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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施工人员便陆续进场复工，

目前已完成工程总进度的92%。珲春海

洋示范区海产绿色预制菜加工基地项

目一期工程总投资约3亿元，总建筑面

积约5万平方米。主项目建成后生产海

产绿色预制菜，提高“珲字号”海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珲春作为全国首批13个、我省唯一

的互贸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城市，利

用互市进口商品零关税零增值税政策，

可达到边民致富、企业降成本、地方政

府有 5%-7%税收的效果。为了将互贸

落地加工这一兴边富民政策迅速落地，

做大做强，珲春市以专项债券资金为引

导资金，谋划包装了互市进口商品落地

加工基地项目，承接加工企业，形成中

小企业集聚。正在加快建设的珲春互

市贸易落地加工产业园项目，占地6.7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9.18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8栋落地加工标准化厂房，以及配

套的仓储冷库、办公楼、宿舍食堂等。

目前，8 栋厂房已装修完毕并投入使

用。通过发展落地加工，打造东北亚资

源储运、转销、加工集散地。

在通往珲春市的国道和高速公路

上，记者看到一辆辆崭新的重型翻斗车

首尾相接地驶向珲春综合保税区，在那

里集结后将陆续经珲春陆路口岸出口

俄罗斯。

珲春市抓住口岸众多的优势，高水

平对外开放。一季度，预计完成跨境电

商贸易额6.5亿元、增长41%；出口整车

3000辆、增长852.4%，其中，域内企业实

现整车出口贸易额8亿元、增长12倍；完

成互贸进口额2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

增长32%，口岸过货量增长17%。

珲春市将拓展内贸货物跨境运输

通道，启动实施四大口岸新一轮扩能改

造项目，新建珲春口岸联检楼、铁路口

岸 H986 查验设施等项目，积极开展内

贸外运和内外贸同船合作，今年力争口

岸过货量突破500万吨。加快提升对外

开放平台功能，持续拓展综保区综合服

务和查验平台功能，做大做强“1210”保

税出口、“9710”跨境电商业务，稳步推进

超低温冷库、保税物流分拣中心等项目

建设，力争综保区进出口贸易额突破70

亿元。充分释放互贸落地加工政策红

利，突出抓好互贸一期至五期落地加工

产业园区的建设和运营，深入挖掘、扩

充入驻企业数量，争取互市贸易额达到

50亿元以上，落地加工产值达到30亿元

以上。深化对外经贸合作，依托市场采

购贸易、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RCEP”

等政策和对朝口岸重启契机，全面提升

对俄层级，积极拓展对朝、日、韩贸易，

全方位对接义乌自贸区，扩大煤炭、海

产品、清洁能源等商品进口规模，增加

车辆、小商品、轻工制品及地产商品出

口份额，鼓励吸纳中小微外贸企业入

市，积极培育工贸一体化发展链条，力

争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0%以

上。

为完成上述目标，珲春市转变政府

职能、改进工作作风、增强服务能力，着

力打造更加优良、更高水平的发展环

境，吸引更多优质资源参与开发建设。

深入落实市级领导包保重点项目机制，

为项目签约落地、开工建设、要素保障

等环节保驾护航。重点查处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和行政效能低下等问题。

教育引导广大机关干部牢固树立方便

民众、热情服务的观念，鼓励机关单位

开展岗位技能大练兵行动，着重提高机

关干部服务群众、依法行政的能力，营

造清简务本、行必责实的工作作风。

项目建设落地有声，对外开放捷报

频传。乘着全国“两会”的东风，珲春市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实际行动书写

海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寒尽冰消，候鸟飞还沽上。拂绿津

沽的春风一露面，就和轰鸣的产线、火

热的工地、繁忙的港口撞了个满怀。这

个春天，在渤海湾畔的北方经济重镇，

电力、算力、运力率先“报春”，送来了经

济回暖向上的讯息。

电力“涨起来”

今年 2 月，天津用电量同比上升

13%以上，制造业用电量同比上升约

26%；正月初七至十五，天津日均用电量

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0%……走进国网

天津市电力公司能源大数据中心，一条

条上扬曲线跃然屏幕之上。

“电力数据是‘敏感指标’，最能反

映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国网天津

市电力公司数字化部监测分析处副处

长刘宁介绍说。

涨势明显的电力之窗，透出工业制

造业的盎然“春意”。

前两月，天津最大钢铁企业新天钢

集团用电量同比增长近三成，满载原料

与成品的卡车在厂区排成长龙。

“今年我们新投产了一条主打高端

锌铝镁产品的生产线，现在5条生产线

满负荷运转，订单已排到了5月。”天津

市新天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张亮话语中满是骄傲。

据介绍，天津的“老牌”优势之一——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1月用电量同

比上升约 28%、2 月用电量同比上升约

43%。

循着数据，记者来到天津长芦海晶

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天津市长芦化工新

材料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去年6月刚刚

投产，现在产品供不应求。

“今年‘订单撵着生产跑’，我们连

春节都在加班加点赶。”看着高端化工

新材料源源不断下线，公司总经理白智

勇颇为感慨。

十余年前，面对我国不少高端化学

品受制于人的境况，白智勇和数十名科

研人员下定决心攻关，在熬过困难重重

的研发时光后，最终实现技术突破。

近期，这家年轻的化工企业准备再

推进 6 个重量级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工

作，二期项目也在筹备中。“项目建成

后，产值预计将达到目前的8到10倍。”

公司董事长陈木义充满信心。

算力“跑起来”

从数字算力中，也可一窥城市的创

新活力。

位于滨海新区的国家超算天津中

心内，新一代超级计算机能在一秒钟内

实现百亿亿次运算。每天，这里要完成

超过15000项计算研发任务。

“相比去年，如今中心的算力利用

率增长了近20%。”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应

用研发首席科学家孟祥飞说，人工智能

训练等新兴领域对算力需求尤为强劲。

与国家超算天津中心遥相辉映的，

还有坐落于中心城区的天津市人工智

能计算中心。目前，天津市人工智能计

算中心达成意向合作算力空间超过

120P，首批100P算力实现上线即满载。

“1P人工智能算力也就是每秒1000

万亿次浮点运算能力，相当于每秒可处

理 7000 张图片。”天津市人工智能计算

中心首席运营官海珊珊说，截至目前，

该中心已签约服务用户58家。

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数字化发展

的重要依托，算力高速运转背后是产业

的智能升级。

步入天津海尔洗衣机互联工厂，零

部件进入全自动物流运输系统后，被传

送至所需工序；设备与人工协同作业

下，几秒钟一台洗衣机即可完成下线。

车间中央，实时更新的智慧“云图”将各

生产环节紧密联结在一起，下线数量、

产品质量等数据指标一目了然。

“有了人工智能赋能，洗衣机生产

效率翻了一番。”天津海尔洗涤电器有

限公司总经理郝兴军说，目前工厂还在

通过数字化应用的持续升级，实现全面

数字化转型。

“数实融合”，正为设备赋智、为企

业赋力、为产业赋能。

天津市工信局信息技术发展处副

处长蔡飞说，近年来，天津信息化与工

业化融合步入“快车道”，两化融合发展

指数不断攀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

动力。

运力“转起来”

天津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里，

密密麻麻的光标点亮了天津港电子海

图。

“一个光标就代表一艘船舶，光标

越密就说明辖区内船舶越多。”天津海

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值班长任洪海

说。

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操作管理部经理李言也深有同

感。“自年初起，作业船舶数量稳步增

加，大家信心满满、干劲十足。”

随着国内产业链、供应链需求上

升，天津港在外贸码头也开设了内贸航

线，实现“船到船”装卸、“零等待”中转。

今年首月，天津港就迎来了“开门

红”——完成集装箱吞吐量约 173 万标

准箱，同比增长超过7%。今年1至2月，

天津口岸进出口总值达3092.6亿元，同

比增长19.1%。

繁忙的港口，一头连着市场，一头

连着企业。

连日来，天津华图汽车物流有限公

司办公室内电话铃响不断，员工洽谈

业务、颇为忙碌。今年一季度，公司计

划完成 6000 万美元的新能源车出口任

务。

“如果进展顺利，今年首个季度的

出口货值就相当于 2021 年全年的 14

倍。”谈起公司发展，总经理史运昇十分

振奋。

开年以来，天津以“十项行动”吹响

了全力抢发展、拼经济的号角，总投资

805 亿元的 160 个招商项目即将落户；

2023年安排重点建设项目673个，总投

资1.53万亿元……数据背后，活力正在

升腾，一如眼下的春光。

（新华社天津3月23日电）

新华社深圳3月23日电（记者 赵

瑞希）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俞大鹏带领

下，南方科技大学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

研究院超导量子计算实验室助理研究

员徐源课题组联合福州大学教授郑仕

标、清华大学副教授孙麓岩等组成的研

究团队，通过实时重复的量子纠错过

程，延长了量子信息的存储时间，相关

结果超过编码逻辑量子比特的物理系

统中不纠错情况下的最好值。这是我

国科学家在量子纠错领域的最新研究

成果，相关学术文章于北京时间23日在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网站上刊登。

虽然近年基于超导量子线路系统

的量子信息处理领域研究发展迅猛，但

由于量子计算机体系的错误率远高于

经典数字计算机，想要构建具有实用价

值的通用量子计算机，量子纠错依然不

可或缺，因其可有效保护量子信息免受

环境噪声干扰。

在传统的量子纠错方案编码中，一

个逻辑量子比特需要多个冗余的物理

比特，不但需要巨大的硬件资源成本，

发生错误的通道数也随比特数增加而

显著增多，可能呈现“越纠越错”的局

面，导致量子纠错后的效果远未达到不

纠错情况下的最好值，无法产生正的量

子纠错增益。这成为当前量子纠错技

术无法实用化、可扩展发展的核心瓶

颈。

研发团队通过开发高相干性能的

量子系统，设计和实现了错误率低的错

误探测方法，以及改进和优化量子纠错

技术等实验手段，最终在玻色模式中实

现了基于离散变量的二项式编码的逻

辑量子比特，并通过实时重复的量子纠

错过程，延长了量子信息的存储时间，

相关结果超过编码逻辑量子比特的物

理系统中不纠错情况下的最好值，超越

了盈亏平衡点，带来正的量子纠错增

益，向实用化可扩展通用量子计算迈出

了关键一步。

电力、算力、运力“报春”来
——从“三力”看天津发展活力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 樊

曦）记者 23 日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

司了解到，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联合

投资建设、中铁十四局负责施工的太

原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迎泽桥西

站至桃园路站区间盾构机顺利穿越汾

河，标志着国内首条穿越汾河的地铁

盾构隧道顺利完成双线穿河施工。

太原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全

长 28.74 公里，是太原第二条轨道交通

工程，也是山西首条穿越汾河的轨道

交通线，共设车站 24 座，全部为地下

车站。此次完成穿越施工的地铁盾构

区间是千里汾河上首座地铁盾构隧

道，全长 1278 米，隧道最深处达地下

22 米，全程地势为“V”形坡，埋深变

化大。

据中铁十四局项目负责人介绍，

盾构穿越汾河前，建设人员邀请国内

知名盾构专家召开论证会，对盾构机

进行适应性改造，并根据试验段优化

盾构掘进参数设定，精准指导盾构穿

越施工。盾构施工中，建设人员采用

国际先进的新型高分子聚合物渣土改

良剂进行隧道渣土改良，通过三维可

视化实时显示、重点施工部位精确注

浆、对盾构操作进行远程智能化监控

等措施，保障盾构机安全高效掘进。

太原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运营后，

将对太原市完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功能，加快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

市步伐，推进太原都市区建设和山西

中部盆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春寒料峭、风吹不止，在海拔 5000

米的西藏山南市措美县哲古镇，体感冰

冷。旭日东升，高原朝霞洒落草原，26

岁的格桑旺拉跟 4 名同事开始了一天

的忙碌。

“确保风电场的安全生产和稳定运

行，是保障发电效率的关键因素。这么

高的海拔，早上风相对小一些，我们要

趁这时候赶紧进行风力发电机组锚栓

维护，以保证正常发电运转。”格桑旺

拉电力专业本科毕业后，入职三峡集团

西藏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已在西藏措美

哲古风电场工作3年。

西藏措美哲古风电项目是西藏首

个并入主电网的风电项目，总装机 22

兆瓦，风机建设在海拔 5000 米至 5200

米之间。这一项目自 2021 年底全面投

产发电以来，截至 2023 年 3 月，累计发

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

化碳 8.32 万吨，节约标煤 3.05 万吨，有

效缓解了西藏冬季缺电情况。

格桑旺拉戴着安全帽仰望风机，

“祖祖辈辈常年经历寒风刺骨，没想到

如今能通过风力发电保障人们每天的

生产生活需要，把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红利，参与并见证项目建设和投产

运营，我很自豪。”他说。

“高海拔风电机组的建设与运营，

海拔越高，面临气压低等挑战就越严

峻，除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还对电气

电控、冷却系统、防雷系统等进行专门

设计，持续开展一系列高原风电的科技

创新。”三峡集团西藏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工程师尹舒展说，西藏措美哲古风电

项目填补了超高海拔地区风力发电开

发建设的行业空白，在科技创新、风机

设计制造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西藏紧抓雪域高原水风光资源优

势，电源和电网建设突飞猛进，有效缓

解了冬春季节缺电状况，越来越多的

西藏高海拔偏远地区农牧民近年来用

上了稳定电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用

电需求得到快速释放。截至 2022 年年

底，西藏已建、在建电力装机 1757 万千

瓦 ，全 年 并 网 电 站 发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30.4%。

在海拔约 4500 米的那曲市色尼区

甘丹康桑村，占地 2200 亩、25000 多块

整齐排列的太阳能光伏组件在蓝天白

云的映衬下格外耀眼。

这是目前西藏最大的光伏发电电

力保供项目——西藏华电那曲色尼区

12 万千瓦光伏发电电力保供项目，建

设规模“12万千瓦光伏+12万千瓦时储

能”，设计年平均发电量2.47亿千瓦时。

这一项目于2022年12月底投产发

电，并入西藏电网，不仅填补了那曲电

力缺口，更是在 2023 年 1 月极低温时，

通过藏中联网线路供电，缓解了当地农

牧民用电的燃眉之急。

“白天光伏组件正常发电，晚间储

能系统还可稳定提供超过 4 小时共 12

万千瓦时的电能。”华电新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项目负责人姜

佳保说，截至 2023 年 3 月，项目累计发

电超 4000 万千瓦时 ，成为西藏海拔

4500 米以上“光伏+储能”能源保供的

先行先试者。

民生用电得到保障和改善，得益于

西藏大力实施“光伏+储能”能源保供

模式。2022 年 6 月，西藏自治区印发

“十四五”期间电力保供方案，明确通

过实施存量光伏电站改造升级新增配

置储能设备的方式，提高冬季用电早晚

高峰最大负荷时段保障能力，并新建一

定规模“光伏+储能”能源保供项目满

足需求，开启了雪域高原“光伏+储能”

能源保供新局面。

与此同时，西藏还把清洁电力输送

给其他省市。2022 年夏、秋季，西藏电

网通过“电力天路”青藏联网工程输电

通道，外送 14.34 亿千瓦时富余清洁电

量至10余个省市，助力相关省市“迎峰

度夏”电力保供。

记者了解到，“十四五”期间，西藏

将积极推进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和高

海拔风电建设，有序推进“新能源+储

能”试点示范，光伏太阳能力争装机容

量突破 1000 万千瓦。随着国家统筹规

划可再生能源发展，西藏近年来紧抓机

遇，大力发展光伏、水电等新能源，进

一步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民生红

利。

（新华社拉萨3月23日电）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 施

雨岑 王鹏）教育部23日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

情况。我国推进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

高等教育体系，2022 年，高等教育在学

总规模达到 4655 万人，毛入学率达到

59.6%，比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普及

化水平进一步巩固提升。

同时，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优

化，新增15所部属和东部高水平大学对

口支援13所西部高校，分中央和地方赛

道建设 11761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点，高等教育发展更加协调。

在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方面，我国深

入推进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依

托 77 所高水平大学累计建设 288 个基

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共吸引3万

余名优秀学生投身基础学科。

新华社记者 刘元旭 刘惟真

3月22日，游客在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的洹春园赏花留影。

近日，河南省安阳市春花绽放，吸引市民游客赏花踏青。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655万人

河南安阳：春花烂漫

我国科学家实现量子纠错新突破

西藏：大力发展新能源保障民生用电
新华社记者 刘洪明

国内首条穿越汾河的地铁盾构
隧 道 完 成 双 线 穿 河 施 工

新华社万象 3月 23日
电（记者 章建华）中国援老

挝远程教育工程（技术援助

部分）项目启动仪式22日在

老挝首都万象举行。

老挝教育和体育部部长

普·辛马拉冯、中国驻老挝大

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赵文宇

及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缪宏

才出席仪式并致辞，老中合

作委员会常务副主席赛萨纳

等50余人参加活动。

普·辛马拉冯在致辞中

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

以来对老挝教育和体育领

域的宝贵援助，希望通过此

次援助将中国先进的教育

理念和丰富经验，以及国际

上最新的教育信息技术知

识引入老挝，帮助老挝教育

与国际接轨，减少城乡教育

差距，推动老挝远程教育再

上新台阶。

赵文宇表示，中方愿与

老方一道加强教育领域合

作，学习世界一切有益的文

明成果，借鉴交流各自教育

发展成果，积极推动中老“一

带一路”教育合作高质量发

展。

缪宏才介绍了上海教育

出版社在信息技术教育领域

的丰富经验，表示希望将这

些经验带到老挝，帮助提升

老挝信息技术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中国援老挝远程教育工程（技术援

助部分）项目由上海教育出版社负责组

织实施，其主要内容包括在老挝设立20

个远程培训点，包括19个远程教育培训

中心及1个远程教育培训资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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