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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向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文/新华社记者 刘羊旸 安 娜 张辛欣 张玉洁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兴产业发展迈入快
车道、规模以上企业单位
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
制造企业通过技术改造、
转型升级，调整产业结构，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步伐
稳步推进。

技术改造向智能升级

刷脸进门，戴上AR眼
镜开始工作———这不是科
幻电影里的场景，而是在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
有限公司的数控加工中
心。工作人员通过AR眼
镜可以看到与现场实物
按1比1比例构造的三维
模型，按照清晰的装配路
径、装备顺序，高效准确
完成任务。

“这里的设备智能化
改造后，都可以相互通讯。
整个生产单元实现了控
制、传感、检测的高度集
成。”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
说，人脸识别、人员定位、
智能传感等信息技术已融
入生产的多个环节。

类似的场景出现在很
多智能制造生产车间里。
近年来，我国传统制造业
不断加快技术改造步伐，
智能制造贯穿于设计、生
产、管理、服务等各个环
节，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新
趋势。智能网联汽车、智能
服务机器人等智能化产品
已有较好的技术和产业基
础。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虽
然发展较快，但整体发展
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
仍有差距，特别是在基础
理论、基础算法、基础材
料、核心元器件等领域差
距较大，人才储备还不能
满足发展需求。

“对中国制造而言，将
制造优势与网络化、智能
化相叠加，形成数字时代
新供给能力是当务之急。”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
文说。

绿色制造培育新动能

改革开放40年来，我
国工业发展取得长足进

步，随之而来的大量资源
能源消耗给生态环境保
护带来巨大压力。当前，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正
努力向绿色化转型，积极
探索将绿色注入设计、生
产等各个环节，将“能源
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资源节约”等作为发展
目标。

“积极参与污染防治
攻坚战，既有利于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整
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
展，还有利于广大人民群
众的福祉。”吉利控股集团
董事长李书福说，污染防
治攻坚战落实到汽车行
业，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大
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将绿
色发展理念应用到生产的
多个环节。

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
的 数 据 显 示 ，2015 年 至
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
下降约17%，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累计下降约
19%。

专家指出，推进绿色

制造要加快构建科技含量
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
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
式，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
绿色增长。

创造拓展新空间

总部位于湖南浏阳的
蓝思科技，凭借多年来对
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
先行研发投入，为企业注
入了新的活力。

“手机前后盖双面玻
璃、全面屏、无线充电、人
脸识别等新功能或新设
计，引领了产品设计新的
方向和趋势。”蓝思科技副
总裁刘曙光告诉记者，公
司凭着创新研发实现了突
破，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空
间。

创新为企业发展提

供“源头活水”。近年来，
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
力不断增强，创新成果不
断涌现，新兴产业发展迈
入快车道。2015年至2017
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年均增长10.5%，
高于全部工业年均增速
4.4个百分点。

尽管创新能力日益
增强，但与世界制造强国
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自
主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
能力不强，科技成果转化
效率不高，行业共性技术
研发滞缓，基础研究经费
支出占研发支出的比重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
水平。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辛国斌表示，要紧紧抓
住创新驱动这个“牛鼻
子”，着力提升制造业创新

能力，聚焦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和成果转移转化，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
到，当前，一些制造企业把
人才培养、研发创新作为
企业发展的着力点。“企业
发展到现在，我们更加注
重核心研发和IT人才的培
养。”南通中远海运川崎船
舶工程有限公司中方总经
理陈弓说，公司研发人员
队伍正不断壮大，目前已
有近400人，将为核心开发
能力提升和智能制造提供
人才保证。

“随着新技术在船舶
工业的突破性发展以及应
用，船舶建造的工艺水平、
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将大
幅提升，将进一步推动船
舶工业转型升级。”沪东中
华总经理助理朱益民说。

新华社台北7月6日电

（记者 查文晔 陈 君）

在台湾南投县仁爱乡的雾
社事件纪念公园里，静静
矗立着一尊高大魁梧的人
物石雕，为的是纪念台湾
少数民族抗日英雄莫那·
鲁道。

甲午战争后，日本侵
占台湾50年，宝岛各族同
胞自发组织起来，在敌我
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顽强斗
争，起义烽火连绵不息，涌
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
英烈，莫那·鲁道就是其中
的杰出代表。

莫那·鲁道，1882年生
于台湾南投大山里的雾社
部落。这里位于台湾岛中
心位置，到处是深峻的溪
谷和起伏的山峦，森林茂
密，物产丰富，莫那·鲁道
和族人世居于此。他强健
魁梧、胆识过人、公道正
派，是受到敬重的部落首
领。

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
数民族同胞采取“理番”政

策，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
屠杀征讨，将他们驱赶圈

禁，与汉族同胞隔绝，派驻
日本警察对他们施行监管

统治，收缴武器，掠夺资
源，剥削劳动。

1929年前后，日本殖
民当局在雾社等地大肆掠
夺森林和矿藏等资源，强
迫少数民族同胞从事非人
的劳动。由于不堪压榨和
凌辱，莫那·鲁道带领雾社
族人，联合马赫坡、波瓦
仑、斯固等多个部落，于
1930年10月27日，利用殖
民当局搞“神社祭日”、举
办运动会的时机发动起
义。他们袭击日本警察派
出所13处，杀死日本人134
名，伤26名，夺取枪支180
支、弹药23000发，破坏电
线和通信设施，引起巨大
震动，史称“雾社起义”。

起义爆发后，日本殖
民当局出动军警1400多
人，动用飞机大炮，甚至使
用化学毒气残酷镇压。面
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莫那·
鲁道率起义同胞凭借山林

险隘顽强抵抗36天。最后
一批起义者烧毁自己的家
园后，在马赫坡社后山岩
窟集体自杀。莫那·鲁道英
勇不屈，在山洞内饮弹自
尽。据统计，起义者共有
343人战死，包括莫那·鲁
道本人在内有296人自杀
身亡。1934年莫那·鲁道的
遗骸被发现后，日本殖民
当局残忍地将其曝晒，后
运到当时的“台北帝国大
学”当作研究标本。

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
表高金素梅说，1895年日
本侵略者占领台湾后，对
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发动了
138次“剿番战役”，并以

“番童特别教育”对台湾少
数民族下一代实施洗脑驯
化。

“莫那·鲁道领导的雾
社起义证明，反殖民斗争
绝不因殖民者的强制驯化
而停止消失。”高金素梅

说。
雾社起义给日本殖民

统治以沉重打击，有力鼓
舞了两岸同胞的抗日斗
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进步力量通过组织集会、
发表文告等方式，对起义
进行了声援。“七·七”事变
后，怀着国耻家仇，不少台
湾同胞横渡海峡，回到大
陆投入全民族抗日的伟大
斗争。

1973年，莫那·鲁道终
于归葬故乡。如今，他长
眠在雾社事件纪念公园
中，除了雕像和墓碑，人
们还为他和牺牲的台湾
少数民族同胞立起纪念
碑和牌坊，“碧血英风”

“抗日英雄”的字样分外
醒目。雾社起义虽已过去
80多年，但台湾同胞作为
中华民族一分子抗击外
侮所写下的英雄篇章永
远值得铭记。

台湾少数民族抗日英雄———莫那·鲁道

莫那·鲁道雕像（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