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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唐诗凝 张辛欣

当前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有何进展？国新办18日举
行经济数据例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
化部有关负责人回应关切。

工业经济总体实现良好开局

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6.5%，增速比去年四季度加快
0.8个百分点。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
谢少锋说，工业经济总体实现良好开局，
切实发挥了稳定宏观经济“压舱石”的作
用。总体来看，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主要指标稳中有进。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同比
提高 0.5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工业品出口保持韧性，出口额同比增长
6.9%，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8.7%。企业
转型发展提速，食品、化工、有色金属等行
业技术改造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

二是重点行业稳中提质。装备制造业
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一季度增加值同比增

长10.9%，拉动整体工业生产增长3.5个百
分点。在“两重”“两新”等政策支持下，电
子、汽车、电气机械器材行业增加值实现
10%以上增长。原材料制造业的效益明显
改善，前两个月的利润同比增长15.3%。

三是大省大市稳中向好。重点地区
拉动作用突出，挑大梁作用充分发挥。31
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部实现正
增长，浙江、福建等多个工业大省的增速
超过8%；烟台、大连等工业大市增速实现
两位数增长。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加速融合

近期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大模型火爆“出圈”，引发全社会高度关
注。谢少锋表示，近年来，人工智能与制
造业融合发展加速，呈现产业基础不断夯
实、产品装备加速迭代、应用赋能扎实推
进、产业生态持续优化等特点。

谢少锋说，我国已形成了覆盖基础
层、框架层、模型层、应用层的完整的产业
体系。算力规模居全球前列，建成钢铁、
煤炭等高质量的行业数据集，培育出一批

竞争力强的通用大模型和行业大模型。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取得哪些进展？

谢少锋说，我国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
位全链条普及应用，“点线面”协同推进数
字化改造。

“点”上培育标杆企业，累计建成3万
余家基础级智能工厂，科技和创新型中小
企业超过 60 万家；“线”上推进重点产业

“链式”转型，推动电力装备、轻工、石化化
工、钢铁、有色、建材等重点行业数字化转
型；“面”上提升园区和集群数字化水平，
打造高水平数字产业集群。

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制造
业转型筑牢基础。据悉，“5G+工业互联
网”全国建设项目超1.85万个，累计遴选
700家高水平5G工厂，5G应用已融入97
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80个。今年前两个
月，云计算大数据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8.8%，超过2375亿元，折射出产业向“数”
向“智”的步伐。

信息通信业平稳有序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

长谢存介绍，我国已累计建成 5G 基站
439.5 万个，实现“乡乡通 5G”，行政村通
5G比例达90%。在千兆光网“县县通”的
基础上启动开展万兆光网试点，在全国86
个城市的168个小区、工厂和园区试点部
署。

网络建得好，还要用得好。持续拓展
5G等网络普及应用，当前5G移动电话用
户达到 10.68 亿户，千兆宽带用户达到
2.18亿户。

产业创新持续深化。5G标准必要专
利声明全球占比超42%，技术产业实力全
球领先。关于6G发展，谢存说，工业和信
息化部指导成立了 IMT-2030（6G）推进
组，凝聚合力推进6G创新，发布《6G总体
愿景与潜在关键技术》等 50 余项研究成
果，组织对通感一体化、无线AI等6G关键
技术开展测试验证，加速技术成熟。

与此同时，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持续扩
大。一季度向13家外资企业发放增值电
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鼓励外资企业投资
中国、深耕中国。截至3月底，我国已有超
过2400家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较去年同期
增长26.5%。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开局良好，向新攀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详解首季工业经济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 张
骁） 堪称科幻电影大片！19 日 7 时 30
分，全球首次“人机共跑”半程马拉松在
京开跑！这声发令枪响，开创历史。

20 支人形机器人参赛队和人类选
手同时出发，共跑 21.0975 公里半马赛
道。北京亦庄这场特别的马拉松赛，办
出了全球“独一份儿”。

起跑线前，人类运动员举起手机，
与机器人选手拍照；人形机器人轻挥手
臂致意。一出发，欢呼阵阵。

这次“极限”产业测试，逐新向实。
马拉松，象征着人类对自我超越的

不竭挑战。人形机器人作为机器人与
人工智能发展的终极载体，从最初的概
念验证，进入实际应用阶段。

开放路跑中的复杂路况和自然环
境，对人形机器人的续航、运动控制、环
境适应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促使研
发团队突破技术瓶颈，加速产品设计改
进，推进供应链成熟，降低量产成本。

为了适应长距离奔跑，有的参赛机
器人会采用特殊设计。大功率一体化
关节、腿足刚柔耦合设计等，让机器人
跑得更稳、更自然。

就像人类在跑马中也要补充水分
能量，为了验证快速能源补给技术的可
靠性，比赛允许机器人换电，但部分机
器人已具备不关机就能换电的功能，续
航能力大幅提升，材料选用上更轻量
化。

人类跑步也会不慎跌倒，机器人跑
马也难一帆风顺。但这些“跑”出来的
问题和数据，正被研发团队一一记录，
成为推动完善人形机器人技术的重要
参考。

经过马拉松赛事的锤炼，人形机器
人核心零部件的性能和可靠性、整机稳
定性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推动人形机器
人加快进入特种危险作业、智能制造、
商业服务甚至家庭场景，成为人类生产
生活的得力助手。

人形机器人产业是展示综合科技
实力的高地，是技术交叉融合的“集大
成者”。受益于我国工业门类完整，产
业配套强大，“大国智造”夯实创新底
座，政产学研用综合托举，让科技和产
业裂变出无限可能。

这场人机共舞，面向未来。
2 小时 40 分 42 秒！在人类选手的

陪伴下，“天工Ultra”率先撞线。成绩不
是唯一评价标尺，拿到完赛奖、最佳耐
力奖、人气奖、步态奖、形态创新奖的队
伍各自出彩。

比赛过程中，记者看到这样一幕：
当人形机器人经过，奔忙的“外卖小哥”
停下脚步、母亲抱起孩子、年轻人点开
直播，大家不愿错过每个镜头……

未来，藏在每个人的眼神中。这是
“科技+体育”的创造力，人机交互的新
魅力。

机器人跑的这一小步，正是人类科
技的一大步。

■ 新华社记者 张晓洁

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对高品质服务的需求。

18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的关于促
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升级的若干措施发
布，围绕提升家政服务供给质量、促进家
政服务便利消费、完善家政服务业支持政
策、优化家政服务消费环境等4方面，提出
一系列新举措。

更好服务家庭需求

当前，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突破 3
亿，3 岁以下婴幼儿超过 3000 万，照护老
幼等家政服务是许多家庭的刚需。

推动“家政+养老”融合发展，支持家
政服务企业与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建立紧
密协作关系；满足消费者共享保洁、烹饪、
接送等家政服务需求……发掘“微需求”，
提供“微服务”，引导家政行业扩大服务供
给，提高服务质量，家庭服务需求将得到
更好满足。

家政与装修、家居等行业也将跨界融
合发展。对于专业深度保洁、室内空气治
理、营养咨询等新兴服务领域，鼓励家政
服务企业积极拓展。

更好保证服务质量

安全、放心是消费者选择家政服务员
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近年来，商务部持
续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了全
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努力破解家政
服务信息不对称的难题。

截至2025年3月底，平台已收集2万
余家企业的信用信息、1670余万条家政服
务员的信用信息，访问量超2.3亿次。

根据新举措，将优化全国家政服务信用
信息平台功能和服务，加快“家政信用查”
App和小程序互联网全平台覆盖，实现“家
政信用查”与地方家政信用信息平台互通。

更好稳定扩大就业

家政服务业就业容量大，是农村进城

务工人员的重要就业领域，许多进城农村
妇女靠着做家政撑起一个家。

新举措明确，深入实施家政兴农行
动，深化家政劳务输出与输入地供需对接
合作。这将有利于增加家政就业岗位，为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广阔的就业空
间，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为减少这一群体的后顾之忧，引导家
政服务企业和家政服务人员依法参加社
会保险，推动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家政服
务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

更好拓展服务消费

根据有关行业协会和机构测算，2024
年全国家政服务业营业收入达 1.23 万亿
元。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以家政
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生动
力。

创新服务模式，拓宽消费场景，不少
企业展开尝试。比如，通过“家政经纪人”
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将线上互联网

平台和线下社区服务网点相结合，提供专
业化服务等。

“家政服务既满足了千万家庭的现实
需要、促进了居民消费，又带动了千万就
业、促进了居民增收，可以说家政服务业
是互惠多赢、大有可为的爱心产业、朝阳
产业。”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
长赵俊强说。

下一步，如何更好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扩容升级？

多部门提出具体举措。商务部将加
快制修订标准，优先补齐“一老一小”服务
方面的短板；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家政龙
头企业、员工制家政企业为重点，健全企
业、政府、学校的沟通协作机制；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将持续深化实施家政劳务对
接行动，不断健全完善对接工作机制；全
国妇联将支持巾帼家政企业与院校合作
建立家政培训基地，培育更多高技能人
才……

随着支持政策持续健全，发展环境不
断优化，家政服务消费将点亮更多家庭美
好生活。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9部门发文！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记者 戴小河）国家能源局4月18日
发布一季度用电量数据，全社会用电量累计238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3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7%；第二
产业用电量15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第三产业用电量4465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5.2%。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38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

从数据来看，一季度电力消费增速偏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分
析指出，主要原因在于气温偏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部分用电负
荷对气温较为敏感，像住宿和餐饮业中的采暖用电相对较多，受气温偏
暖等因素影响，住宿和餐饮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7%，增速大幅低于
2024年全年用电量增速。在居民生活用电方面，湖北、湖南、河南、安
徽等冬季居民用电比重相对较高的中部地区，取暖用电量同比减少，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居民生活用电的增速。在AI、大数据、云计算、
5G等行业带动下，全国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用电量日均同比增长25.7%，
彰显出数字经济领域的蓬勃发展态势。在电动汽车带动下，全国充换
电服务业用电量日均同比增长42.3%，这一数据反映出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火爆及其配套设施的快速发展。

绿色制造正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南方电网经营区域新动能发展
迅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等“三新”行业用
电同比分别增长32.9%、40.4%、33.7%、40%。以新能源为代表的相关行
业延续增长态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新能源整车制造、风能原动
设备制造用电同比分别增长9.6%、6.9%、55%。

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2.5%
用电结构优化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记者 韩佳诺）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
师、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粮油生产开局较
好、“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足。

潘文博是在国新办1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目前，我国春耕春播进展总体顺利，全国春播粮食已完成近两成，

进度同比略快。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冬小麦面积3.4亿
亩、基本保持稳定，拔节期一二类苗比例91.2%，比常年同期高2个百分
点、与上年基本持平；冬油菜面积1.1亿亩，连续7年增加，长势好于上
年和常年。“总的看，今年夏收粮油生产形势不错，丰收有了好的基础，
呈现面积稳、长势好的‘一稳一好’特点。”潘文博说。

“菜篮子”产品市场供应是老百姓关心的民生大事。据介绍，当前
“菜篮子”产品供应数量充足、品种丰富，价格总体稳定。据农业农村部
农情调度，4月上旬，在田蔬菜面积8325万亩，同比增加158万亩，增长
了1.9个百分点。一季度，肉和奶也实现了增产。

“从后期看，全国的肉蛋奶、菜果鱼等产品产能充裕，保供基础非常
扎实，完全能够满足城乡老百姓的生活所需，我们预计‘菜篮子’产品会
呈现购销两旺的格局。”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功说。

一季度粮油生产开局稳
“菜篮子”供给足

AG600“鲲龙”获得市场“准入证”

AG600飞机在湖北荆门开展水上科目试飞（2023年4月摄）。
4月20日，我国首次按照中国民航适航规章完全自主研制的大型

水陆两栖飞机AG600“鲲龙”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标志
着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通过了严格测试和验证，研
制取得圆满成功，获得市场“准入证”。

AG600飞机有低空低速性能好、灭火救援效率高、水面飞行起降
稳、执行任务领域广、技术领先独立、全面国产化配套等优势。

■ 新华社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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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天工队选手天工Ultra（左三）在比赛中冲向终点。
在当日举行的全球首次“人机共跑”半程马拉松赛中，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工队”以2小

时40分42秒的成绩摘得冠军，“松延动力小顽童队”和“行者二号队”分获亚军、季军。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新华社太原4月19日电（李国利 李宸）4月19日6时51分，我国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二十七号
卫星01星-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

试验二十七号卫星01星-06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
试验。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70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试验二十七号
卫星01星-06星

新华社武汉4月19日电（记者 顾天成 闫睿） 我国目前每个乡
镇（街道）至少有1家预防接种单位，接种服务来到“家门口”；已有超
1000万人申领使用电子预防接种证，覆盖个人全生命周期。

这是记者从19日在武汉召开的2025年疫苗与健康大会上了解到的。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洪兵表

示，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免疫规划管理体系，县、
乡、村三级预防接种服务网络，确保群众接种疫苗及时、便利。截至
2024年底，全国共有45.6万专业人员从事预防接种工作，预防接种队
伍总体加强。

大会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0%以
上，麻疹、甲肝、乙脑、流脑等大多数免疫规划疫苗可预防疾病报告发病
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近年来，中央财政每年投入30余亿元，支持
扩大免疫规划项目实施，保障疫苗供应和接种安全。

“动态调整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策略，是当前和今后重点推进的工作
之一。”沈洪兵说，国家疾控局正在积极研究动态调整国家免疫规划政
策，提质扩容，使群众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接种服务。

我国每个乡镇（街道）
至少有1家预防接种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