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政新闻4
2024年10月29日 星期二

主编：肖锐 责编：陈荷花 邮箱：xzrbshizheng@163.com

西藏万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研究决议，拟将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藏）JZ
安许字[2024]拉 00321）经济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特此公告

西藏万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10月 29日

变 更 公 告
西藏满佳劳务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54010110006385）丢失，声明

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满佳劳务有限公司

2024年 10月 29日

声 明

蔬菜不是种在大田里，而是长在楼房里；温室大棚铺

上“地暖”；葡萄、番茄都能实现机器人采摘……这颇为

奇妙的一幕幕，出现在第31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

成果博览会上，展现着科技赋能农业发展的生动图景。

这项展会有“农业奥林匹克”之称，是观察中国农

业发展的一扇窗口。连日来，记者穿行在展馆、论

坛之间，切身感受到，中国农业向“新”生长、向“智”

发力，连接世界的“脉动”强劲有力。

本届农高会 25 日在“中国农科城”陕西杨凌举

办。开幕首日，来自国内外的 20 余款农业机器人登

台比拼，智能采摘、自动播种、无人驾驶等技术让人

眼前一亮。

由西安交通大学机器人与智能系统研究所研

发的一款智能葡萄采摘机器人，每 4 秒钟就能完整

采下一串葡萄。“‘无人产品’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

趋。”研发团队成员殷玉涵说，他们研发出基于深度

学习的智能感知技术，使这款机器人能在不规整的

果园内使用，节省人力，提高采摘效率。

本 届 农 高 会 主 题 为“ 新 质 生 产 力·农 业 新 未

来”，与会者普遍认为，科技创新正带来农业生产方

式的改变、市场格局的重塑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丰农

控股集团首席人才官钱永华说，智能化决策、自动化

生产和数字化转型，将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显著特征。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 63.2%，农业科技整体水平跨入世界

第一方阵。农高会上，不断亮相的智慧农业发展成

果，也将未来农业的图景逐渐铺展在人们眼前。

走进田间展区的植物工厂，绿油油的生菜被栽

种在无土栽培床内，如货架一般一层层叠放直逼天

花板。在这里，从播种到催芽、分栽、收获，蔬菜生

长全程自动化，且环境和营养精准可控。以生菜为

例，只需 42 天便可收获，比传统大田种植缩短一半

时间，还节能环保、避免了对土壤的破坏。

无独有偶。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发的“棚掌

柜·小棚”设施园艺智能体，则将高校科研成果、农民

实践经验和田间设备采集的海量数据相结合，可以解

答设施大棚管理中的各种疑问。“既教你干、又帮你

干，农户当‘甩手掌柜’已不再遥远。”研发团队成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孙先鹏说。

既有科技感，又有国际范儿。作为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所

在地，本次活动杨凌吸引了上合组织 10 个成员国、2 个观察员国和 14 个对话伙

伴国全部参展，“中国农科城”正成为国际农业交流合作的新高地。

贸易往来、技术交流、培训示范，中外农业交流合作的形式愈发多元，路子

越走越宽。据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马静介

绍，截至目前，基地已在上合组织国家建成 10 个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完成 110 多

个优良作物品种的品比试验和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农业技术累计辐射面

积达 200多万公顷。

中国农业快速发展的成果正惠及世界。本届农高会上，巴基斯坦驻华大使

卡里尔·哈什米表示，未来，巴基斯坦会积极借鉴中国的经验与智慧，构建连接

两国的绿色创新走廊，引入最前沿的农业技术，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增强农

业发展韧性。 （据新华社西安10月 28日电）

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

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 11 月 26 日

至 11 月 30 日在北京举行，主题是“链接

世界，共创未来”。

与首届链博会相比，今年链博会有

哪些新亮点值得期待？链博会将如何

助 力 维 护 全 球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稳 定 畅

通？国新办 28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有关情况。

看点一：
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
“链式”思维更突出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少刚介绍，在

展台分布和展区设置上，本届链博会更

加突出“链式”思维，全流程展示各链条

上中下游重点环节，推动大中小企业聚

链成群、优势互补。

“我们将‘链’味贯穿链博会筹办的

全流程各环节，帮助每一家展商充分理

解链博会的理念，即链博会不是展销商

品，而是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链博

会不只关注短期交易，更注重供应链上

中下游企业的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展

商之间不是‘掰手腕’抢客户，而是‘手

拉手’找伙伴。”张少刚说。

链博会将如何促进供应链上中下

游企业的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中国

贸 促 会 办 公 室 主 任 于 毅 介 绍 ，截 至 目

前，展会已为超过 600 家参展企业和大

量已注册专业观众精准匹配了 5000 多

条需求信息。展期未至，已经有很多中

外企业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

第 二 届 链 博 会 上 ，预 计 会 有 100

多 个 境 内 外 观 展 团 组 和 专 业 观 众 团

到场。“我们将根据不同国别、地区和

行 业 团 组 实 际 ，提 供 点 对 点 个 性 化 服

务 ，有 针 对 性 地 设 计 展 会 参 观 线 路 ，

灵 活 多 样 地 组 织 洽 谈 活 动 ；同 时 ，协

助 来 自 国 外 的 专 业 观 众 到 地 方 和 企

业 参 观 考 察 ，全 方 位 促 进 企 业 交 流 对

接。”于毅说。

看点二：
参展企业数量增长约20%

新增先进制造链展区

据介绍，截至目前，有 600 余家中外

企业确认参展第二届链博会，参展企业

数量比首届增长约 20%。境外参展商占

比从首届的 26%上升到本届的 32%，参

展国别近 70 个，其中欧美参展商占境外

参展商的比重达到 50%。

“与首届相比，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企业分别增加

42%、46%和 70%。预计超过 100 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政商学界嘉宾将参展参

会。”张少刚说。

在首届链博会的清洁能源链、智能

汽车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绿色

农 业 链 和 供 应 链 服 务 展 区 基 础 上 ，第

二届链博会将新设先进制造链展区。

“ 先 进 制 造 链 展 区 将 从 研 发 设

计、新材料运用、关键零部件及加工、

智 能 制 造 及 高端装备等四个方面，展

现全球先进制造领域从前端设计到终

端产品应用的全产业链。”中国贸促会

副会长于健龙说，聚焦科技赋能、智能

发展、前瞻布局，众多国内外智能制造

及先进装备领域领军企业将在这个展

区进行展示。

看点三：
一个报告、两大指数

“链博智慧”值得期待

张少刚介绍，第二届链博会开幕式

将于 11 月 26 日上午举行，中外政要、国

际组织负责人、世界 500 强跨国公司负

责人等将发表致辞，进一步凝聚共识、

共谋发展。开幕式上还将发布《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北京倡议》。

“我们在链博会期间还将围绕各链

条和展区举办 7 场主题活动，邀请中外

政 商 学 界 重 量 级 嘉 宾 深 入 交 流 研 讨 。

此 外 ，展 期 还 将 举 办 各 类 活 动 300 余

场。”张少刚说。

发布“一报告两指数”，也是今年链

博会的一大看点。

“我们将发布链博会旗舰报告《全

球供应链促进报告 2024》，结合全球供

应链发展新趋势，绘制人形机器人、智

能汽车、集成电路等 11 个重点产业的全

球供应链图谱；首次对外发布‘全球供

应链促进指数’与‘全球供应链连接指

数’，通过量化分析方法帮助各国政府

和工商界更加准确把握全球供应链发

展趋势和主要风险。”于健龙说。

看点四：
联合展台、联合倡议

表达携手合作的共同愿望

“中外企业以联合展台形式参展是第

二届链博会的一大特色。”张少刚说，比

如，力拓、博世、宝武、小鹏4家中外企业联

袂亮相智能汽车链，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

然携中国供应链伙伴参展绿色农业链，共

同讲好中外供应链合作的精彩故事。

据介绍，今年匈牙利将以主宾国身份参

加第二届链博会。匈牙利馆以“科技链接”

为主题，展示匈牙利的优势产业、特色资

源、文化遗产和国家品牌形象。湖北作为

本届链博会的主宾省，将带来28家代表性

企业、70余件展品，武汉、宜昌等9个市州将

举办多场经贸活动。“匈牙利和湖北省

还将联合举办主题活动，‘主宾国遇见

主宾省’将成为一大看点。”于健龙说。

此外，第二届链博会各链条和展区

的龙头企业将牵头发起联合倡议。比

如，美国嘉吉公司和国内领军企业将携

手发起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倡议，德国

思爱普和中国联通将共同发起加强数

字经济国际合作的联合倡议。

“链博会的‘链’字具有‘链条’‘链

接’的含义。”于毅说，链博会的主题“链

接世界，共创未来”体现了办展初衷，就

是要链接全球经济，使世界经济效益最

大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

一个国家、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人。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8 日电）

展商提升 展区上新 展台联动
—第二届链博会看点前瞻

新华社记者 潘洁

金秋时节，多地农民利用晴好天气开展秋收、秋种等工作，确保丰产丰收。

上图：10月 28日，在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红江镇白坪村，村民在为种植芍药做准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左图：10月 28日，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肖家夼村果农在果园里采摘苹果。

新华社发

秋收秋种忙

新华社北京 10月 28 日电（记者

徐鹏航 顾天成）每年 10 月是乳腺癌

防治月。人工智能和癌症防治可以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记者从北京协

和医院了解到，院乳腺外科科研团队

自主研发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红外热

成像体系（AI-IRT），有望应用于乳腺

癌临床前筛查，为优化乳腺癌筛查策

略和提高患者生存率作出贡献。

“ 防 治 乳 腺 癌 ，早 筛 早 诊 是 关

键。”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

师孙强表示，我国乳腺癌发病率高、

患 者 基 数 大 ，严 重 危 害 女 性 生 命 健

康，而早期筛查对于乳腺癌的治疗效

果及预后至关重要。如何让乳腺癌

临床前筛查更加便捷、高效、经济，是

这一自主研发的缘起。

目前乳腺癌的临床筛查方法主

要包括超声检查、乳腺 X 线检查、磁

共振成像、临床乳腺检查。“与西方女

性 相 比 ，中 国 女 性 乳 腺 密 度 普 遍 较

高，发病年龄偏早，中国的乳腺癌临

床前筛查需要中国方案。”北京协和

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周易冬说。

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主治医

师王雪霏表示，研究转化成果——基

于人工智能的红外热成像体系，体积

小、成本低、效率高，有望使广大女性

在家里或社区就能便捷高效地完成

临床前筛查。

目前研究成果已在外科学著名期

刊《国际外科学杂志》上发表。杂志匿

名审稿人表示，这一研究填补了世界

范围内乳腺癌临床前筛查研究的部分

空白，有望为推动乳腺癌筛查策略的

优化和提高患者生存率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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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有望助力中国乳腺癌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