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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木叶盏是江西吉州窑传统制瓷技
艺的代表作品，在工业化生产的影响
下，一些传统制瓷技艺面临消失的危
险。江西吉州窑传统制瓷技艺传承人
伍映山2003年开始接触制瓷，他查阅
史料，走访名窑，经过数年的努力与钻
研，成功用古法烧制出木叶盏。

木叶盏在烧制前，需要先在胎上
施一层黑釉，然后在经过处理的树叶
上施一层淡釉，再把树叶贴在瓷坯体
上开窑烧制。在高温作用下，叶身收
缩、消失，最终叶脉与盏融为一体，在
窑变中成为永恒。

图为6月9日，伍映山准备将木叶
盏的瓷坯放入窑内烧制。

万 象/摄

传承老技艺 烧制木叶盏

□ 本报记者 李豪悦

作为传统制造业，全国文教办公用
品行业受疫情影响严重，出现价格下降、
库存积压等问题。但随着各地文教企业
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它们在面临危机的同
时也遇到了新的机遇。

第一季度营收出现下降

今年 1月至 3月的全民居家隔离生
活，对传统制造业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
文教办公用品行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
及。记者从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了解
到，第一季度，全国文教办公用品市场无
论是营业收入还是利润，都大幅度下跌，
数据显示第一季度营收跌幅为-33%，利
润跌幅达到了-77%。

此外，在疫情期间，部分文教用品专
业市场的主要产品销售单价普遍下降。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
在全国八大重点文教办公用品专业市场
中，除陕西上涨8%，其余地区均出现价格

下降，平均降幅在2%左右。与此同时，各
地的商品库存也都出现积压现象，其中义
乌增加3%，兰州增加10%，临沂和哈尔滨
则都分别增加了30%。这让不少将文教
用品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县、镇地区，在
今年疫情期间都受到严重影响。

记者了解到，浙江武义早在2012年，
便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文教体育用

品协会授予“中国文教用品生产基地”称
号，文教用品行业作为当地传统产业已经
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从制丝、制
钉、电镀、注塑、印刷加工等完整的产业
链。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表示，由于武
义县文教用品行业企业大多为小微企业，
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的冲击更为明显，本
应是销售旺季的3、4月份，因中小学延期

开学而造成文教用品滞销，这让武义县
130余家的成品生产及产业链企业受到
不同程度的影响，出现订单无法及时完
成、库存积压严重、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

全面复工复产后面临转型升级问题

随着文教办公用品行业全面复工复
产，行业经济有序复苏，我国各文教用品
生产基地实现正常运转。

以浙江永康市为例，从今年 2月份
起，永康市先通过镇、村、企、协四方互相
合作，在推动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序
复工复产，保障防疫复工两不误。与此同
时，在复工复产过程中，永康市文教用品
行业协会联合当地政府，为企业制定防疫
复工通用标准化材料的同时，也通过上门
现场指导、宣传惠企政策等手段，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据永康市文教用品行业协
会介绍，随着永康市文教产业的全面复
工，3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与去年
同期基本持平，产能也逐步恢复。

无独有偶，浙江武义县当地文教用

品行业协会，通过帮助企业寻找防疫物
资渠道、组织企业外地职工返武、协调企
业之间订单、原料、出货问题等方式，实
现当地企业在今年3月中旬百分百复工
复产。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国内文教企业
已经实现百分百的复工复产，但受海外
疫情影响，一些经营出口业务的文体企
业，海外订单锐减现象仍待解决。据中
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介绍，全国文教办
公用品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覆盖亚洲
及东南亚地区，以及中东、欧美地区等数
十个国家，广泛的出口区域导致外贸压
力骤增。

此外，广博集团董事长王利平也向
本报记者表示，国内文体用品企业仍需
时间积累，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并
且需要加强产品设计能力，转变企业管
理理念。对此，永康市文教用品行业协
会则认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疫
情正加快文教产业科技发展、推动产业
优化升级，协会也将继续协同政府部门
助力文教用品行业复兴发展。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
“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防疫
期间，消毒、导诊、配送、测温、巡控……
智能制造企业凭借技术积累和制造优
势，加速转产及扩产医用服务机器人，有
效降低了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及病毒传播
概率。有专家定义，“智能制造=人工智
能+制造业”。寓“智”于“造”，生产更“智
能”，产品更“智慧”，成为工业革新升级
的大方向。

世界各国争抢“智”高点

“高智商”的产品离不开“高智能”的
制造。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中，智能制造已成为世界各国抢占发展
机遇的制高点和主攻方向。生产企业借
助传感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
技术，对原有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实施
智能化改造，给产品安上智能的“大脑”、
接上网络的“云端”。工信部总经济师王
新哲表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格局等
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015 年以来，工信部先后遴选了
305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583个新
模式应用项目和 19家标杆企业。这些
项目的牵头单位和标杆企业遍布各行各
业，大多属于行业龙头，产业链长、带动
性强。

工信部部长苗圩 2019年出席智能
制造国际会议时提出，智能制造代表着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方向，正在推
动传统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发生系统性、

整体性变革，为产业转型升级和持续发
展提供了基础和可能。纵观世界各国发
展战略，实施方式虽有差异，但目标方向
基本相同，根本在于试图大幅度提高制
造业的效率、效益。

消费者愿为“智能”埋单

德勤此前发布《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白皮书》预测，到 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
市场规模将超过 6万亿美元，人工智能
让更多普通人享受到技术带来的便捷。
百度董事长李彦宏举例说，住在北京大
栅栏社区的独居老人，家里装上了电动
窗帘滑轨、智能插座、智能灯等，通过与
智能音箱对话，就可以开关电灯窗帘、调
节空调温度。随着智能设备普及，无论
是老人还是儿童，未来都将更便捷地享
受人工智能带来的美好生活。

智能改变生活，中国企业正在为从
“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而努力，康
佳集团也是其中之一。康佳集团总裁周
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康佳集团积
极在芯片、半导体领域投入研发，目的就
是为了解决国内“缺屏少芯”的问题。未
来，全球消费者愿意埋单的产品一定是
在“智能”领域有突破。目前，中国大力
促进工业互联网发展、推动制造业升级，
科技创新是一个趋势，更是科技公司的
核心价值，也是康佳的核心驱动力。
2020 年两会期间，康佳 236 英寸的 Mi⁃
cro LED高清大屏产品首次实现在全球
范围的 5G直播应用，更加全面、真实地
还原中国两会现场。

专家指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是中

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推进信息
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以智能制造为
核心，推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
式创新，才能更好更快地振兴实体经济。

高科技让产品更有“智慧”

中国发展智能制造的优势明显，作
为全球人口最多、制造业规模最大、移动
通信用户最多的国家，中国必然是全球
最大的智能制造应用市场。国际咨询机
构埃森哲预计，2035年制造业应用人工
智能，其增加值增速可提高约 2个百分
点，是所有产业部门中提高幅度最大的。

几年前，有人工智能专家认为，中美
两国将成为引领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双
引擎。人工智能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日
常生活，让一切变得更容易更舒适，也让
机器变得更有智慧。高科技为企业赋
能，产品才能真正拥有“智慧”，行销国际
市场。

周彬指出，与以往单纯的产品输出
不同，包括康佳在内的中国主流企业，正
向产品输出与技术输出、品牌输出结合
转型，以提升在全球彩电产业链中的行
业地位和获利空间。例如，康佳电视可
以做到以语音操控的方式与其它智能家
电互联互通，成为智能家居中控设备，实
现多种智能场景应用。康佳集团今年初
宣布成立北美公司，重点发力包括美国、
加拿大在内的北美市场，对品牌的国际
化、高端化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将持续
在核心技术领域深耕，以前沿科技升级
产品，构筑万物互联的智慧新生态。

（人 海）

北京市施行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来，垃圾分类成为社区治
理的“必答题”。如何帮助居民更方便地正确分类投放？一些
社区没有采用传统的垃圾分类箱，而是上线智能垃圾分类机，
居民安装相应的APP后，站在机箱前快速识别面部信息登录，
垃圾袋二维码对准扫码口即可打开对应机箱，投放后垃圾积分
将精准计入用户账户。科技助力，让疑问变少了，也让垃圾分
类的主动性增强了。

垃圾分类是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重要环节，事关人居环境
改善。近年来，垃圾分类的先行城市上海，大力探索“科技+管
理”长效机制，采取建立可追溯信息化系统、在垃圾投放点加装
智能设备、创新采用小工具等方式，推动1.3万余个居住区（村）
的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由15%提高到90%。北京、重庆、武汉
等地在推行垃圾分类过程中，既在制度建设、分类标准、软硬件
配套上下功夫，也在推动政策落地见效上出实招，比如一些社
区上线智能垃圾分类机，引进厨余垃圾资源化一体机。科技手
段作用于分类投放习惯的养成，有效提升了垃圾分类的覆盖
率。

将高科技用于垃圾分类，不是“杀鸡用牛刀”。垃圾分类看
似只是改变传统的处理办法，背后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管理
人员不足、分类精准投放率不高、垃圾外运不及时等等，每一个
细节都影响着垃圾分类的效果和长效机制的建立。解决这些
难题，固然要靠社区工作人员、物业和志愿者等的不懈努力和
贴心服务，但要系统性地解决多头问题，实现全面精细化管理，
科技的力量必不可少。实践中，运用科技手段的最直接效益在
于减少监管成本，比如上海建成垃圾分类全程信息化监管平
台，谁把垃圾扔在箱房外，谁分类投放不准确，在居委会的信息
后台中一目了然。从这个角度来看，用好科技手段，也体现社
区治理“绣花功夫”。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科技支撑”作为完善社会治理体
系的重要内容，伴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飞速发

展，科技在破解城市治理难题、提升社区治理水位上大有可为。也应看到，当前社
会治理的科技化智能化还有很大空间，存在着一些制约科技力量进一步发挥作用
的短板。拿垃圾分类来说，下水道厨余垃圾处理器能否普及安装？除了投放端，
在分拣、破袋、回收处理等环节能否进一步提升自动化？能否通过物联网跟踪垃
圾分类处理的流程和效果？拉直这些问号，方能提升垃圾分类工作的便捷性、可
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相关部门既要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创新、鼓励更多新技术
应用，也要在打通数据壁垒、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为智能化协同治理提供良好
环境。

垃圾分类是对社区治理水平的一次测试，也是促进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契
机。社区治理精细化，不仅需要人情味儿，也需要科技范儿。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每一个社区都能成为一个个神经元细胞，共同连接成智慧城市的“大脑”，让我们
的生活更美好。 （赵展慧）

疫情防控期间

消毒产品将受更严监管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

了《关于公开征求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消毒产品监管工作的通
知（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提出，要
依法严厉打击消毒产品市场中出现的
制售假冒伪劣消毒产品行为。

为保障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消毒剂
的有效供给，国家卫健委此前印发了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部分消毒
剂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紧急上市的通知》，为各地疫情
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支撑。目前，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
态化，部分地区消毒剂供应紧张问题得
到较大缓解。

征求意见稿提出，各地要进一步深
化“放管服”改革措施，根据本地疫情
防控工作统一部署，指导消毒产品生产
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将疫情防
控纳入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按照《传染
病防治法》《消毒管理办法》和《消毒产
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2009 年版）》等
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规范消毒产品生产行为。消毒产品
责任单位应当落实主体责任，确保所生
产销售消毒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出
口（包括转内销）的消毒产品应当符合
中国质量标准和进口国（地区）的质量
标准要求。同时，做好企业疫情防控工
作，积极开展防控知识宣传培训，降低
复工复产后疫情传播风险，构筑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卫健委）

“6·18”：网联平台处理

网络支付交易16.91万亿元
从网联清算有限公司获悉：6月1日

至18日，网联平台处理资金类跨机构网
络支付交易261.78亿笔、金额达16.91万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2%和42%。其中，
6月1日的单日交易处理规模达15.99亿
笔，创历史新高。

网联平台的交易数据显现了经济活
动复苏向好态势，也映射出社会消费新
趋势和新动能。一是保健、护养等成为
偏好迁移的重点方向，同时线上购买这
一趋势仍在持续深化。6 月 1 日至 18
日，医药保健、美妆护肤等消费品类的电
商交易量同比增幅分别达到 147%、
92%，交易金额同比增幅分别达到97%、
202%。二是与“居家经济”密切相关的
网络直播等新型营销方式得到加速发
展。 （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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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工业产品拼“智商”

5月份我国公共类充电桩

同比增长37.4%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

盟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5月，我国公共
类充电桩较4月增加3.8千台，同比增长
37.4%，目前行业依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充电桩新增投建数量依然保持在低
位。1月至5月，充电基础设施增量为8.0
万台，同比下降52.1%，受新冠肺炎疫情的
严重影响，公共类充电基础设施和随车配
建充电设施依然维持着较低增速。

截止到2020年5月，全国充电运营企
业所运营充电桩数量超过1万台的共有8
家，分别为：特来电运营15.7万台、星星充
电运营13.2万台、国家电网运营8.8万台、
云快充运营4.1万台、依威能源运营2.5万
台、上汽安悦运营1.9万台、中国普天运营
1.4万台、深圳车电网运营1.3万台。这8
家运营商占总量的88.8%，其余的运营商
占总量的11.2%。 （中 电）

工信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跨行业融合
本报讯 工信部将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跨行业融合，提升智能道路基础设

施水平，构建车联网综合应用体系，完善标准规范，加快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下

一步将在供给侧、需求侧、使用侧持续发力，为新技术应用提供必要条件，特别是面向

典型场景和热点区域部署计算能力，构建低时延、大带宽、高算力的车路协同环境。

（新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