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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玉波

近日，记者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

原区工业园区包头中远新材料有限公司展

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普通到不能再普

通的煤炭。在它的旁边，是一卷卷洁白的塑

料绳子、薄膜，甚至还有各种军事防护用品与

装备。

在包头中远新材料有限公司，一块煤经

过年产 1 万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薄膜特种材

料项目的技术转化，摇身变成一根根扯不断

的纤维或一张张薄如纸的薄膜，最终加工制

作成一块防弹装甲，实现了从一块煤到精细

化工产品的蝶变升级。

“该项目产品为自主可控的专有技术，

在全国行业内具有唯一性，属国内首创、国

际领先产品。”包头中远新材料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梁俊峰介绍说，项目产品主要应用

于加工制作军警车辆及舰船防护装甲、单

兵防护用品等领域，是国内首个“从一块煤

到一块防弹装甲”全产业链项目。项目使

煤的附加值增加 36 倍以上，真正实现了“点

煤成金”。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着

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煤炭产业链不断延伸，煤化工

产品从传统的炼焦扩展到了煤制油、煤制

气、煤制烯烃、煤制甲醇、煤制乙二醇等现代

煤化工产品。

如今，内蒙古煤制气产能居全国第 1 位，

煤制烯烃、煤制油、煤制乙二醇产能居全国第

2 位，是全国唯一拥有已建成投产煤制油、煤

制气项目的省区。该区年转化煤炭增至 1 亿

多吨，形成以煤制油气、煤制烯烃和精细化学

品制造等为主的国内规模最大的现代煤化工

体系，建成国内门类最全的煤基再生能源产

业体系。

鄂尔多斯作为国家规划的现代煤化工基

地之一，在强化源头管理的同时，不断提升煤

炭的就地转化率，大力发展煤化工产业，并形

成了较为完备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先后引进

实施了煤直接液化、煤间接液化、煤制气、煤

炭深加工、煤制精细化学品等一大批煤炭精

深加工、转化增值项目，构筑了煤制油、煤制

气、煤制甲醇和烯烃、煤基新材料等多条产业

链，实现了煤化工产业的纵向梯度增值，成为

国内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现代煤化工试验

示范项目集中区，已形成现代煤化工产能

1925万吨。

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大路产

业园的久泰集团烯烃项目生产车间，一袋袋

由黑色煤炭华丽转变而成的聚丙烯产品被机

械装置迅速打包进入流水线，这些产品源源

不断输送运到全国各地。每吨原煤几百元，

转化成甲醇每吨 2000 元左右，再次转化为烯

烃之后，每吨价格还能再上涨三到四倍。

一块煤还能变成一匹布？无色油状液体

BDO（1，4-丁二醇）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BDO 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工业化学品，是可降

解材料的核心原料。通过焦煤和石灰石的化

学反应可制备出电石，电石经过一系列工艺流

程便能生产出BDO。以BDO为原料，经过不

同生产工艺路线，不仅能得到氨纶，还能制成

皮革、医药、化妆品、锂电池、可降解塑料等。

以 BDO 为原料，煤炭不仅实现了千变万

化，还能助力解决白色污染。在乌海市乌达

区，一块块农田纷纷换上了“新衣”——由

BDO 生产而成的全生物降解地膜。“新地膜

到时间自动降解，我们不用再翻地收拾，降解

后土地也不会板结，不影响种第二茬作物。”

农户们欣喜地介绍说。

目前乌海已建成 BDO 产能 160 万吨，形

成 BDO-氨纶、BDO-锂电池溶剂、BDO-可

降解材料/工程材料、BDO-医药中间体四大

全产业链条，煤炭就地加工转化率达 90%以

上，精细化工产品达 70 多种。预计到 2027
年，乌海市 BDO 产能将占全国总产能的 30%
以上，成为世界最大的 BDO 一体化生产基

地，产值将突破 1000亿元，现代煤化工千亿级

产业集群将成形起势。

从“挖煤卖煤”到能源革命，内蒙古走出

了一条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创新发展之路。

下一步，内蒙古将立足丰富的煤炭资源优势，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关键技术不断取得

突破。通过延伸产业链、坚持集中集聚、推进

节能降碳、提升化工能力，促进产业健康快速

发展。

从“挖煤卖煤”到做精细化工产品，内蒙古延伸煤炭产业链

附加值增加36倍以上 看一块煤如何蝶变

本报讯 （记者陈华）元旦前夕，安徽人工

智能产业先导区启动活动在合肥举办，这不

仅标志着安徽省内首个人工智能全产业链

创新生态空间正式启动，也意味着离该省

“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的“打

造不少于四种型号人形机器人”的目标更近

了一步。

去年 12 月，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

的《安徽省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24—2027）》明确，到 2027 年，构建安徽省

人形机器人产业的“23456”创新体系和产业

生态，建成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形机

器人产业发展高地。打造合肥、芜湖两个产

业先导区；建设人形机器人省级创新平台、中

试验证平台、招引孵化平台等三大平台；打造

不少于四种型号具有国内代表性的人形机器

人整机。

安徽省科技厅厅长赵明表示，安徽正聚

焦统筹人工智能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人

工智能+”行动，计划设立人工智能场景创新

项目，支持垂域模型研发攻关和行业应用，

推动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开展 AI+典型示范

应用。

其中，人形机器人被认为是机器人领域

中技术的“集大成者”，引领当前智能机器人

产业发展的新潮流。2024 年 7 月与 12 月，安

徽省在 5个月的时间间隔里相继推出了“启江

一号”和“启江二号”两款人形机器人。

其中，“启江一号”人形机器人身高 1.7
米，体重 55 公斤，全身拥有 36 个自由度。其

整合了感知、决策和执行系统，确保机器人能

够在复杂环境中实现高效自主运作。“启江二

号”人形机器人身高 1.8米，体重 60公斤，全身

拥有 38个自由度，配备多个视觉感知传感器、

高精度惯性测量单元和高精度六维力传感

器。相比于“启江一号”，“启江二号”在“智慧

大脑、敏捷小脑和强健肢体”方面均实现性能

提升。

目前，安徽省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有一

定的发展基础和技术积累，涉及人形机器人

高校院所研发核心团队 10 多个，产业链关联

企业 40 多户。按照计划，安徽将推出面向制

造、应急、商贸物流、医疗健康、家庭服务、文

旅服务等六大领域场景的多类型人形机器人

产品。

作为该省两个产业先导区之一的芜湖市

也提出了自己的规划，该市将聚焦未来技术

攻关、技术创新策源等开展“十大行动”，依托

先导区建设打造人形机器人与智能机器人产

业创新发展新格局。

安徽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安徽将

在做优整机、锻造长板、补齐短板、共建生态

四大领域集中发力，不仅要开发面向不同场

景和领域的专业化人形机器人，还要发展超

脑硬件及控制系统，并构建省级“创新平台+
产业基金+招引孵化基地”创新体系。

人工智能产业先导区正式启动

安徽加快“孕育”多种型号人形机器人

本报讯 （记者刘小燕）1月 12日，金融监管总局召开 2025
年监管工作会议。会议对 2025年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包括加

快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

风险，切实提高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能力，坚持问题导向

不断增强监管质效，全力推动经济运行向上向好，以更高标

准、更大力度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方面重点任务。

其中，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方面，会议提

出，加快推进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扩围增效，支持构建房

地产发展新模式。积极配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

密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在全力推动经济运行向上向好方面，会议指出，支持全方

位扩内需，助力实施消费提振行动，高效服务“两重”“两新”。

引导保险、理财资金支持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积极服务

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

策。推动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落地落细落实，有

效满足企业融资需求。提升跨境贸易综合金融服务质效，助

力稳外资稳外贸。加快补齐养老第三支柱短板，持续推动健

全多方参与的巨灾保险保障体系。

金融监管总局明确今年6大重点任务
包括加快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等

本报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蒋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

总局获悉，2024 年，市场监管总局批准新建国家标准物质

1135项，比上年增长 51.9%，总数首次超 1.8万项，为保障经济

社会各领域“测得了、测得准”提供有力支撑。

从分布领域看，一级标准物质食品类、二级标准物质环境

类占比较大。2024 年，批准新建国家一级标准物质 83 项，比

上年增长 22.1%，其中食品类标准物质 45项，占比 54.2%；批准

新建国家二级标准物质 1052项，比上年增长 54.9%，其中环境

类标准物质 578项，占比 54.9%。

国家一级标准物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特点明显。国家

一级标准物质代表该领域的国内最高水平，其研发瞄准科技

前沿及基础应用。2024 年新建的食品类国家一级标准物质

应用于兽药残留检测、蔬菜粮食中的重金属等成分检测，满

足食品检测领域高准确度、技术难度较高的标准物质应用需

求，以支撑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化工环境类国家一级标

准物质主要面向温室气体排放、环境监测等方面，其中达到

高精度碳监测要求的气体标准物质，为全国碳监测提供高精

度的“标尺”。

2024年我国新建国家标准物质1135项
为保障“测得了、测得准”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省污染

防治远程巡检系统上线运行，标志着青海生

态环境问题发现和跟踪治理能力进一步提

升，为深入打好生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再

添“利器”。该系统上线后，可通过远程视频

方式对全省危险废物收集、转运、处置、利用

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等重点污染治理设施的运

营管理情况开展巡查检查。

青海省污染防治远程巡检系统借鉴深圳固

体废物智慧监管系统远程视频执法、即时取证、

整改跟踪等核心功能，结合实际升级优化，并将

使用场景由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扩展到生活垃圾

填埋场监管，既拓宽使用领域，又强化管理能

力，实现对危险废物、垃圾填埋场污染防治设施

运行管理情况远程实时巡检，有效解决各级管

理部门“地域广、人员少”监管指导能力不足和

企业面对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困境，从根本上

缓解青海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垃圾填埋场

等治污设施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目前，该系统已通过测试和试运行，投用

于青海 166个重点危险废物产废企业、经营企

业和 200个生活垃圾填埋场，基本实现重点涉

危险废物企业和生活垃圾填埋场全覆盖。

青海远程巡检助力污染防治

本报讯 （记者黄洪涛）江苏省商务厅近

日联合多部门共同发布《江苏省繁荣夜经济

激发消费活力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

施》），提出 15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活夜间消

费市场，促进经济回升向好，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这是江苏首次出台关于繁荣夜经济的

系统性政策文件。”江苏省商务厅厅长司勇介

绍，《若干措施》围绕居民消费升级方向和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从科学谋划、丰富供

给、加强保障、规范发展等四个方面综合施

策，致力于点亮“夜生活”、点燃夜经济。

在丰富供给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全景勾

勒五大特色“新夜态”，从商业、旅游、健康、研

学、展演等重点领域着手，全方位多层次拓展

夜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活跃“夜商业”，鼓励

商业场所和主体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开展夜间

促销活动；点亮“夜旅游”，省市联动开展夜间文

旅消费促进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性夜间文旅

消费新业态；倡导“夜健康”，鼓励体育健身运动

项目延长营业时间，举办适合大众参与的健身

活动。

江苏出台15条举措点亮夜经济

本报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杨召奎）近

期，民航选座额外收费问题引发舆论热议。一

些航空公司以所谓“行业惯例”为由，在选座这一

基本服务中引入加价机制，将靠窗、靠过道或前

排等座位锁定，要求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原

本仅在廉价航空中盛行的做法，如今正逐步蔓

延至整个民航行业，“锁座”越来越多，引起了消

费者的不满和质疑。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今

天发声表示，“加价选座”不应成为“行业惯例”。

有消费者反映，值机时发现若不付费选

座，免费可选座位寥寥无几，甚至有时带未成

年子女出行也难以选择相邻座位，迫使他们

不得不支付选座费。中消协指出，这种加价

选座的行为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

也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中消协认为：“加价选座”限制了消费者

的选择权，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违背了公

平交易的原则。

中消协指出，“先到先得”一直是民航业

约定俗成的选座规则，近几年来，一些航空公

司却以“加价选座”为手段，以“安全飞行”为

借口，不断试探消费者的底线。这样擅自加

价的行为如果不加以遏制，将影响整个消费

市场的风气，其他商品或服务在一定条件下

都有可能在定价之外另行区分情况加价销

售，从而演变成为一种不公平的所谓“行业惯

例”，侵蚀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权益。

中消协建议，相关主管部门主动作为，强

化行业引导，规范经营行为。消费者的行动

也是对行业行为的一种监督，消费者在遭遇

各类侵权行为时可积极向消协组织或主管部

门投诉，推动消费市场保持公平、透明的健康

发展轨道。

乘机选靠窗、前排座位需额外加钱，中消协发声——

“加价选座”不应成为“行业惯例”

本报北京 1月 13日电 （记者于灵歌）记者今天从国家

发改委获悉，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等 4 部门近日印发《关

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7
年，数据标注产业专业化、智能化及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产业规模大幅跃升，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20%，培育一批具

有影响力的科技型数据标注企业，打造一批产学研用联动的

创新载体，建设一批成效明显、特色鲜明的数据标注基地，形

成相对完善的数据标注产业生态，构建创新要素聚集、产业

链上下游联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数据标注产业是对数据进行筛选、清洗、分类、注释、标记

和质量检验等加工处理的新兴产业。为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

质量发展，意见提出，培育一批数据标注龙头企业，鼓励通过

资源整合、并购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推动数据标注企业规模

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支持和鼓励科技创新型数据标注企

业承担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等重点任务，提高产业

链协同创新水平。

意见提出，释放公共数据标注需求，深化人工智能在政务

服务、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应用，编制公共数据标注目录，

依法依规有序推动公共数据标注与开发利用。此外，意见提出

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各地区各部门可结合实际，统筹安排

数据产品和标注服务采购费用。

四部门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

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型数据标注企业
广东建成高速公路

新能源服务区

1月 13日拍摄的址山新能源服务区（无
人机照片）。

1月 13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沈海高

速广东佛开段首个“光储充”一体化新能
源服务区——址山新能源服务区正式投
入使用。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