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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观众在山东省
临沂市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
馆参观。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
博物馆接待观众超 6049.19
万人次，较2024年“五一”假
期参观人数增加了 879.87
万，同比增长 17%，创历史
新高。

新华社发（许传宝 摄）

“五一”假期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超 6000 万 人 次 创 历 史 新 高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周圆 张晓洁

机器人踏着“猫步”在 T 台走秀、
进入工厂协助造车，教育、医疗、城市
管理等领域都有了机器人的帮助……
今天，机器人已得到广泛应用，走进你
我的生活。

伴随着技术日新月异，机器人产业
加快提“智”向新。特别是今年以来，从
中央到地方，对培育具身智能、发展智能
机器人等作出一系列部署。政策端、市
场端同频共振，新赛道日渐开阔，产业发
展如火如荼。

有机构预测，“十五五”时期，我国机
器人产业规模将增长至 4000 亿元左
右。未来已来、机遇无限。

火，机器人“出圈”前景广阔

五一假期前，北京平谷金海湖碧波
岛度假区，智能机器人上岛“入职”。巡
航、导览，与游客互动间，文旅有了新的

“打开方式”。
碧波岛度假区负责人表示，智能机

器人让旅游变得更有“智趣”，也帮助景
区精细化管理，增添了文旅产业的“智”
动力。

从参赛马拉松，到更智能地在工厂
“忙活”，这个春天，机器人火热“出圈”，
整个产业踏上风口。

新产品、新应用密集推出——
3月11日，智元机器人发布双足智

能交互人形机器人灵犀X2，集齐运动、
交互、作业等功能；仅隔一天，3月12日，
优必选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
发布全尺寸科研教育人形机器人，计划
于二季度开始交付。

从一个个专业展会上，能够更直观
感受到创新的“浓度”。以近日于深圳举
行的机器人全产业链接会为例，工业机
器人实现从“机械臂”到“智慧脑”的升
级，协作机器人演示智能操作方案，从

“灵巧手”到“电子皮肤”，参会企业亮出
“绝活”，不断刷屏。

市面频频上“新”，生产热潮涌动。“电
子皮肤”销量增长10倍，直驱电机1月订
单量已超去年一半，新一代老人智能看护
机器人走俏市场……在广东东莞松山湖，
多家机器人企业斩获大量订单。

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
人产量达到14.9万套和260.4万套，同比
分别增长26%和20%。

产业持续升级、加速进阶——
“几乎每周都在看项目、找项目，才

能了解到最新动向。”一位创投机构负责
人感叹，当前机器人的创新“不以年计，
而以天计”。

以刚跑完马拉松的机器人“旋风小
子”为例，它的上一代产品于2024年5月
会走，6月能跑，7月完成双腿跳和单腿
跳，10月开启跳舞技能……“成长”速度
超乎想象。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
务机器人也在大踏步向前。

在中国一拖总装线涂装间内，拖拉
机底盘喷漆作业正在进行：只见机械臂
灵动转向，漆膜厚度误差被控制在毫米
级。技术人员告诉记者，融入智能技术
和3D模型后，机械臂可以自动生成喷涂
路径，并根据现场温湿度调整参数。“工
业机器人已经能够感知生产环境的变
化，实现智能工艺的自适应。”

移动操作机器人在航天航空、半导
体等制造环节的应用超千台；防爆工业
机器人在轨道交通装备等制造环节实现
规模应用；手术机器人辅助完成复杂远
程手术……一个个标志性突破的背后，
是产业向新提质的写照。

业界发力，政策举措给力。
我国设立600亿元规模的国家人工

智能基金，加快布局投资项目；工业和信
息化部推动“机器人+”供需对接和推广
应用，提升产业链韧性；央地共建具身智
能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创新中心，推动
产业集聚……

重庆提出围绕“存算一体”芯片等推
动核心技术攻关，北京宣布将在2年内
释放超万台机器人应用机会，全国多地
积极行动，由研发侧到应用端的布局走
深走实。

赛迪研究院发布报告预计，“十五
五”时期，我国工业机器人渗透率将大幅
提升，服务机器人不断进化，人形机器人
由资源拉动转为市场驱动。

“一边是新技术提速产业迭代，一边
是制造业、服务业转型缔造巨大空间，国
内机器人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期。”中国机
械工业联合会秘书长宋晓刚说。

稳，产业链合力夯实根基

机器人火热的背后，有整个产业链
的厚积薄发。

记者调研发现，从材料、零部件到
电子系统、总装集成，国内机器人制造
体系的日臻完备，有力支撑了产业的求
新求变。

走进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只见机械臂从操作
箱内取出一个个原料，加工、检测、清洗、
涂油，制成谐波减速器中的柔轮。

谐波减速器被称为机器人的“关
节”，对技术、工艺的要求极高，曾长期
被国外垄断。这家“小巨人”企业持续
攻克材料选型、柔性轴承等技术难题，
将传动误差控制在 10 弧秒以内。绿的
谐波总经理张雨文说，企业正瞄准具
身智能新趋势，研发一体化机器人关
节，为构建更复杂的机器人系统提供
支撑。

从国产突破到国产替代，今天，国产
谐波减速器在国内市场份额已经超过
40%。

不只是减速器。近年来，我国持续
加大对机器人全产业的强链补链：摸清
薄弱环节，围绕加强核心技术攻关等作
出系统部署；面向行业前沿领域、重点环
节启动“揭榜挂帅”，张榜求贤；从科技企

业孵化器，到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
等推广应用支持政策，打通产学研用，集
产业合力攻产业短板。

一个个点上的突破有力增强了链
上的韧性，伴随着关键环节国产化进
程的加快，中国“钢铁侠”有了更坚实
的支撑。

看产业，链上创新“多点开花”——
浙江灵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5指

量产版灵巧手，实现对环境和操作对象
的精准测量与精细感知；雷赛智能的高
性能伺服电机，提升了机器人运动控制
能力；宁德时代的高能量密度电池可为
机器人提供更强劲动力……从机械臂、
传感器到电池、本体制造，几乎机器人的
每个部位，都有国产供应商在发挥重要
作用。

看市场，应用扩围加速迭代——
“我们正与国产品牌共成长。”在

采访中，多位企业负责人表达了这样
的观点。

我国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名
工人 470 台，庞大的制造业体量为产业
应用提供丰富场景。特别是近年来，以

“新三样”为代表的优势产业壮大，产业
链话语权提升，带动一批国产机器人“上
岗”应用，市场的历练加速推动国内供应
商成长。

这是深圳南山“机器人谷”的一幕：
帕西尼的触觉传感器可直接供应给一街
之隔的优必选，跨维智能的仿真数据能
实时输入智平方的训练系统。从激光雷
达、机械臂，到灵巧手，供应链就在家门
口，“上午研发、下午测试、晚上迭代”的
协同效应初显。

“我国已形成覆盖上下游各领域的
机器人全产业链布局，自主化率、产品竞
争力、重点行业渗透率得到进一步提
升。”国投招商先进制造产业研究院资深
研究员宋洪军说，虽然当前仍面临运动
控制算法、高精度传感器等瓶颈，一些环
节“卡脖子”尚未根本解决，但政策与市
场的协同效应推动产业链向深布局。“机
器人产业正经历从‘零件组装’到‘智慧
共生’的质变。”

智，把准方向攀高求进

机器人是新兴产业，更是支撑数字
化升级的关键产业。面对科技的竞速，
尤要掌握主动、把握先机。

走进位于北京首钢园的人形机器人
数据训练中心，只见工程师们身着穿戴
设备，通过遥操作方式，控制机器人准确
完成浇水、插花、叠衣服等动作。

中心负责人张钦锋告诉记者，高质
量的数据集是机器人理解世界的入口。
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快实训的

“密度”，快速积累数据，推动演进升级。
以“数”赋能，为机器人打造“智慧大

脑”——
今年以来，多地宣布加强具身智能

训练中心建设，瞄准数据缺乏难题，一个
个“机器人技校”“数据工厂”加快落地。

与此同时，产业界也在探索新技术，拓展
数据获取新方式。

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有限公司尝试
通过合成数据驱动技术，用物理仿真器
生产的数据训练机器人。企业创始人王
鹤说，目前已累积了数千万级的场景数
据以及数十亿级的动作数据。

晶泰科技首席执行官马健说，企业
研发的智能自主实验平台可将数据收集
能力提高40倍，已部署超300台机器人
实验工站，积累了大量标准化、高质量的
实验数据。

此外，数字“底座”也在进一步夯
实。国家数据局明确，将系统推进全国
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推动区域、行业数据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业和信息化部提
出，将加强通用大模型和行业大模型的
研发布局，加快建设工业领域高质量的
数据集。

“‘人工智能+’行动到哪里，高质量
数据集的建设和推广就要到哪里。”国家
数据局有关负责人说，将充分调动社会
各方力量，持续增加数据供给。

瞄向未来，强化基础研究、前瞻
布局——

在上海“模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
态社区，无问芯穹通过自研技术，实现
多种大模型算法在多种芯片上的协同
运行；稀宇科技不断突破多模态大模型
技术，加速 AI 智能体的开发……这里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模式，推动着来
自底层技术、应用研发、场景设计等环
节的入驻企业通力合作，一批前沿技术
加快涌现。

在北京亦庄，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
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通用具身智能平
台“慧思开物”，实现单个软件系统在机
械臂、轮式机器人等多构型本体上的兼
容。将技术成果面向行业开源开放，博
采众人之长，加快关键共性技术的合力
攻坚。

迈向高质量发展，机器人产业仍有
不少难题待解。比如，基础理论研究和
基础技术攻关存在短板弱项；人形机器
人硬件成本较高，制约规模化应用等。

从AI模型底座到高算力芯片，从类
脑智能到下一代通信，业界、学界正加大
跨学科跨领域融合创新，积极整合产业
资源，协力探索攻关。

年初，我国牵头制定世界首个养老
机器人国际标准发布；不久前，首批人
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获批
立项……立标准、树规范，不断推动着
产业稳健向前。

“在这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长跑’
中，既要加强科技供给，也要在战略规
划、人才培养等方面下大功夫，特别是要
优化产业布局、强化规范建设。”国家地
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总经理
熊友军说，把步子走得更稳更坚实，才能
让机器人向前的每“一小步”，都成为推
动产业发展的“一大步”，实现从“跑完半
马”到“奔”向未来的跨越。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提“ 智 ”向 新 ，奔 向 未 来
——当前机器人产业观察

□新华社记者 徐壮

正是明媚五月天，一路繁花一路春。
文化和旅游部 5 月 6 日公布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5天，全国国内出游3.14亿人次，
同比增长6.4%；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1802.69
亿元，同比增长8.0%。

数据涨、人气旺、市场火。多位旅游业专
家表示：“根据数据表现和市场反应看，今年
堪称最火‘五一’。”

从延长开放时间的知名景区，到创意迭
出的新场景新景区；从人潮涌动的休闲街区，
到彰显个性的小众县城……这个“五一”假
期，文化和旅游热点“百花齐放”，产品和服务
供给丰富多彩，文旅市场热力十足。

长线游深度游“遍地开花”——
5 月 3 日上午十点半，新疆喀什古城的

开城仪式准时开始。早早在城门前等待的
游客已经迫不及待探索这座风情独特的西
部古城。

据当地统计，“五一”假期喀什古城景区
接待游客84.0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02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73.66%、160.21%。

5天假期，赋予游客走得更远、玩得更久
的底气。越来越多东部城市地区游客背上行
囊，去往心驰神往的“诗和远方”。

飞猪数据显示，新疆北屯、西藏昌都、
青海果洛、云南怒江、海南屯昌等地旅游
商品预订量同比去年平均增长超 100%。
与此同时，定制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80%，
雨林徒步、沙漠骆驼骑行、星空露营、茶山
采风等深度体验在地文化的玩法备受游
客青睐。

用脚步丈量、用心灵感受，在“慢下来”的
生活节奏里，人们体会春夏交替的自然韵律，
在旅行中品味人间美好。

人文游演艺游“妙想生花”——
走进古街古镇，这边厢汉服“打卡”，那边

厢沉浸观演。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入，令这
个假期更显玩法多样。

“国潮”为旅游注入深厚底蕴。携程平台
上，古镇景区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三成。
多地创新推出非遗焕新、潮流体验等多元业
态，福建漳州木偶嘉年华、四川自贡彩灯博物
馆手绘花灯等备受游客欢迎。

演艺为旅游增添花样魅力。“五一”前后，
全国多地数十场音乐节轮番开唱，为演出地
旅游经济增光添彩。据去哪儿平台监测，如
今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加入“五一”演艺游阵
营，如安徽滁州凭借葫芦果音乐节，带动当地酒店预订同比增2.4倍；新疆伊宁
举办蜜桃音乐嘉年华，带动酒店预订同比增1.3倍。

中国游中国购“花开四海”——
江苏苏州，假期中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为进一步提升外籍游客旅游体

验，一批外国志愿者在苏州市旅游咨询中心十全街站上岗。身穿绿色马甲的
印度志愿者帕拉克说，能够来到十全街为游客们提供志愿服务，让她觉得非常
开心。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入境旅游持续升温。缅甸、韩国、马来西亚、澳大
利亚、英国、泰国、菲律宾、俄罗斯、越南、日本等为主要入境旅游客源地，占外
国游客总数的57.4%。在免签入境、支付便利、离境退税等一系列政策的叠加
效应之下，“游在中国”热度不减，“购在中国”蔚然成风。

管理服务“锦上添花”——
面对纷至沓来的客群，多地在旅游接待服务上做足功课：重庆市荣昌区政

府机关食堂向游客开放，假期首餐就吸引超3000名游客前来品尝；山东日照
的海滨景区担心游客赶海没有收获，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开车撒蛤蜊……

想游客之所盼、解游客之所急、供游客之所需，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
地文旅部门及有关行业协会推出惠民消费券、景区门票减免促销、旅游
直通车等一系列惠民举措。各地联动交通、住宿、金融等企业丰富消费
惠民措施和优质产品。中国旅游景区协会带动会员单位推出“景区欢乐
消费季”。

“越来越多的政府院落和企事业单位向游客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文明出
游、理性消费，进一步彰显了旅游在提高国民素质、调节社会心理、促进开放进
步的积极作用。”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5月5日，恰值立夏。春日赏繁花，文旅活力迸发；夏日看山海，静待热力
更足。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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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5 月 6 日电（记 者
叶昊鸣）2024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
产量为9953.7万辆，同比增长0.4%，全
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这是记者 6 日从 2025 中国国际
自 行 车 展 览 会 上 了 解 到 的 消 息 。
本届展览会在上海举办，集中展现
我国自行车新产品 和 产 业 发 展 新
趋势。

“自行车外贸出口实现筑底企
稳，为全年产量增长提供了有力支
撑。”中国自行车协会新闻发言人郑
小玲介绍，2024 年，我国自行车出口
4781.4 万辆，同比增长 20.7%；出口额
约 26.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电
动自行车出口量 467.2 万辆，同比增
长 12%；出口额约 21 亿美元，同比增
长6%。

郑小玲表示，受“骑行热”带动，
2024 年上半年我国国内中高端运动
自行车消费大幅度增长，自主品牌
的中高档产品销售同比增长 20%。
除此之外，国际知名品牌加速中国
市场布局，在各大城市设立专卖店
扩大市场销售，全年竞赛型自行车
进口量同比增长 12.5%。“电动自行
车中高端车型占比已达 19.1%，智能

化、时尚化的产品极大提升用户体
验。”郑小玲说。

2024 年 8 月，商务部等部门发布
推动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电动自行车
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通过政府补贴与企业让利形成联动效
应，加速淘汰老旧车辆、非标车辆。”郑
小玲说。

2024年我国自行车行业总产量近1亿辆

□新华社记者 杨柳

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
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
学”。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
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
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
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

作 风 问 题 本 质 上 是 党 性 问
题。前不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
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
问题进行的公开通报中，有的违规
收受礼品、礼金；有的以学习考察
名义公款旅游；有的在政务服务、
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不作为、乱作
为。思想上的“总开关”没拧紧，缺
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
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
就在所难免。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修炼共
产党人的“心学”，要加强主观世界
的改造，全面提升个人修养和政治
品格，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
中有责、心中有戒。心中有党，时
刻同党中央要求“对标”，拿党章党
规“扫描”，才不会在政治方向上走
岔走偏；心中有民，用人民群众新
期待“透视”，不断叩问初心、守护
初心，才不会把政绩凌驾于民意之
上；心中有责，锐意进取、真抓实
干，才能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矛盾
问题；心中有戒，始终不放纵、不越
轨 、不 逾 矩 ，才 能 做 到 依 法 廉 洁
用权。

知行合一，担当作为。“知”的
目的在于“行”，修炼共产党人的

“心学”，目的在于学以致用、指导
实践，最终要落到用实干推动发展
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关键时期，形势环境变化之
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
风险挑战之多、对治国理政考验之
大前所未有。这就要求党员干部
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
事、求实效上，愿挑最重的担子、能
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
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不断打开
工作新局面。

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要活到
老、学到老、修养到老。党员干部的
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
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会
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
终生努力。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
会散一尺。加强党性修养必须驰而
不息、久久为功，不断进行自我修炼、
自我约束、自我改造。

常修常炼、常悟常进，将党性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方能在大是
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
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
坚定。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

新 华 时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