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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制造业高端化 、 智能
化、 绿色化发展， 是落实高质量
发展要求、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必然要求。 作为我国北方工业
重镇， 河北省唐山市着力打造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机器人应用创新
高地 、 特种机器人研发总部基
地。 “钢铁之城” 通过立足自身
制造业基础， 借助新机遇， 实现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背靠传统行业“破土而生”
在位于唐山市高新区的唐山

开元自动焊接装备有限公司组装
车间， 技术人员近日正调试一套
全新的焊接机器人系统， 产品将
应用于国内一些新能源汽车生产
商的减震器生产线。

“产品在汽车装备、 船舶建
造、 工程机械等领域受到欢迎，
还参与了港珠澳大桥等国家重点
项目建设。” 开元装备规划发展
部部长刘斌介绍。

开元装备所在的集团公司，
在20世纪90年代与日本松下电器
集团合资， 在唐山市成立了中国
焊接行业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
业， 1997年引进弧焊机器人及相
关焊接生产线， 拉开唐山机器人
产业发展大幕。

近年来 ， 唐山的煤炭 、 钢
铁、 陶瓷等行业对自动化、 智能
化生产需求不断增长， 机器人产
业背靠这些领域 “破土而生 ”。
唐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
振国介绍， 经过多年发展， 唐山
市 形 成 了 国 际 领 先 的 焊 接 机
器 人 产业集群 ， 特种机器人 、
巡检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不断
提升。

“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满足了
工业生产的迫切需求， 其自身发
展也是唐山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

键路径。” 张振国说。

打造发展高地“引凤筑巢”
高温状态下的钢铁型材， 从

一台像CT机一样的设备中穿过，
就能检测出轮廓尺寸及表面质量
是否达标。

“这台热态长材双模态智能
质检机器人可以实时检测常见的
结疤、 划痕等缺陷。” 河北第六
镜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杨 胜 为告诉记者 ， 公司正围绕
煤焦化工 、 汽车等生产 制 造 行
业的质检 、 分拣等工序推动产
品落地。

唐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孟祥印介绍， 目前唐山大力推进
“机器人+” 应用行动 ， 聚焦钢
铁冶金、 船舶制造、 石油化工、
轨 道 交 通 等 应 用 场 景 ， 累 计
梳 理 出机器人应用场景102个 ，
支持企业投身这些应用场景研发
机器人。

在唐山市高新区机器人展示
体验中心， 一款陪伴机器人成为
客商们争相体验的 “明星 ” 产
品。 只需要把手臂放入机器人，
就能快速检测心率、 血压、 血氧
等多项健康指标。 企业负责人表
示： “此前公司在长沙一次推介
活动中了解到唐山有机器人产业
集群优势， 就来唐山落户发展，
建设了一条组装生产线。”

近年来， 唐山多措并举为机
器人行业 “扩容”， 通过设立唐
山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等5支总
规模近100亿元的产业基金， 聚
焦招引带动性强的大项目， 也引
进科技含量高、 成长性好的中小
项目。

2023年， 唐山机器人企业总
数达151家， 总营业收入67亿元，
同比增长17.5%。 今年1至7月 ，

唐山机器人企业数量再增44家，
总营收已超35亿元。

“钢铁之城” 贴上工业
新标识

“在企业初创阶段， 我们希
望能够快速获得资源共享， 共享
智能制造工厂模式非常有吸引
力。” 唐山中弘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经理王洋说。

王洋所在的中弘科技成立于
2021年， 已经发展成为一家集数
字化智能化产品的研发、 生产 、
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企
业 ， 汇聚一批机械 、 电气 、 软
件、 机器人、 机器视觉等各专业
技术人才。

唐山市政府扶持行业龙头企
业 打 造 唐 山 百 川 机 器 人 共 享
智 能 制造工厂 ， 这里提供设计
研发、 物资采购、 生产制造、 产
品检测等各环节的资源共享， 可
实现产业链、 供应链、 创新链同
步跃升。

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
总经理赵辉说： “每个公司， 在
这里都能拥有 ‘千军万马’。 目
前， 有200多家中小企业参与共
享服务。”

记者采访了解到， 2023年唐
山市出台 《唐山市机器人产业发
展支持政策》， 16项具体措施涵
盖了招商、 研发、 人才引进等多
方面 。 唐山这座 “钢铁之城 ”，
正加速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
种机器人研发总部基地、 机器人
应用创新高地。

“唐山将聚集优势资源， 建
设共享制造平台， 着力拓展应用
场景， 推动产业聚集发展， 让机
器人产业成为唐山新的工业标
识。” 孟祥印说。

据新华社

当“钢铁之城”遇见发展新机

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海
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获悉， 自9月1日起， 海南
试点实施离岛免税化妆品电子
标签， 即通过海南离岛免税购
物渠道销售的化妆品， 可以采
用电子标签方式标注产品中文
标签。 试点期限暂定为2年。

此次试点实施的电子标
签， 是指通过一定的电子化存
储机制将离岛免税化妆品中文
标签相关内容进行存储， 并生
成相应的电子码。 电子标签应
当具备便捷识读功能， 能够被
消费者使用智能手机安装的常
用通讯或支付软件以扫描方式
直接识读， 从而获取产品中文
标签信息。

根据试点工作有关要求，
离岛免税化妆品注册人、 备案
人或者境内责任人需在产品上
市销售、 进口前， 按照公告要
求填写拟生成电子标签的产品

中文标签信息， 并向海南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在线提交； 海
南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收到信
息后， 对符合要求的产品中文
标签信息进行赋码生成电子
标签， 并在政务网站公布； 注
册人、 备案人或境内责任人可
登录政务网站自行下载电子
标签， 并以印刷或加贴方式标
注在产品销售包装可视面显著
位置。

据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黎运达介绍， 试点实施
后， 消费者可以通过扫码、 销
售现场取阅、 网站查询等三种
方式便捷获取产品标签信息，
有利于进一步保障消费者权
益 ， 确保公众用妆安全 。 同
时， 也有利于离岛免税经营者
降本增效， 提升管理效率， 增
加离岛免税化妆品的可及性，
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注入新活力。

陶艺课程传承马家窑文化

海南试点实施离岛免税化妆品电子标签

四川的地理特征是 “一平二
坡七分山”， 山丘地区土地细碎，
粮食生产机械化一直是老大难问
题。 随着近年来四川山丘地区良
田面积增加， 以及中小农机使用
的不断普及 ， 眼下的秋收季 ，
“机器在干、 农人在看” 的场面
越来越多。

绵阳市三台县地处川北丘陵
地区 ， 是传统粮食生产大县 。
待傍晚热浪退去， 县城周围金黄
的稻 田 里 轰 轰 隆 隆 地 开 进 一
台 台收割机。 割稻 、 脱粒 、 清
杂……收割机在田里作业完毕 ，
三台县北坝镇芙蓉村村民张明
友就将三轮摩托车开过来， 几
分钟时间， 1000多斤稻谷就卸在
了车斗里。

“替” 张明友收割水稻的，
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的 “稻客” 杜
庆仕。 赶在8月下旬抵达四川后，
从广安市到巴中市 ， 再到绵阳
市， 他一路走一路收， 已经完成
几千亩水稻的收割。

“收一亩水稻100元 ， 这儿
需求大得很， 都排队找我。” 杜
庆仕说， “这几年四川适合机收
的田地多了不少， 所以就不远千

里来这里找活儿干了。”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 四川盆地丘陵和盆周山
区的粮食产量占四川粮食总产量
的四分之三以上。 然而， 由于这
些区域 “鸡爪田” “巴掌田” 占
比大， 制约了机械化作业， 限制
了粮食生产效率的提升 。 近年
来， 四川通过装备良机、 建设良
田、 引育良种等措施， 让机械化
作业程度逐步提升。 目前， 四川
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达70%。

与往年不同， 71岁的达州市
通川区金石镇月岩村村民赵永太
今年没有顶着烈日、 弯着腰用镰
刀在田里割稻子， 而是蹲在田埂
上， 注视着收割机来回穿梭。 不
到10分钟， 他家三分田的水稻就
收割完了。 说起以前人工收割稻
谷的辛苦状态 ， 赵永太不禁感
慨： 以前同样一块田， 要全家齐
上阵， 花费一上午时间。 “最后
还要人工脱粒 ， 自己背回家 。”
赵永太说。

据介绍， 通川区大部分区域
是典型的低山丘陵， 不少水稻田
位于山间， 不仅窄小分散， 而且

田块不平， 一般农机难以 “施展
拳脚”。 近几年， 当地通过对农
田进行 “小改大 ” “坡改缓 ”，
并新建、 加宽机耕道， 为农机进
田作业打好了基础。 今年秋收，
当地又组织机收服务队， 为种粮
农户进行机械化服务。 如今， 通
川区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达72.9%。

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
升， 还大大推进四川山丘地区农
业社会化服务发展。 近几年， 三
台县建平镇邦福农机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王邦福陆续购置了70余台
农机， 8月底开始秋收后， 其中
12台收割机几乎满负荷运转， 为
上万余亩水稻进行收割服务 。
“现在机械化耕种收都有政府相
关补助， 大家都有用农机作业的
积极性。 一年仅农业社会化服务
就有50余万元的纯收入。” 王邦
福说。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说， 近些年四川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增长迅速， 现已建成 “全
机械化+综合农事” 服务中心134
个， 农机专业合作社1700余个。

据新华社

近年来， 为了做好马家窑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 甘肃省定西
市临洮县教育部门引导当地中小学积极创建陶艺社团， 开设陶坯
制作、 彩绘等课程， 指导学生动手制作陶艺作品， 为马家窑文化
彩陶延伸生命活力。 马家窑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类
型， 1924年在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首次发现而得名。 图为在临
洮县第一实验小学， 陶艺社团的学生制作陶坯。

新华社发

———河北唐山机器人产业走访见闻

农机割稻助秋收
———四川山丘地区秋收见闻

新华社电 世界贸易组织
近日发布报告说， 2024年第三
季度全球货物贸易保持复苏
态势。

世贸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
《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
货物贸易景气指数为103，高于
基准点100， 比今年3月发布的
100.6略有上升。 该指数表明，
2024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全
球货物贸易额保持正增长。

各成分指数中， 汽车产品
指数为103.3， 集装箱运输指
数为104.3， 空运指数为107.1，
出口订单指数为101.2， 均高
于趋势水平。 电子元件指数为
95.4， 原材料指数为99.3， 均
低于趋势水平。

报告说 ， 2024年第一季
度全球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
1.4%， 环比增长1.0%。 近期数
据显示， 欧洲地区贸易增长弱
于预期， 其他地区贸易增长强

于预期。
报告认为， 尽管晴雨表指

数发出了积极信号， 但由于地
缘政治风险加剧、 地区冲突持
续、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变
以及出口订单减少， 全球贸易
前景仍然高度不确定。

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
数的编制规则， 数值100为其
基准点 。 如果某一次指数为
100， 意味着全球货物贸易增
长符合中期趋势预期。 指数大
于100表示该季度全球货物贸
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 反之则
显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低于预
期水平。

世贸组织2016年7月首次
发布全球贸易景气指数， 通过
采集主要经济体的贸易统计数
据， 就当前世界贸易的短期发
展走向提供早期信号， 为贸易
政策制定者和工商界提供更为
及时的国际贸易信息。

世贸组织：

三季度全球货物贸易保持复苏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