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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芯片火了！
“昙花一现”还是未来趋势

龙头企业密集推出新产品、 数千亿投资
基金就位、 概念股全面涨停……时值寒冬，
国产芯片行业呈现出非同一般的火热， 整个
产业链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是 “昙花一现”，
还是 “未来趋势”？ 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小小芯片有多火？
近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的 “2019

飞腾生态伙伴大会” 上， 记者目睹了国产芯
片之红火。 会议尚未开始， 会场已爆满。 不
仅座位异常密集， 两侧及过道都站满了人。
一位晚到的发言嘉宾甚至差点进不去场地。

“我们也没想到会这么火。” 会议举办
方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窦强告
诉记者， “原本预估会议规模800人左右 ，
后来仅网上报名就超过2500人。 投资机构、
行业用户、 上下游合作伙伴等全来了。”

和其他几家国产CPU处理器龙头企业
一样， 飞腾早在20年前就开始自主研制芯
片。 近几年技术上大幅提升， 但市场上大多
服务于特定领域。 2018年以来， 市场需求明
显提升， 企业明显感受到未来行业高速扩张
的势头。

“一年多来订单快速增长， 咨询合作和
投资的越来越多， 有些产品供不应求。 保守
估计， 未来我们年供货量会从几万片、 几十
万片增长到百万级。 今年营收预计较去年增
长超2倍， 未来会保持高速增长， 2024年我
们力争实现年营收超过100亿元。” 窦强说。

当前， 加快国产芯片应用对保障国家安
全、 避免受制于人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专家
普遍认为， 我国芯片行业正进入发展腾飞
期， 当前的蓬勃发展只是刚刚开始， 一些优
质企业未来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市场前景在哪里？
作为整个信息系统的 “大脑”， 芯片无

处不在。 过去由于技术、 生态等各种原因，
导致国产芯片推广难、 应用难。 但现在， 事
情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可能国产芯片还没进入你的笔记本电
脑， 但你办公室的台式机、 你使用的个人征
信查询机、 云平台， 给你家供电的发电厂，
你存钱的银行， 都已经部分使用 “中国芯”；

你乘坐的高铁、 自动售检票已实现国产控制
系统试点应用； 电信运营商也正和国内芯片
厂商开展联合研发……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里， 国产软硬
件对原先市场垄断者的替代将是网络信息领
域的新常态。”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说。

据腾讯云TStack首席架构师贺阮介绍 ，
腾讯的云平台TStack、 政务微信、 云安全防
范系统都已经成功迁移到飞腾系统， 数据库
和大数据套件的迁移将在明年初完成。

窦强坦言， 和国外先进厂商相比， 国产
芯片差距还是比较大， 但正在从 “不可用”
到 “基本可用”、 再到 “好用” 转变。 大数
据、 云平台、 工业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未来
5G应用， 将提供诸多机会 ， 整个产业市场
规模将是万亿级。

做大“朋友圈”是突围关键
业内人士认为， 国产芯片要真正实现价

值， 不仅要紧跟前沿技术发展趋势， 更要与
传统产业融合， 联合各行业加快相关应用场
景落地、 加速迭代。

这意味着 ， 国产芯片 “朋友圈 ” 的大
小、 使用者的多少将成为突围关键。

“如果将网络信息产业比喻成一棵树，
芯片无疑是树根 。 只有和树干 、 树枝 、 阳
光、 空气等彼此兼容， 形成良好生态， 才能
开更多花、 结更多果。”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信息中心副主任苗占禄说。

“上下游联合” “跨界合作” 正在成为
国内芯片企业的 “新玩法”。 比如， 围绕政
务、 金融、 电信、 能源、 交通等关键行业持
续发力； 与浪潮、 联想、 紫光等服务器厂商
携手合作； 和百度、 阿里、 腾讯等共同探索
面向云服务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等。

“只有开放联合才能携手共赢， 这一点
国产芯片走过很多弯路。 未来5年飞腾将投
入超过150亿元用于新品研发、 生态建设和
客户保障。” 窦强表示。

“尽管我们有短板， 但也有 ‘互联网应
用’ 和 ‘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长板。 应该大
力发扬这些长板， 通过应用牵引促进芯片技
术和产业发展， 从而带动基础方面的提高。”
倪光南说。 据新华社

“村晚” 推动邻里融合
舞蹈 《夜上海》、 小提琴演

奏 《我和我的祖国 》 、 黄梅戏
《天仙配》 ……冬至前夕， 在浙
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螺蛳
桥村的文化礼堂， 举办了一场别
具特色的“村晚”，从演员到主持
人，全部由村民担当。 舞台上，螺
蛳桥村的各方好手尽显才艺， 台
下观众笑逐颜开， 整个文化礼堂
沉浸在热闹祥和的氛围中。

螺蛳桥村负责人任金海告诉
记者， 村里的文化礼堂今年９月
份刚落成。 这是村里第一次由本
村村民举办 “村晚”， 为的是让
村民们感受到热闹的 “年味”。

任金海回忆说， 过去冬至这
天 ， 村里家家户户都会用萝卜
丝、 炒米粉等来包冬至 “圆子”，
招待亲朋好友。 “现在过节的形
式 更 加 丰 富 了 ， 但 过 节 的 习
俗 没 有被遗忘 ， 村民很看重这
种集体活动， 主动参与的村民越
来越多。”

当晚， 现场有不少村民把拍
摄的照片和视频， 通过微信和朋
友圈发送给远方的亲友， 让他们
也能感受到团聚的温暖。 清华大
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国民俗学会

副会长刘晓峰告诉记者， 冬至与
春节一样， 是团圆的节日。 现代
技术手段的发展， 让 “天涯若比
邻” 成为可能， 也更有利于亲情
的表达与传递。

民俗 “吹暖” 旅游经济
现代科技让传统节庆活动实

现了跨地域的分享， 也让更多的
人 通 过 民 俗 旅 游 了 解 、 分 享
多 样 的生活方式和不同地域的
冬至习俗。

“过去， 到了冬至前后， 大
家都 ‘猫’ 了起来， 最多也就是
吃饺子， 喝喝酒。 现在冬至意味
着一年旅游季节的开启。” 在黑
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经营家庭旅
馆的马国权说。

冬至正值我国最北省份黑龙
江省一年最冷的时节。 冬至这几
天， 日出时间晚、 日落时间早，
在黑龙江省许多地方， 下午３点
多 ， 天就已经黑下来了 。 近年
来， 随着冰雪旅游的开展， 东北

群众一改 “猫冬” 习惯， 让最冷
时节变成一年最 “热” 时节。

利用 “冷优势”， 提前谋划
冬季旅游项目， 成为黑龙江省大
兴安岭林区停伐后产业转型的有
效途径 。 “这次来北极村过冬
至， 体验了不同的新习俗： 堆雪
人、 吹冰泡泡。 在这么冷的天气
里,能听到水泼出去结冰的声音，
真是太神奇了。” 北京游客韩璐
璐说。

一年之末 ， 物尽藏 ， 农事
休。 在江西省婺源县江湾镇篁岭
村， 当地村民在冬至到来之际，
隆重举办起各种 “好事”。 随着
一场民俗戏上演， 小小村子， 游
人如织。

村里广场上， ６个石臼一字
排开 ， 热气腾腾的糯米倒入其
中。 游客和村民撸起袖子， 一起
拿着木杵 ， 有节奏地打麻糍 。
“打麻糍是本地传统习俗， 现在
游客也加入进来， 体验传统农耕
习俗之乐。” ６８岁的当地村民曹

爱兰说， 不少外地游客还会把自
己做的麻糍， 打包带给远方的亲
朋好友品尝。

刘晓峰说， 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 ， 各地依托冬至等传统节
气， 开发出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
的旅游产品。 “要让传统节日富
有生命力， 就需要不断适应社会
的变化， 挖掘和丰富传统文化的
内涵。”

文明祭祀赋予孝亲文化
新内涵

自古以来， 全国各地就有在
冬至祭祀祖先的传统。 因各地礼
俗不同， 祭祖形式也有差异。 在
我国南方 ， 冬至和清明一样重
要， 也是悼念已逝亲人、 寄托哀
思的传统节日。 今年冬至， 一些
地方推出文明祭祀举措， 赋予孝
亲文化文明的新内涵。

一篓纸钱， 两杯米酒， 外加
一响鞭炮。 在江西省樟树市中洲
乡， 村民们以往都是以这样的方

式 “挂冬祭祖”。
与往年相比， 中洲乡来陂村

村民徐海平今年有所不同。 冬至
将近 ， 他没有去集市上购买纸
钱、 米酒、 鞭炮 “老三样”， 而
是买了几株黄菊花。 “现在文明
祭祀成为新潮， 今年咱也时尚一
回。 冬至就拔拔草、 填填土， 为
先人献上几束鲜花， 不再放鞭炮
打扰他们了。” 徐海平说。

临近冬至的这些天里， 浙江
省开化县华埠镇叶溪村村支书汪
理成在村里忙着张贴标语， 悬挂
横幅， 倡导鲜花祭祀。 今年华埠
镇准备好了１．５万支鲜花 ， 发放
给各村村民， 引导他们用更加环
保安全的方式祭奠亲人。

南昌社科院社会所副所长戴
庆锋告诉记者， 冬至最早是一种
祭祀活动， 然后逐渐发展成为重
要的传统节庆活动。 如今冬至的
内涵不断延伸， 加入了不少现代
元素， 而燃放烟花爆竹、 点香焚
纸等传统的祭祀方式， 也在被更
文明的祭祀方式所替代。

“与传统的祭祀方式相比，
现在人们通过献鲜花等方式， 来
表达对亲人的追思， 更加理性和
文明。” 戴庆锋说。

据新华社

今年冬至新年俗传递了哪些信息？
冬至， 是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之一。 我国自古以来就对冬至非常重视， 有 “冬至

大如年” 的说法。 近日， 记者在各地采访了解到， 随着社会发展， 各地过冬至的形式越
来越丰富， 对于传统节日的传承和发展也更加深入。

12月22日， 饲养员怀抱大熊猫宝宝到户外运动。 当日， 重庆动物园为4只大熊
猫宝宝 “双双” “重重” “喜喜” “庆庆” 举行半岁生日庆祝活动。 4只半岁大熊
猫在饲养员的照料下， 在熊猫馆运动场内玩耍、 嬉戏， 与市民游客一同过冬至。

新华社发

4只大熊猫户外庆祝半岁生日

新华社电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近
日印发 《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统
一城乡标准试点工作的意见 （试行）》，
明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等三
类案件， 将不再区分受害人住所地或经
常居住地、 收入来源等因素， 全省实行
统一赔偿标准。

意见明确， 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案件、 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
件、 产品质量责任纠纷案件， 全省法院
审理时， 不再区分受害人住所地或经常
居住地、 收入来源等因素， 其残疾赔偿
金、 死亡赔偿金统一按照河南省上一年
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
被扶养人生活费统一按照河南省上一年
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

全省法院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案件， 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 在

事实清 楚 的 基 础 上 ， 分 清 是 非 ， 对
当事人赔付能力不足的案件优先调
解 ， 化解矛盾纠纷 。 调解未达成协议
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 应当及
时判决。

农村居民能比之前多获得多少赔
偿 ？ 河南省高院民一庭庭长刘天华表
示 ， 意见统一的是赔偿计算基数 ， 以
2018年为例， 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31874.19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为13830.74元， 以此为标准计算残
疾或死亡赔偿金， 结果差异很大。 意见
施行后， 这个差异就不存在了。

“开展试点工作不能简单以农村居
民多拿多少钱来衡量 ， 这不是获利问
题， 统一赔偿标准重在实现公平受偿，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 缩小城乡差别 。”
刘天华说。

河南三类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统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