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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11日电 记者 11日从工信部了解到，近
年来，我国算力产业年增长率近 30%，算力总规模位居全球
第二。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算力总规模达到
180EFLOPS（每秒 18000京次浮点运算），存力总规模超过
1000EB，国家枢纽节点间的网络单向时延降低到 20毫秒以
内，算力核心产业规模达到1.8万亿元。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发
展成效显著，梯次优化的算力供给体系初步构建，算力基础
设施的综合能力显著提升。当前，产业正朝智能敏捷、绿色
低碳、安全可靠方向发展。

年增长率近30%

我国算力总规模全球第二

新华社北京 4月 11日电 记者从国家疾控局获悉，国家
疾控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全国地
方病防治巩固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年）》，对进一步巩
固全国地方病防治成果，持续落实地方病综合防治措施等作
出相应安排。方案明确，各地要将地方病防治工作纳入本地
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领导、保障投入。

地方病作为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一旦防治措施减弱或
撤除，疾病容易卷土重来，必须长期巩固、维持综合防治措
施，才能从源头预防控制地方病危害。

根据方案，到 2025年底计划实现以下七大行动目标，包
括持续消除碘缺乏危害、消除大骨节病和克山病危害、消除
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砷中毒危害、持续控制饮水型地方性氟
中毒危害、基本消除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危害、有效控制饮
茶型地氟病危害、有效控制水源性高碘危害。

健全防治监测评价体系是提高疾病发现预警能力的关
键。方案明确，要加大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监测力度，定期
开展重点地方病流行状况调查，准确反映和预测地方病病情
和流行趋势。继续加强地方病信息化建设，加强地方病信息
管理，提高防治信息报告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同时，强化监
测与防治干预措施的有效衔接。

17部门联合发文

巩固提升地方病防治

新华社北京 4月 11日电 记者 11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获悉，1至 3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165万辆和
158.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7.7%和 26.2%，市场占有率达
26.1%。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介绍，1至 3月，我
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621万辆和 607.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4.3%和 6.7%。目前，国内有效需求尚未完全释放，汽车消费
恢复还相对滞后。

中汽协发布数据显示，3月，我国商用车产销量均达 43.4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37.1%和 34.2%，同比分别增长 20.4%和
17.4%。“伴随经济持续回升，基建项目陆续开工，加之出口延
续良好表现，商用车市场已显现回暖迹象。”陈士华说。

陈士华表示，机遇和挑战并存，一季度我国汽车行业进
入促销政策切换期，多重因素叠加使汽车行业经济运行总体
面临较大压力。同时，新能源汽车产销形势喜人，加之汽车
出口势头迅猛，业界对今年汽车产业发展充满信心。

一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同比稳步增长

CPI运行在合理区间

稳物价是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
要任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居民消费
价格涨幅定在3%左右。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CPI持续运行在
合理区间，月度涨幅均低于 3%左右的预期
目标。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表
示，1月份，受春节效应和疫情防控政策优化
调整等因素影响，CPI同比上涨 2.1%，涨幅比
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2月份，受节后消费需
求回落、市场供应充足等因素影响，CPI同比
涨幅比上月回落1.1个百分点；3月份，生产生
活持续恢复，消费市场供应充足，CPI同比上
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在我国 CPI“篮子”商品中，食品占比较
高。今年以来，食品价格涨幅持续回落，从1月
份的同比上涨6.2%转为3月份的上涨2.4%。

从环比来看，食品价格环比由 1月份的
上涨 2.8%转为 3月份的下降 1.4%。董莉娟
分析，3月份，受存栏量较为充裕及消费需求
回落影响，猪肉价格环比下降 4.2%；鲜菜价
格环比下降 7.2%，降幅比上月扩大 2.8个百
分点。

“蔬菜生产受气象条件影响较大，3月份

光照充足和气温回升，有利于提升蔬菜生长
速度，造成部分蔬菜产量增加，价格下行。
此外，由于产区出现‘倒春寒’天气，蔬菜上
市期有所推迟，莴笋、菜花等品种价格忽高
忽低，波动频繁。”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
析预警团队蔬菜首席分析师张晶说。

非食品价格涨幅有所回落。3月份，非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0.3%，涨幅比上月回落
0.3个百分点。非食品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8%，涨幅比上月扩大 0.2个百分点；工业消
费品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8%。

“今年以来，我国核心CPI同比涨幅一直
处于 1%左右的区间波动，这表明我国工业
消费品以及服务消费价格保持稳定。”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立坤说。

PPI涨幅持续回落

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
我国工业品价格整体继续下降。一季度，PPI
同比下降 1.6%，其中 3月份下降 2.5%，降幅
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1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
和国内煤炭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PPI环比
下降 0.4%；2月份，工业企业生产恢复加快，
市场需求有所改善，PPI环比转为持平；3月

份，受国内经济加快恢复及国际市场部分大
宗商品价格走势影响，PPI环比继续持平。

董莉娟分析，3月份，国内生产和市场需
求持续改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钢材、水泥
等行业价格环比有所上涨，其中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水泥制造价格环比均上涨
1.3%。国际输入性因素带动国内石油、有色
金属相关行业价格下行，其中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价格环比下降 0.9%，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价格下降 0.4%。受气温回升等
季节因素影响，用煤需求有所减少，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价格下降1.2%。

“PPI涨幅持续回落，有助于改善上下游
工业利润结构，缓解中下游制造业企业成本
压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王立坤说。

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

物价关系经济运行，影响百姓生活。专
家表示，随着国内需求逐步改善，对相关价
格的支撑作用将有所增强，加之国际输入性
因素影响犹存，稳物价存在一定压力，但从
全年走势来看，保持物价平稳运行仍具有坚
实基础。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我
国粮食生产保持增长，粮食产量连续 8年稳
定在 1.3万亿斤以上，库存比较充裕；猪肉产

能处于合理水平，不具备大幅上涨条件；能
源价格稳定，去年我国有效释放煤炭先进产
能，能源自给率在 80%以上。近些年，石油、
天然气增产水平比较明显，有利于稳定能源
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统筹做好就业增
收工作，加强重点商品保供稳价；国家能源
局要求，全力做好今年天然气保供稳价工
作，确保民生用气需求；贵州遵义建立统一
的保供“白名单”制度，强化联保联供机制和
供应保障力量，保障“米袋子”供应有力有
序……近段时间以来，各有关部门和各地统
筹做好保供稳价。

重点企业加大保供稳价力度，备货充
足。如北京新发地市场拓展“直通车”覆盖
城市，为特色农产品进京搭建绿色通道；美
团买菜上线春菜尝鲜频道，香椿、荠菜、春笋
等时鲜春菜货源充足，平价菜场、超级折扣
频道每日上新，价格保持总体稳定。

“展望全年，我国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供
应充裕，产销衔接畅通，市场秩序良好，经济
整体回升态势也将在物价上逐步显现，预计
物价总水平将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国
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研究室主任郭丽
岩说。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国内物价保持平稳运行
——透视一季度CPI和PPI数据

近日有媒体在暗访中发现，杭州西湖手
划船存在宰客现象，标准收费是 150元一小
时，而实际时间缩水约一半。这种欺诈行为
实在与西湖一派良辰美景不相宜。

对此，杭州市西湖水域管理处取消了 3
名涉事船工的西湖水域从业资格，表示要加
强对经营企业的监管力度，加强从业人员职
业道德和文明经营的教育培训。同时，管理
部门还将开展专项整治，加大查处力度，建
立长效机制，完善社会监督机制。杭州市有
关部门第一时间处理直接责任人实属必要，
对此开展专项整治也是本分。

旅游业复苏给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在
这个关键节点，要警惕一些旅游从业者萌发

“宰客冲动”。旅游从业者不能抱有“三年不
开张，开张吃三年”的想法。在全国各地正
在努力提振消费者信心的当下，这样的想法
和做法只会给游客挖坑添堵，对于文旅业健
康长远发展毫无益处。同时，行业主管部门
也不能对这样的想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一些地方有过前车之鉴——千辛万苦
构建起的“好客”美誉，一旦被“宰客”现象破
坏，就会轰然坍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
缓过气来。

回顾以往，“划船宰客”也是老毛病了。
早在 10年前，就有媒体披露过西湖手划船漫天要价的情
况。虽经治理，“划船宰客”的现象并未绝迹。及至今
日，又再度成为网络热点，着实令西子蒙羞。

这就说明，要治理“划船宰客”的顽疾，要抑制旅游
服务提供方的“宰客冲动”，需要建立长效机制。而要建
立长效机制，就要堵疏结合，对于违约失信行为，要坚决
依法打击；对于服务流程，可借助数字化手段加强全程
监管，依靠广大游客进行全面监督。更重要的是，有关
部门要分析滋生“划船宰客”的行业环境，警惕“宰客冲
动”成为业内的集体潜意识，通过依法行政和市场调节
双管齐下，促进行业优胜劣汰，让“宰客冲动”在业内没
有市场。

（新华社杭州4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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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抖、走路晃、表情僵硬……提起帕金
森病，许多人会想到这些症状。4月 11日是
世界帕金森病日。我国帕金森病患者约三
百万人，每年新发二十万例以上。专家表
示，患有帕金森病并不可怕，只要保持积极
的生活态度、科学地治疗疾病，“帕友”的生
活质量也可以相对提高。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帕金森病和
运动障碍学组发布的指南显示，帕金森病是
一种好发于老年人的慢性神经退行性疾病，
又称为震颤麻痹，因脑部神经元变性引起。
其典型临床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行动迟缓、
肌强直、姿势步态障碍等运动症状。除常见
的运动症状外，帕金森病患者同时还会伴有
焦虑、抑郁、嗅觉减退、感觉异常等非运动

症状。
“由于帕金森病起病隐匿，许多患者错

过了最佳的干预治疗时机。”中华医学会神
经病学分会帕金森病和运动障碍学组副组
长冯涛介绍，一些帕金森病人早期没有肢
体颤抖的症状，仅表现为僵硬、动作慢等，
这些患者往往几经辗转才能确诊，延误了
治疗。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全面加强老年健康服务工作的通知》
要求，加强老年人群重点慢性病的早期筛
查、干预及分类指导，积极开展阿尔茨海默
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筛查
和健康指导。

临床实践研究发现，症状的及时识别是

提高帕金森病患者早期诊断的关键和基础。
“帕金森病患者可以通过合理的治疗和

服药改善运动状况、提高生活质量。”冯涛表
示，帕金森病疾病管理既要尽早干预，还应
该把目光放长远，在发病初期就要考虑到疾
病的长期管理，可依据个人情况，适当选择
能减少或延迟运动并发症的药物。

一些“帕友”诊断后或是担心药物副作
用而不愿服药，或是期望“快速见效”而盲目
用药。对此，冯涛提醒，不规范的用药行为
不利于有效控制患者的运动并发症，要严格
遵循医嘱，规范用药。

“脑深部电刺激技术和经颅磁刺激技术
也可以为帕金森病患者提供药物治疗以外
新的治疗方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

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副主任张建国说。
专家特别提示，抑郁症状被称为“帕金

森病最被忽视的症状”。“帕友”长期精神压
力过大可能诱发负面情绪，且帕金森病与多
巴胺神经递质水平降低有关。

科学的心理调节治疗要贯穿帕金森病
患者诊治的全过程，需要医生、患者和家庭
共同努力。专家建议，在日常生活中，家属
要特别留意患者的变化，要让患者保持放松
乐观的心情，保持充足睡眠，多运动锻炼；让
患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培养一些爱
好；鼓励患者参加社交活动……科学认识、
积极治疗，可有效延缓帕金森病进程，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让生命不再惧“帕”。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世界帕金森病日：

科学认识积极治疗 让生命不再惧“帕”

在第三届消博会 1号馆，
一家体育品牌展位的人造草
坪地垫释放着负氧离子，为净
化场馆空气做着努力。该品
牌展位负责人宋坤介绍，近年
来，人们对运动产品材料的绿
色环保要求越来越高，为满足
市场和消费者需求，公司通过
技术创新，实现了人造草坪
100%可回收降解。

本届消博会上，绿色可持
续理念，低碳可降解的产品，
已成为各类消费精品生产企
业的共同追求。

超高压蒸汽清洁，避免化
学清洗方式的二次污染；采用
植物纤维和可回收聚氨酯生
产可降解新材料，可减少使用
动物皮毛；墅式光储能，既可
实现家庭绿电供应，又可储能
应急，有效改善家庭用电体验
……

“绿色消费正全面融入生
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安永大
中华区业务主管合伙人毕舜
杰说，随着“双碳”目标的提
出，中国可持续发展路径更加
清晰，各行各业正在积极探索
适合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首次参展的某电器公司
带来一款纯电动“移动便利
店”，不仅搭载了节能厨房设
备、使用保温节能材料，还可
以作为试点，探索减少因频繁

开闭店装修而产生的大量碳排放。
清洁设备和清洁解决方案提供商德国卡

赫，在本届消博会上全球首发一款多功能蒸
汽清洁机。卡赫中国产品总监郑前说，人们
对于健康绿色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蒸汽消
杀可以有效避免化学清洗方式的二次污染。

漫步消博会各展馆，绿色可持续解决方
案随处可见。全方位绿电覆盖、无纸化展会
服务、可循环搭建材料、绿色产品项目征集、
可持续消费高峰论坛……本届消博会不仅
在场馆搭建、出行、餐饮、数据化管理方面践
行“绿色办展、低碳办会”理念，还尝试通过

“绿色电力消费+蓝色碳汇抵消”的方式实现
大型活动碳中和。

中国石油南方石油勘探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对消博会活动
期间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核算，并向
万宁小海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项目购买 220
吨碳汇量，捐赠给消博会助力碳中和。

近年来，我国持续释放大力发展绿色消
费信号。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宫起
君说，依托消博会这一绿色消费的创新试验
地，相信更多海内外企业会加快转型，形成
行业合力，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的全球
发展。

（新华社海口4月11日电）

从
消
博
会
看
绿
色
消
费
新
趋
势

今年以来，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国家统计局 11日发布数据，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平均比上年同期上涨 1.3%，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比上年同期下降 1.6%，继续成为全
球物价的重要“稳定器”。

4月11日，在位于山东省滕州市西岗镇的一家企业，工人
对以秸秆为原料生产的可降解餐盘进行出厂前的质量终检。

新华社发

4月11日拍摄的织里镇义皋村古村落景区（无人机照片）。
伍浦村的乡村咖啡店、庙兜村的花海、义皋村的古村落……近日，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乡村旅游升温，每天都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近年来，织里镇依托当地美丽乡村建设以及自然风光，招引乡贤返乡创业，依托闲置民宅、闲置土地建设特色咖啡店、花海景观、特色民宿

和农家乐等，做足乡村旅游经济功课。今年以来，织里镇全镇共计接待游客21万余人，带动村民创收超800万元。 新华社发

在老工业基地黑龙江，一批“国之重器”
企业开足马力进行数字化转型，不断迸发由
制造向“智造”转变的“新智慧”。

记者日前走进一重集团（黑龙江）专项
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厂区，映入眼帘的是专项
产品加工、装配场景，繁忙的加工现场却难
见一线工人。

“针对专项产品加工，车间搭建了机床+机
器手臂组成柔性加工单元，越来越智能。”公
司工段长李岩说。

工信部等部门日前公布 2022年度智能
制造优秀场景，一重集团（黑龙江）专项装备
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协同作业”入选。在
智能化改造后，公司加工效率提升 30%，产
品不良品率降低10%，整体产能提升10%，经
济效益明显改善。

去年 11月，由哈电集团牵头发起创建
的发电装备智能制造创新中心通过认定，
成为黑龙江首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哈电集团等 17 家骨干企业进一步形成合
力，引领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
级提速。

自动清洗、自动物流、AGV自动导引运

输车……在哈电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机座加工自动生产线的应用让操作人
员数量较以往减少了 80%，工件加工圆度提
高350%，同轴度提高400%。

作为国内最大的特种电机制造企业，
2022年这家公司被评为黑龙江省智能工厂，
其冲槽、机座、端盖、转轴、绕组等主要工序
均实现了智能化，可满足更多用户个性化的
定制需求。

老工业基地插上了数字化翅膀。截至
目前，黑龙江共认定省级数字化（智能）示范
车间 225个，一批“国之重器”企业通过加快
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筑牢工业经济的“四梁
八柱”。

近日，大庆油田采油九厂龙虎泡采油作
业区生产指挥中心一台电脑发出报警，值班
员佟丽丽点开数字化物联设备在线监测及
故障诊断运维平台，发现注采一班油井压力
变送器出现异常。她立即联系作业区运维

人员前往处置，20多分钟后，故障处理完毕，
设备恢复了正常运行。

“以前只能通过人工巡检发现设备故
障，现在设备运行状态在平台一目了然。”佟
丽丽说。越来越多的石油人正享受“数字红
利”。目前大庆油田累计完成逾 5万口油水
井数字化改造，大型站场数字化建设覆盖率
90%以上，数字油田建设已初具规模。

今年 1月 5日，由黑龙江省商务厅、省工
信厅牵头，联动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
究院、重点企业共同组成的“数字经济产业
联盟”正式成立，老工业基地各个领域的数
字化转型迎来全面提速。

黑龙江省工信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未
来，“数字经济产业联盟”将在“数字龙江”建
设上提供产学研用全方位解决方案，在N个
重点领域打造赋能平台，带动更多产业领域
向数字经济转型。

（新华社哈尔滨4月11日电）

“国之重器”企业的“新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