发公众特别是青少

年群体对科学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海光源等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常熟农田生态系统、策勒荒

漠草地生态系统等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都

揭开了平日的“神秘面纱”。

——体验美丽化学、探索声音奥秘、畅游纳

米世界，听科学家与 AI虚拟人探讨人工智能的未

来，观看中国科学院科技成就展……让公众近距

离接触科技创新最前沿。

——在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游览”二

氧化碳“变身游”四条路线；在空天信息创新研究

院登上新舟 60 遥感飞机、参观“极目一号”Ⅲ型浮

空艇……让人们切身感受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越来越多院士投身一线做科普

“陈爷爷，我想成为像您一样的科学家，我一

定会守护科学的星光，让它得以绽放！”“等你长大

了，欢迎来中国科学院这个科研殿堂，继续求索这

个世界更多的可能！”

18 日举行的公众科学日 20 周年主场活动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与少年的对话，彰显了院

士在我国科普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院士是我国科技工作者中的优秀代表，拥

有杰出的科研能力和丰富的科研经历。当前，越

来越多院士投身到科普工作中，他们的积极参与能够助力我国科普事业不断向

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三级职员周德进说。

本届公众科学日活动期间，李家春、汪景琇等 50 余位院士围绕多个学科领

域、多个公众感兴趣的热门话题开展科普讲座、在线问答、互动交流，讲解最新

最前沿的科研成果，释疑解惑，激励年轻人投身科学事业。

“科普可以提升公众的科学知识水平，进而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的发展。我

们有责任在科普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在全社会推进开展高质量科普贡献力

量。”陈润生院士说。

持续开展高水平科普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科普工作的开展。”周德进说，多年来，中

国科学院在做好科技创新的同时，积极依托自身科研体系，推进公众科学日活

动等一系列科普工作的开展。

周德进介绍，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活动在探索中起步、

创新、发展，科研人员由被动上阵转为热情参与，观众从走马观花到流连忘返。

如今，除现场活动外，还有上亿人次在线上参与。公众科学日活动已成为公众

了解科技进展、与科学家交流的重要渠道和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平台。

“不断以高水平的科普助力公众科学素养提升、优秀科学人才培养、良好科技文

化传承。”周德进说，未来，中国科学院将持续发挥自身科学资源和人才队伍优势，不

断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开展更高水平的科普工作。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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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9 日电（记

者 宋晨）2023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

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 5362 亿元

人民币，较 2022 年增长 7.09%。

5 月 18 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

会在京发布《2024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

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这是记者

从白皮书中了解到的信息。

白皮书显示，2023 年我国卫星导

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增速总体好

于 2022 年 。 随 着 国 民 经 济 发 展 ，各

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对卫

星导航设备及时空数据的需求开始

释放，为北斗时空信息应用与服务市

场发展注入了活力。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于

贤 成 介 绍 ，截 至 2023 年 底 ，我 国 卫

星 导 航 与 位 置 服 务 领 域 相 关 的 企

事 业 单 位 已 接 近 2 万 家 ，从 业 人 员

近 百 万 ；在 境 内 上 市 的 业 内 相 关 企

业（含 新 三 板）总 数 为 90 家 。 知 识

产 权 方 面 ，截 至 2023 年 底 ，中 国 卫

星 导 航 专 利 申 请 累 计 总 量（包 括 发

明 专 利 和 实 用 新 型 专 利）已 突 破

11.9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4.84% ，继 续 保

持全球领先。

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
2023 年总体产值达 536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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