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成功发射爱因斯坦探针卫
星 长征火箭年度首飞告捷 1月9日
15时0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爱因
斯坦探针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
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两高两部”联合发布法律援助
法实施工作办法 8日从司法部获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发布《法律援助法
实施工作办法》，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
案件办理过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协作配
合，切实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

◆一批生活服务类违规平台账号
被查处 8 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清
朗·生活服务类平台信息内容整治”专
项行动启动以来，网信部门结合网民举
报的问题线索，对聊天交友、网络购物、
搜索引擎、求职招聘等 20 类生活服务
平台开展多轮排查。截至目前，累计清
理违法不良信息790万余条，处置账号
170万余个，关闭网站562家，下架应用
程序20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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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运民航客运量将达8000
万人次 2024年春运期间民航旅客运
输量将达到 8000 万人次，日均 200 万
人次，较 2019 年春运增长 9.8％，较
2023年春运增长44.9％。

◆我国高铁达到4.5万公里 9日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会
议上了解到，截至2023年底，我国铁路
营业里程达到15.9万公里，其中高铁达
到4.5万公里。

◆山西2023年免费送戏下乡逾
1.7万场 近日从山西省文旅厅获悉，
2023 年，山西省共完成免费送戏下乡
进村惠民演出17069场，累计惠及群众
近800万人次。戏剧、舞蹈、音乐、曲艺
等艺术“大餐”源源不断送往三晋大地
各个村落，满足百姓精神文化需求。

1 月 8 日下午，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人潮涌动，手机企业OPPO公司的产品
发布会正在进行。当日发布的2024年
新款手机 OPPO Find X7，不仅在摄
像功能上追求品质，针对系统卡顿问题
也做了解决方案。

近年来，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推动
了国产手机品牌崛起。OPPO公司在影
像、5G、AI 等领域持续突破，成为我国
企业出海的一张名片。华为公司2023
年8月底发布的手机Mate 60，甚至出
现了“线下门店大排长龙、线上商城一
秒卖光”的“一机难求”火热消费场景。

OPPO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国产手
机“一机难求”，本质上是由于技术提
升，各个品牌都全力在创新上做大文
章，大力解决消费者痛点、着眼提升手
机性能。

站在岁末年初的新起点上，我国的
创新动力、发展活力勃发奔涌，日新月
异的创新产品不断涌现，给中国制造增
添新亮色。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产手机的生
产基地——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2023 年 1 月至 11 月，松山湖
开发区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3356.85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9％ ，实 现 工 业 投 资
142.39亿元，同比增长6.7％，工业技改
投资91.87亿元，同比增长21％，投资者
用真金白银投下“信心票”。

无独有偶。同样在开年之际，珠三
角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也传出捷报——1
月 1 日，比亚迪公司公布产销快报，
2023年第四季度纯电动乘用车销量首
次成为全球第一。至此，比亚迪 2023
年全年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超过 302
万辆，继续保持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冠
军地位。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清
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张永伟表示，新一代的电动汽车，最新
的车型基本都在我国率先推出；全球新
一代汽车相关技术，也往往是在我国推
出的产品中率先应用，为新能源汽车产
业巩固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手机、新能源汽车……在过去的
2023年里，从操作系统、EDA等软件攻
关取得阶段性突破，到国产ECMO打破
外企长期垄断，再到核磁共振设备实现
国产替代并量产，一个个代表新质生产
力的新技术、系统、产品、项目在我国诞
生、落地，在底层技术突破方面多点开

花、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带来“开门红”。
2023年，我国工业经济呈现回升

向好态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基本稳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保持全
球第一。

制造业亮点频出的背后，是创新体
系建设不断加强、创新动能持续增强。

就在1月7日，我国国产首艘大型邮
轮“爱达·魔都号”完成首航，标志着我国
造船业能级进一步提升，中国人乘坐自
己的大型邮轮出海旅行的梦想成真。

放眼神州大地，广东把实现新型工
业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任务，尤其
是在珠三角的一系列大科学装置加快
布局，将成为未来产业的“孵化器”；重
庆8日发布《重庆市工业产业大脑建设
指南（1.0）》《重庆市未来工厂建设指南

（1.0）》，对产业大脑和未来工厂的建设
做出具体规划指导，将聚焦制造业细
分行业，重塑产业组织形态和资源配
置模式。

业内人士认为，开年以来多地以科
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让传统产业在技
术改造中焕发新生机，新兴产业在新赛
道上更有新活力。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国产手机国产手机、、新能源汽车走俏新能源汽车走俏：：

中国制造“开门红”
□新华社记者 王攀 陈宇轩 黄浩苑

◆日本能登半岛地震死亡人数升
至202人 根据日本石川县 9 日下午
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能登半岛7.6级
地震在该县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
202人。此外，仍有102人下落不明。

◆阿拉斯加航空：在波音 737
MAX 9发现松动部件 美国阿拉斯
加航空公司8日表示，虽然还在等待波
音公司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相关
手 续 才 能 对 该 公 司 的 波 音 737
MAX 9型客机开展正式检查，但该公
司技术人员的初步报告显示，部分该型
号飞机上可见一些松动部件。

◆监狱骚乱 厄瓜多尔进入60天
紧急状态 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8 日
宣布，“因严重内乱”，全国将进入为期
60天的紧急状态。诺沃亚8日在社交
媒体上说，他已签署紧急状态令，以确
保武装部队开展行动。 均据新华社

◆沙特发现潜在大型高品位金
矿 沙特阿拉伯矿业公司日前宣布，在
现有曼苏拉马萨拉金矿附近 100 多公
里范围内发现潜在大型高品位金矿。

◆美“游隼”月球着陆器发射后遭
遇技术故障 美国私企航天机器人技
术公司的“游隼”月球着陆器 8 日发射
升空，但此后着陆器遭遇推进系统故
障，目前尚不清楚该故障对此次登月任
务的影响。

◀1月9日，动
车组列车行驶在黑
龙江哈尔滨松花江
铁路大桥上。

据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消
息，10日零时起，全
国铁路将实行新的
列车运行图。调图
后，全国铁路每日
安 排 旅 客 列 车
11149列，较现图增
加 233 列；每日开
行货物列车 22264
列，较现图增加 40
列，列车开行结构
不断优化，客货运
输 能 力 进 一 步 提
升。

新华社发

全国铁路1月10日起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 胡
璐 郁琼源）2023年，我国粮食产量再
获丰收，全国收购平稳有序，全年收购
量保持在4亿吨以上，与上年水平大体
相当，“大国粮仓”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
升。

这是记者在8日至9日召开的全国
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鑫说，
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充裕，库存消费比远
高于17％至18％的国际粮食安全警戒
线。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达到 7 亿
吨，粮食仓储管理规范化、精细化、绿色
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仓储条件总
体保持世界较先进水平。

据介绍，虽然我国粮食连年丰收，

但粮食供求中长期呈紧平衡态势，品种
结构矛盾仍然突出，粮食生产向主产区
集中，大范围、长距离、快速调运供应的
压力增大。刘焕鑫说，为了保障粮食市
场供应充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加
大粮食宏观调控力度，认真组织政策性
粮食销售，适时开展中央和地方储备轮
换，发挥吞吐调节作用。在国际粮食市
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我国粮食市场保
持平稳运行。

2023年，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力度逐
步加大。中央储备粮、最低收购价粮实现
信息化全覆盖。所有省级储备粮、29个
省份的市县级储备粮实现信息化全覆
盖，省市县三级储备粮信息化覆盖率达
到95％。坚决查处涉粮违法违规案件，

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作出行政处
罚8000多例，罚没金额达2210万元。

刘焕鑫表示，2024 年将进一步强
化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统筹抓好
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引导多元主
体积极入市，及时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
预案，积极应对灾害天气等突发情况，
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强化收
购服务，优化组织方式，提高农民售粮
满意度。立足市场供应，关注重点时
段、重点地区、重点品种，精准落实调控
措施，保持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做好政
策性粮食销售工作，发挥调节供需、稳
定市场的作用。还将加强区域粮食应
急保障中心建设，健全粮食应急保障体
系，提高应急保供能力。

2023年全国粮食收购量超4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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