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正在以前沿之姿，吸引各国

科学家、创业者、投资人向“光”而

行。正在进行的 2023 中关村论坛

上，从光子信息到光纤通信，从光子

存储到光子制造，“光”的频繁出镜，

让我们看到了这束“未来产业之光”

的更多可能。

光，不仅能照明，更能
用于计算

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当下，一

场更快、更强、功耗更低的算力革命

也在酝酿——把“电”换成“光”。

“光计算芯片，相对传统电芯片

可将算力极限推高 2-3个数量级，同

时有效控制功耗和成本。”本届中关

村论坛参展企业、光子算数（北京）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创 始 人 白 冰 对 记 者

说，“光子”凭借其低延时、高带宽、

低能耗的特征，可突破电芯片的算

力与功耗瓶颈，被认为是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基石。

白冰拿起一个光计算芯片，进一

步解释：“传统电芯片的性能主要取

决于集成的晶体管数量，随着集成度

的不断提高，电芯片面临串扰、功耗、

时延等瓶颈；而以光子替代电子完成

对计算任务的加速处理，新的底层物

理机理使芯片性能（算力、功耗、延

时）极限突破摩尔定律的限制。”

为飞机“延长寿命”

激光 20 世纪被发现后，首先被

应用于医疗、遥感勘测等领域，如今

有了新的应用。

在 2023中关村论坛的前沿科技

与未来产业展区，记者看到一台与

台式机主机差不多大小的高能量激

光器。工作人员介绍，这台高能量

激光器已广泛用来提升金属构件的

“寿命”。

“航空涡轮喷气发动机叶片的

转速很快，金属构件如果不够‘坚韧

’，叶片就很可能产生裂痕或导致其

他风险。这台高能量激光器，能够

把高能量的激光打到金属构件上，

产生冲击波，在金属表面形成 1-2毫

米的‘压应力层’，使金属表面的韧

性更强，从而让金属构件的抗疲劳

度提高 5 至 15 倍，从而延长使用寿

命。”卓镭激光国际业务部经理金磊

告诉记者。

金磊介绍，高能量激光器目前还

应用于大科学装置中。“高能量激光

器的质子刀瞄准病灶更精准，且副作

用更小，可用于癌症的放疗。目前国

内科技企业正加紧产业化落地。”

“超级眼睛”，捕捉“更
丰富的光”

未来，手机的摄像头可以多微

小？也许只有一根头发丝的横截面

那么大。

在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展区，

一块色彩绚丽的超表面光芯片吸引

了不少人的目光。

“传统的手机摄像头是通过对

塑胶进行模压等冷加工方式制作而

成。我们是用半导体的生产工艺来

制作镜头。这种镜头是由几千万个

纳米级的‘柱子’排列而成，‘柱子’

的形状、大小、不同的排列方式都可

以对光产生不同的调控作用，如偏

转、聚焦、偏振等。经过超表面透镜

的光打到图像传感器上，光信号转

化为电信号，就能存储并显示出图

像。”山河光电首席信息官邱兵告诉

记者。

采用半导体工艺制作摄像头的

优势是什么？

邱兵进一步解释说：“利用半导

体工艺，可以把摄像头做到非常小，

头发丝横截面大小的摄像头也可以

实现。此外，还可将光谱成像、偏振

成像、深度成像等多个功能集合为一

体，做到多功能成像，有望解决雨天、

雾天、低光、低对比度等恶劣环境下

物体识别和拍摄的难题。好比一只

‘超级眼睛’，能够捕捉到更多维度的

光。”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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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召开以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主题教育的各项部署，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学深悟透、实干笃行的精神，坚持问

题导向、聚焦目标任务，推动主题教育扎实有效开展。

作为革命老区，陕西坚持把加强理论武装作为主题教育的重中

之重，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读书班，研究制定全省主题教育实施方案，引导党员干部真正做到以

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相关部门把开展主题教育

与改善营商环境、改进干部作风、提升工作能力，与发展县域经济、民

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结合起来，推动主题教育做实功、见实

效。

吉林研究制定全省第一批主题教育方案，通盘考虑各项工作任

务，明确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切实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

展、检视整改、建章立制贯通起来，做到有机融合、一体推进，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山西成立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分领域联络归口单位。

按照部署，第一批开展主题教育的单位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

改，聚焦山西省高质量发展和党的建设重点工作落实中的难点堵点，

深入查摆思想作风、工作落实、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开展党

性分析，找准问题症结，逐项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分

工，确保一抓到底、整改到位。

山东分四个专题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读书班，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运用党的创新理论

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案例和体会，提出改进工作的思路措施。各部

门推行“清单化”机制，通过建立学习清单、问题清单、调研清单与创

新举措清单，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建章立制

等各项重点措施统筹好、安排好，对照清单同步推进、协调实施，确保

主题教育取得实效，达到预期的目标。

湖北加强对各地各单位的督促指导，确保全省主题教育扎实推

进。4月 10日，湖北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巡回指导工作

进行业务培训，要求省委各巡回指导组坚持严督实导，紧盯重点对象

和重点措施，严把政治关、工作关、作风关，督促各单位主题教育走深

走实。目前，17个省委巡回指导组已开展巡回指导，确保主题教育质

量。

云南省委组建 23个巡回指导组，进驻第一批 151家单位。截至 4
月 14日，第一批开展单位全部启动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采取调阅

工作总结材料、实地调研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了解情况，到工作现

场、窗口单位开展督导，严格督促联系单位在一线解决问题、在一线

检验成效，切实在开展主题教育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推动高质量发

展。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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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光”，点亮哪些新未来？
——来自2023中关村论坛的现场观察

□ 新华社记者 张漫子 李春宇 赵旭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记者
魏弘毅 张辛欣） 近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十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 步 深 化 电 信 基 础 设 施 共 建 共 享

促进“双千兆”网络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部署推进新一轮电信基础

设施共建共享工作。

实施意见明确，要进一步强化电

信基础设施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

性公共基础设施属性，统筹电信基础

设施系统与局部、增量与存量、行业

内与行业间等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市

场引导作用，促进电信基础设施合理

科学布局，准确把握电信基础设施共

建共享工作的新特点，坚持目标导向

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精准施策、靶向

发力，推进共建共享深化发展。

实施意见部署了推进“双千兆”

网络统筹集约建设、深化“双千兆”

网络共同进入、加强农村通信杆路

线缆维护梳理、鼓励跨行业开放共

享、加强数字化技术支撑、优化“双

千兆”网络建设环境等六方面重点

工作，其中包括推进 5G 异网漫游、

大幅提升千兆光网覆盖水平、建立

并完善农村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共维机制等具体举措。

此外，实施意见还提出了部署

推进新一轮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工作的保障举措，包括建立共建共

享跨行业协调机制、优化简化审批

程序、加强典型案例挖掘和培育等。

十四部门联合印发意见 部署推进新一轮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工作

近日，在江苏省如皋市城南街道新庄社区，动车组列车从金色的小麦田间驶过。

三夏时节，各地小麦陆续成熟，麦田流金，呈现丰收的喜人景象。 新华社发（吴树建 摄）

三夏时节 麦田流金

一件件精巧的木雕、一盒盒精致

的点心、一片片精美的茶叶……记者

见到这些产品时，一时很难将它们与

“冬枣树”联系起来。

“可事实是，这些都是从冬枣树

衍生而来的。”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

冬枣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刘登枝告诉

记者。

沾化区具有悠久的冬枣种植历

史，2011 年 5 月，“沾化冬枣”就被原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

驰名商标”。去年，沾化区 30 万亩的

冬 枣 林 共 产 出 冬 枣 6.3 亿 斤 。 近 年

来，聚焦产业增效、枣农增收，当地持

续 加 大 品 牌 打 造 ，促 进 产 业 链 条 延

伸。

在位于沾化区的滨州尚亿食品有

限公司原料加工车间，几名工人正在

分装样品、调配馅料。馅料研发负责

人牛绍峰说：“以冬枣为媒，我们研发

出了莲藕冬枣、菠萝冬枣、冬枣蜜柚等

十余种馅料，制作出了冬枣酥、冬枣

糕、冬枣颗粒等 8款糕点。”

“冬枣营养价值高，口感甜而不

腻，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公司董事

长王利芯介绍，目前，公司 3 条馅料加

工线的日生产能力可达 80 吨，订单量

相比同期增长了 80%。“我们去年收购

了 5500 吨冬枣，今年收购量要翻一番

左右。”

在沾化区下洼镇的枣木雕刻非遗

工坊内，大到家具、人物雕塑，小到手

串、桌面摆件，形态各异的枣木雕刻品

让人眼花缭乱。

选料、蒸煮、烘干、雕刻、抛光、上

漆……作为当地最早学习枣木雕刻的

手艺人，工坊创办人丁国勇讲起制作

流程来头头是道：“跟其他木头相比，

枣木更加坚硬，存放时间越长，颜色越

亮。”

每年，丁国勇的工坊都要收购 100
吨左右的枣木原料，聘请的雕刻师傅

都是周边村的枣农。“他们农忙时就去

种枣，农闲时就来雕刻，每人每天工资

300元左右。”他说。

不起眼的废旧枣木经工匠的巧手

雕刻后，价位随即翻了好几倍，从百元

至万元不等，“前几天，枣木马扎都卖

断货了。”丁国勇笑着说。在他的带动

下，沾化区各村镇已有 40 多家枣木雕

刻商铺。

走进沾化区冬枣研究所，记者还

看到了冬枣花蜜、冬枣蜜枣、冬枣精酿

啤酒、冬枣芽茶等一系列产品。“枣树

全身都是宝，在外东奔西跑，不如回家

种枣。”采访中，村民调侃的一句玩笑

话，却恰恰道出了冬枣产业发展的秘

诀。

在沾化，一棵冬枣树实现了“七十

二 变 ”，既 结 出 了 鲜 食 的 冬 枣 ，还 能

“炒”出茶叶、“酿”出蜂蜜、“刻”出木雕

……小小的冬枣，不仅积累着产品形

态的“量变”，更带来了美好生活的“质

变”。

“无论冬枣产品如何多样，我们对

产业帮扶的决心始终如一。”刘登枝

说。加大招商引资、帮忙办理手续、提

供无息贷款、鼓励参加展会……近年

来，沾化区推出一系列真金白银的措

施促进冬枣产业发展。

如今，沾化共引进培育了 8家涉枣

企业，还新建了冬枣生态旅游区。“接

下来，我们将打通沾化冬枣特色产业

发展的‘痛点’和‘堵点’，壮大产业集

群，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的有机统一。”沾化区委书记袁志勇

说。

新华社济南5月26日电

一棵冬枣树的“七十二变”
□ 新华社记者 高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