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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秋 的 北 京 ，服 贸 会 如 约 而 至 ，
2400 余家企业线下参展，聚焦服务贸易
领域热点趋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
动力。

AI 智能学情分析系统、空中造楼
机、L4 级自动驾驶货运车……一系列教
育、建筑、交通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在
本届服贸会上集中亮相，为我们勾勒出
未来生活智能化的新图景。

智慧教育：科教融合激发教
育活力

走进位于首钢园的服贸会教育服
务专题展区，彩色的“智慧树”映入眼
帘。智能作业批改系统、智慧纸笔、AI
写作机器人……展区教育数字化特点
突出，体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
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教育领域正在发生
深刻变革。

“老师通过系统智能化布置作业，
学生完成的作业可通过机器自动批改，
AI智能诊断学情，据此为学生定制个性
化作业。”教育企业飞象星球展台科技
感十足，工作人员正在向参观者介绍一
款智能作业系统，“产品能够实现‘因人
推题’而非‘因题推题’，辅助教师为学
生推送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 三 点 半 ”课 后 服 务 时 间 怎 么 安
排 ，是 很 多 学 校 正 在 积 极 探 索 的 内
容。展台一侧，针对此时间段设计的
一款素质教育课后服务平台，力求降
低学校课后服务的实施门槛。游戏化
教学、组织模拟实验、线上线下“双师”
联动，丰富的素质教育课程兼具趣味
性和知识性。

“写一篇故宫的游记”“植物需要睡
眠吗”“恒星有哪些特点”……面对现场
观众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展会上最
新发布的新款教育模型能够快速回答。

人工智能企业科大讯飞北京大区
总经理朱鹏认为，智慧教育的解决方案
能够助力教育教学模式创新，为学生、
教师和各级教育管理者提供精准、便捷
的服务。

智能建造：科技赋能“中国建造”

“基建狂魔”有多强？来首钢园里
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区看一
看！空中造楼机、新一代智能建筑机器
人、5G 智能生产线……智能建造创新
成果集中亮相，加速推动建筑业转型升
级。

在中建三局展台，三款“黑科技”吸
引参观者驻足，它们是 5G 室内远程控
制塔机、空中造楼机、住宅造楼机。

“通过远程控制塔机，在北京能够
控制 1000 公里外武汉的塔机。”中建三
局工作人员介绍，系统利用 5G 通信实
现塔机侧和地面控制中心之间的信息
交互，操作延迟可控制在 40 毫秒之内。
通过集成多视频、多传感器的现场信息
采集系统，塔机操作人员和控制系统能
全方位地感知现场塔机的工况，实现远
程集中操控。

由中建三局自主研发的空中造楼
机，全称为“超高层建筑智能化施工装
备集成平台”。据介绍，它可以运用在
300 米以上的超高层项目，犹如一个设
在空中的建筑工厂，可实现最快 3 天一
个结构层的施工速度，缩短约 20%的施

工工期，提升建筑施工标准化、集成化、
智能化水平。

住宅造楼机则融合了空中造楼机
的一部分功能，同时具有结构轻巧、适
用性广等特点，实现了由重型造楼机向
轻型造楼机、由摩天大楼向普通高层住
宅的转变。

安 全 是 建 筑 施 工 中 一 切 的 前 提 。
在中建一局展台，工地巡检机器人、建
筑变形监测雷达、机电管线智能安装机
器人等多款智能装备能够替代“危、繁、
脏、重”施工作业，有效提升施工的智能
化水平，增强施工的安全性。

中建三局一公司北方公司执行总
经理张乃峰说，数智建造驱动产业转
型，智能建造产品能够提升施工方对工
程质量、安全、进度等方面的管控能力。

智享出行：“智行+低碳”助力
交通出行升级

环境服务专题展是今年服贸会的
一大亮点，特别设置低碳科技出行展
区，从中可以窥见未来交通出行的两大
关键词——自动驾驶和绿色低碳。

在首钢园的低碳科技出行展区，L4
级自动驾驶货运车受到参观者关注。
这辆车由江铃汽车与文远知行合作，专
为城市开放道路开发，全车拥有 12 个摄
像头，6 个激光雷达，拥有 360 度无盲区
感知能力和领先的智驾系统，可支持全
天时、全天候、全场景运行。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带
动了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及相关服务产
业发展。然而在“五一”“十一”假期，高
速 路 服 务 区 的 充 电 桩 前 常 常 排 着 长

队。能源物联网企业能链智电，在此次
服贸会上推出了其最新研发的智能充
电机器人。

交通出行向清洁低碳转型，氢能零
碳交通也值得关注。在国家会议中心
里的服贸会综合展年度主题专区，国家
电投展区工作人员介绍，氢燃料电池汽
车已经实现规模化社会化运营，应用场
景包括城市客运、物流配送、市政环卫
等。除了氢能产业，布局以换电重卡为
代表的电能替代，也是国家电投打造

“绿电交通”的措施。
氢能汽车具有高安全性、加氢速度

快、加速性启动性快等优势。国家电投
集团首席科学家柴茂荣认为，我国交通
前 景 将 以 重 卡 、公 交 为 突 破 口 ，建 立

“柴”改“氢”的工业示范，布局加氢站，
扩大氢能的利用规模，逐步拓展到乘用
车领域。

江 铃 汽 车 副 总 裁 吴 晓 军 说 ，网 联
化、数字化进程加速了物流需求形态的
变化，特别是人们对运输车辆合规和绿
色低碳的需求会更加强烈。

激发服贸动能，共创美好生活。
教育、建造、出行等领域的新变化

新趋势只是一个缩影，透过它们，我们
看到科技创新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
的生活，驱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未来
美好生活图景，值得你我期待。

新华社记者 朱舜 王乃水

智慧教育、智能建造、智享出行
—从2023年服贸会看未来生活新趋势

“走，去村里喝杯咖啡！”——于
自然野趣中品味咖啡芳香，在“诗和
远方”遇见精神岛屿，这或许是乡村
咖啡馆对都市人的吸引。

近年来，咖啡馆作为带有社交、
消费属性的休闲驿站，其数量和经营
状况从一个侧面体现着当地的消费
活力和经济韧性。如果在浙江绘制
一张“乡村咖啡地图”，这些标记点或
依托乡野山水，或融合历史古韵，或
延伸文旅业态。一杯咖啡，折射出浙
江乡村能级跃升的新思路。

咖啡+生态：打造新型消费场景

穿过隧洞，步入露台，自然落差
形成的瀑布直挂眼前，于半山腰悬崖
处 品 尝 手 冲 咖 啡 ，远 处 是 一 片 葱 茏
……在浙江省安吉县报福镇彭湖村
的竹林深处，隐藏着一家网红咖啡馆

“瀑布咖啡”。
“节假日一天能卖出 400 多杯咖

啡。”店内咖啡师说，游客可以在山川
瀑布间饮咖啡，在有天鹅水杉作伴的
湖中戏水，或者在山顶草地露营。

“咖啡馆是都市人的精神驿站，
能在自然山水中品一口咖啡，一下子
消弭了城市与乡村的距离。”利用周
末“出逃”的上海游客韩杰感叹道。

在乡村，咖啡馆可以下沉到何处？
安吉的答案是山、田、湖、瀑、林、矿。这
个常住人口不到 60万人的山区小县城
拥有 300 多家咖啡馆。当地的生态优
势，正在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位于安吉县梅溪镇红庙村的“深蓝
计划咖啡馆”，坐落在湛蓝湖水和冷冽
岩石之间，创业团队将原本废弃的矿山
打造成“小冰岛”，一年内累计接待游客
35万人次，最高单日接待量近 8000人
次，为村里带去600余万元收益。

在温州市文成县周山畲族乡，悬崖
咖啡正在成为“村咖”新晋网红：这里原
先是一处观景平台，海拔纵深达 200多
米。如今加盖了全玻璃外立面，远远望
去，咖啡馆仿佛矗立于悬崖之上。

在浙南山城丽水市青田县，咖啡
已经成为这座侨乡的“社交语言”：日
均售出咖啡约 1.5 万杯、年均消耗咖
啡豆超 80 吨……“随便走进一家咖啡
馆就能喝到纯正意式咖啡。”意大利
华侨徐先生说。

咖啡+古韵：助力古城焕发活力

一盏老底子盖碗，里面装着热拿
铁……在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曾
经用作教室、茶馆的蔡氏宗祠，如今
变身“祠堂咖啡”，别出心裁的“中西
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也
为祠堂里的宁波锡镴器博物馆和宁
波熨斗博物馆带来不少人气。

一缕“咖啡香”，盘活了沉寂的古
建筑，激活了古镇业态——

约 1 公 里 长 的 绍 兴 老 街 仓 桥 直
街，聚集了近 10 家风格各异的咖啡

店。连续两年举办的“古城咖啡节”，
不仅为咖啡店主提供了交流平台，也
为打造古城新 IP 助力；

位于湖州南浔古镇的“哈利波特
咖啡馆”将旧粮仓改造成霍格沃茨图
书馆、音乐厅、咖啡吧，让游客实现魔
法梦想的同时，在古镇里品咂一杯咖
啡，享受休闲时光；

草糊拿铁、蛋清羊尾拿铁、白水
洋豆腐拿铁……漫步台州临海紫阳
街，当地风味小吃与咖啡融合的创意
特调咖啡，让人在唇齿间感受咖啡文
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交融；

深藏于温州市永嘉县岩头镇粮
油巷里的“隐巷咖啡馆”，脱胎于村里
废弃粉干厂，经过“90 后”老板滕璟霖
的 改 造 ，如 今 宛 如 一 个 室 内 露 营 基
地，复古帐篷、折叠桌椅、露营灯被巧
妙地安置在各个角落，满墙咖啡品牌
纸杯成为“打卡位”……

古镇咖啡不仅成为人与空间连
接的新载体，还成为文化生长与创造
的新机遇。

咖啡+文旅：提升乡村经济韧性

漫步绍兴柯桥稽东镇的“榧香书
舍”，当地乡贤将咖啡与香榧结合，打
造榧香咖啡，村舍间弥漫咖啡香气；
宁波象山茅洋乡“青·蟹咖啡馆”依托

“共富农场”新型旅游综合试点项目，
不仅卖咖啡，还在村里种地、养鱼，探
索稻鱼、稻虾、稻蟹共养模式，“乡创
客”变身“新农人”……

乡村发展吸引了在外的年轻人
回乡创业，让乡村文旅融合有了新思
路 。“ 咖 啡 乡 创 客 ”通 过 一 间 间“ 村
咖”，正带动周边业态不断延伸。

在湖州市安吉县横山村，一处废
弃的竹木加工厂被改造成“数字游民
公社”，年轻人正围坐在公共区域一
边喝咖啡一边进行头脑风暴。

公社 8000 多平方米的空间里设
置了共享办公区和宿舍区，配套工作
生 活 所 需 各 种 功 能 ，2022 年 吸 纳 了
473 名“数字游民”入住，平均入住天
数 47 天 ，平 均 入 住 年 龄 31 岁 ，其 中
37%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每日平均
工作时长 6.8小时。

一间间咖啡店成为“数字游民”
的“充电站”。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闻得到咖啡香，这些城市人在乡村找
到了他们向往的生活。

返乡参与未来乡村运营工作的安
吉余村青年丁文文相信，如今的乡村
既有人们向往的自然环境，又有便利
的交通和相应的配套，更多人会选择
与乡村连结，创造人生不一样的精彩。

“亚运会带来的热度也在浙江乡
村发酵。”一名“数字游民”对记者说，

“越来越多的人背起电脑，把自己放
进乡村咖啡馆，就像往温暖的水里放
了一块清甜的陈皮。”

新华社记者 郑梦雨

9月 5日，在山东省高密市姜庄镇的一处非遗工坊，一位村民在整理陈列的泥老虎产品。
近年来，山东省高密市姜庄镇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引领，以非遗工坊为基础，发展传统泥塑产业。目前该镇每年可加工泥老虎 40 多万个，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有力拓宽了当地群众增收道路。泥老虎是高密市姜庄镇聂家庄泥塑的代表品种之一，2008年聂家庄泥塑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关于做好基
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支付管理有关工
作的通知》，明确对于通用名管理较为
成熟的耗材类别，将逐步制定全国统一
的医保目录，并逐步扩大国家目录涵盖
的耗材类别范围。

通知明确了纳入医保支付的耗材
范围，加强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与医用耗
材支付管理联动，逐步将未被纳入医疗

服务项目价格构成的一次性医用耗材
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管理范围。对于
原则上临床价值不高、价格或费用远超
基金和患者承受能力的医用耗材，以及
非治疗性康复器具等不得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

在加强医保准入方面，通知明确各
省份通过规范的评审程序，将符合条件
的医用耗材按程序纳入目录，并鼓励优

先将符合现行支付政策的集采中选耗
材纳入目录，探索对独家或高值产品通
过谈判等方式准入。

同 时 ，通 知 明 确 要 建 立 健 全 动 态
调 整 机 制 ，及 时 增 补 必 要 的 新 技 术
产 品 ，退 出 临 床 可 被 更 好 替 代 、经 济
性 评 价 不 佳 、被 有 关 部 门 列 入 负 面
清 单 以 及 其 他 不 符 合 医 保 要 求 的 产
品 。

为推动支付政策更加科学化精细
化，通知要求逐步淘汰单纯依据费用水
平分段支付、一刀切的定额或限额支付
等较为粗放的支付政策，各统筹地区可
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价格或费用较高
的医用耗材设定先行自付比例。并鼓
励各省探索制定医用耗材医保支付标
准，可进行动态调整。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

浙浙江江

一一杯咖啡折射乡村能级跃升新思路杯咖啡折射乡村能级跃升新思路

国家医保局：将逐步扩大国家目录涵盖的耗材类别

初秋时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
10余万亩紫苏长势喜人，宛如一幅翠绿的
画卷，在金色的阳光下绽放着勃勃生机。

桦南县所处的东北平原是世界三
大黄金黑土带之一，四季分明、日照充
足、雨量充沛，适合寒地紫苏生长。这
里已有数十年种植、食用紫苏的历史，
被誉为“中国紫苏之乡”，桦南紫苏也获
得了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近 年 来 ，桦 南 县 着 力 扶 持 紫 苏 产
业，以紫苏种植、产业链布局等为抓手，
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县
域经济发展。

桦南县孟家岗镇保丰村村民高玉
财在田间摩挲着近一人高的紫苏，喜不
自胜：“这可是桦南的宝贝啊。”

高玉财原先种植大豆、玉米等传统
大田作物，2007 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
始种植紫苏，当年每亩地的收入就达到了
原来的三倍，“从没想过能卖那么多钱，我
和媳妇激动得睡不着觉。”尝到了甜头之
后，高玉财开始逐步扩大紫苏种植面积、
开展标准化种植。如今他已是远近闻名
的“紫苏专家”，不仅牵头成立了紫苏种植
合作社，还有来自贵州的企业主动上门寻
求合作。

离保丰村不远的桦南县驼腰子镇新
合村以紫苏入选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项目。村里的脱贫户杨玉贵因身体原
因 ，无 法 从 事 传 统 作 物 的 大 田 耕 种 。
2021 年，经村里帮扶，杨玉贵种植了 90
多亩紫苏，当年的收入达到 20多万元。

新合村党支部副书记焦学山介绍
说，紫苏给村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全村 330 多户村民共种植了近 2.4 万
亩紫苏，收入明显提高，约三分之二的
家庭因此开上了小轿车。一些村民还
到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扩大种植面
积，寻求更大的发展。

桦南县并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紫
苏种植和销售，而是积极探索全产业链
布局，从而提升产业附加值。

在桦南农盛园食品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里，一粒粒咖啡色的紫苏籽正在
脱壳机上跳动。由紫苏上收获下来的
紫苏籽经过水洗、烘干、脱壳、分级、冷
榨、精炼、罐装等环节后就变成了一瓶
瓶香气袭人的紫苏油，而这只是众多紫

苏产品的一小部分。
桦南农盛园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辉介绍，公司依托桦南县当地丰富的
紫苏资源，结合市场需求研发了紫苏
油、紫苏月饼等特色产品，实现年产值
约 5200 万元，带动当地近 120 人就业，
产品远销江苏、安徽、浙江等地。

桦南县还有不少像农盛园这样的紫
苏加工企业，利用紫苏籽、叶、根、茎的不
同特点，生产中药材饮片、紫苏米、紫苏代
餐粉、紫苏调料等丰富多样的产品，以精
深加工的方式延长产业链，经济效益大大
提升。桦南县委书记徐永刚表示，紫苏是
当地独具特色的优势产业，桦南县将以扩
大种植规模、深耕加工链条、推动研发创
新等手段，实现紫苏产业提档升级。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 何山 张启明

紫苏背后的生意经
——特色产业助推黑龙江桦南县域经济发展

9月 5日，在山丹县位奇镇十里堡村，技术人员开展“一喷多促”作业。
近日，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农业农村部门全力推动抗旱减灾工作，组织技

术人员开展秋粮作物“一喷多促”工作，将叶面肥、调节剂、杀菌杀虫剂等药剂
充分混合后，对农作物实施一次性喷洒作业，减轻干旱和病虫对农作物的危
害，力促减灾增产。截至目前，已完成秋粮作物“一喷多促”8.8万亩。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内蒙古自治区全面打响黄河“几字
弯”生态治理攻坚战，以加大防风固沙、
减少黄河输沙量为主攻重点，全面实施
区域性系统治理项目，进一步筑牢我国
北方重要生态屏障。

这是记者 9 月 5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副局长陈永泉
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内蒙古在黄河“几字
弯”攻坚战片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抓好库布其沙漠、毛乌
素沙地综合治理，实施阴山北麓、河套平原
生态综合治理，推进腾格里—乌兰布和沙
漠、贺兰山西麓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陈永泉说，内蒙古将通过采取工程固
沙、造林种草等措施，建设风沙路径阻隔
带，有效阻止库布其沙漠流沙南移东扩和
毛乌素沙地风沙东移南扩。综合运用造

林种草、飞播等措施，加大重点区域人工
治理力度，最终实现苏集沙地和河套平原
零星沙地全面治理。采取造林种草、封
育、飞播等措施建设锁边林草带，有效遏
制腾格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前移“握
手”，阻止沙漠侵袭贺兰山生态廊道和河
套平原，有效阻止沙漠迁移进入黄河。

内蒙古聚焦天然草原退化、过度放
牧问题，严格落实草原禁牧休牧和草畜
平衡制度，严格执行草原用途分区管
控，采取围栏封育、草原改良等措施推
进退化、沙化草原综合治理，不断提升
草原生态质量和稳定性。

内蒙古境内的黄河“几字弯”涉及
7 个盟市 35 个旗县区，是沙化土地分布
较为集中、程度较为严重的地区，是生
态治理攻坚战的主战场。

新华社记者 李云平

内蒙古全面打响黄河“几字弯”生态治理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