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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数字化物流平台，上千辆货车

的实时行车轨迹一目了然；全自动分拣

线上，一件件快递飞速闪过，系统自动

抓取面单信息；包裹“乘坐”无人配送小

车，根据系统提示的门牌号，自动来到

你家门前……智慧物流时代，科技为生

活开启了无限可能。

6 月 16 日至 21 日，由商务部、海关

总署、河北省政府主办的 2023 中国·廊

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在河北廊坊举

办。作为一届以商贸物流为主题的展

会，大会期间各种现代物流新装备、新

场景悉数亮相，惹人关注。

平台数字化
“平台显示，目前在外运输货车

1300 辆，暂时熄火 380 辆，空车待返回

210辆……”本次洽谈会期间，一家企业

展示了这套数字化物流平台，系统内实

时更新的货车运行数据让企业随时了

解车辆信息，及时指挥调度。

“从卡车到库，到备货装车、转运上

路，直至空箱返回，依托定位技术和大

数据处理系统，全流程智能化，实现人

员、设备定位管理，每辆车的行车轨迹

一目了然。”一汽物流智能物流技术研

发院高级主任师高跃峰说。

曾经车辆调度主要靠人，不仅费时费

力，还面临货车空载率高等问题。与会企

业代表表示，随着数字化物流平台的广泛

使用，手写记录、电话协调、现场派车早已

成为过去式，如今从接单派车到运费结

算，通过在线平台就能全部完成。

数字化平台不仅为企业管理提供

方便，也给消费者带来实惠。顺丰科技

智慧供应链副总监石颖称，新时代的智

慧供应链是涵盖供应商、总仓、区域仓、

线上电商、线下门店、末端客户的全流

程供应链，落脚点是客户需求。

有了数字化平台，刚刚结束的电商

大促，物流配送效率大大提升。通过预

售大数据，物流企业提前把爆款商品布

置在消费者附近的区域仓，一些地方将

“次日达”“当日达”提升到“半日达”。

仓储自动化
智能仓库内，自动导引运输车搭载

几百公斤货物自如“行走”；出仓前，货

物拣选不再靠人举着单据、围着货架满

场跑，而是由机器人参与完成；快递卸

下后，全自动分拣线上的条码识别计算

程序启动，称重、读码、分拣由设备自动

完成。

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机器人在各

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大会上，搬运

机器人、智能穿梭车机器人、配送机器

人……各类智能机器人纷纷登场，成为

一道夺目的风景。

“研究发现，自动立库、自动导引运

输车、自主移动机器人、工业级无人驾

驶成为近十年最火的物流装备。”京东

物流智能园区专家刘滨说，智慧物流正

由简单室内场景转向室外复杂场景，依

靠多设备协同实现全局无人化。

“过去快递分拣靠工人手持终端逐

一扫码，再送至对应区域，不仅费时费

力，还容易出错。”圆通速递北方总部基

地负责人俞林说，现在“分拣神器”五面

装有摄像头，系统智能识别条码信息、

自动转向，如同有了“聪明的脑”和“灵

巧的手”，不用人工操作。

如今，高度自动化的无人仓库里，

单件商品拣货时间仅需10秒，拣选准确

率可达99%。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智慧

物流分会会长荀卫表示，传感器、自动

分拣、射频识别、定位系统等先进技术

日新月异，智能仓储迎来无限可能。

配送智能化
一个身高不足一米、黑白相间的

“小家伙”，搭载着快递，以1.5米/秒的速

度自主行驶，遇到行人、障碍物自动刹

车 避 让 ，到 达 电 梯 口 会 自 己“ 按 电

梯”……大会上，顺丰展示的一台楼宇

配送机器人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受人力、交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最后一公里”一直是物流配送的难

题。有资料显示，“最后一公里”末端配

送成本几乎占整个物流成本的 30%，偏

远山区往往更高。

在本届大会室外展厅，摆放着一架

1:3缩比的大型无人货运飞机。它最大

载重5吨，最远航线2600公里，能广泛应

用于快递、生鲜等高端物流运输，为山

区物流和应急配送提供便利。

“安全、效率、价格是助推智慧物流

时代加速到来的三大因素。”刘滨称，无

人机解决偏远山区配送的“最后一公

里”，配送机器人深入园区楼宇将服务

从“最后一公里”延伸至“最后一米”。

专家表示，物流末端服务运营模式

不断创新，无人配送成为新趋势。无人

车、无人机、快递塔、智能柜、菜鸟小盒

等“黑科技”推陈出新，物流业正面临前

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正在由“汗水型”向

“智慧型”转变。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

汪鸣表示，智慧物流不是简单地给物流

插上“智慧翅膀”，而是使物流发生脱胎

换骨的改变，使物流成为我国现代产业

体系建设中重要的基础力量、战略力量

和引领力量。

近期，随着亚洲部

分地区出现猴痘病例增

多趋势，我国北京、广州

等个别城市也出现了少

数病例，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疾控局组织专

家进行解读。中国疾控

中心卫生应急中心有关

负责人表示，我国多渠

道构建猴痘监测预警体

系，持续开展风险评估

和及时报告，下一步将

加强对重点人群健康教

育，推进重点人群做好

防范、及时就诊。

中国疾控中心卫

生应急中心副主任、研

究员施国庆表示，猴痘

是由猴痘病毒感染所

导致的人兽共患病毒性疾病，猴痘病毒

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和黏膜进入人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22年5月份以

来的猴痘疫情，感染人群基本是有男男

性行为的人群，以及他们的关联人群。

据悉，为及早发现病人，我国多渠

道构建猴痘监测预警体系，包括做好入

境人员监测；要求全国医疗机构皮肤性

病门诊、艾滋病咨询检测门诊发现猴痘

样病人后及时询问流行病学史，及时采

集标本送相关实验室检测；对重点人

群，例如有男男性行为的人群进行健康

教育，明确一旦出现症状要及时就诊。

根据《猴痘防控技术指南（2022 年

版）》，为预防感染猴痘病毒，出入境人员

和涉疫地区人员，需关注所在国的猴痘

疫情信息，在猴痘地方性流行地区，尽量

避免与啮齿类动物和灵长类动物（包括

患病或死亡的动物）接触。同时，疫区归

国人员需注意自我健康监测，出现皮疹

等症状时，应主动就医并告知接诊医生

疫区旅行史，以助于诊断和治疗。

6月20日上午，我国在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成功

将试验二十五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

满成功，长六型号本年度的首发任务

告捷。本次发射的长征六号运载火箭

有何特点，又有哪些措施保障本次发

射任务安全顺利？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是由航天科技

集团八院抓总研制的低温液体三级运

载火箭，具备发射多种类型、不同轨道

要求卫星的能力，可实施一箭单星或

多星发射。其太阳同步圆轨道运载能

力可达1吨（轨道高度700公里）。

为适应卫星在整流罩内布局和接

口要求，本次发射任务根据卫星的整

体构型新研制了一款支架，为卫星提

供有效的“托举+支撑”。同时，在卫星

的分离方式上，长征六号运载火箭首

次采用了由四个组件构成的点式连接

分离装置，具有重量轻、功能集约的特

点，此外，其单个组件所具备的双冗余

功能，也提高了分离可靠性。

针对火箭转场至发射区后卫星操

作项目较多的特点，型号团队组织星

箭双方的设计、操作人员开展了专题

交流，对操作的时机、流程、工具、注意

事项等逐一进行确认。同时，安排专

门的操作演练，优化操作流程，确保在

实际操作中时间可控、安全顺利。

6月份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正值

雷雨天偏多的季节，型号团队在发射场

开展了对夏季发射风险的再识别、再分

析、再确认工作。根据长征六号运载火

箭“三平”测发模式、无依托发射等特

点，开展防雨防雷的专题复查，包括防

雨防雷措施有效性、各项措施的实物落

实情况、发射前拆防雨时机等，形成表

格化的检查确认文件，确保火箭满足雷

雨季发射前操作及发射要求。

本次发射的试验二十五号卫星由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东方红卫星有

限公司研制，主要用于开展新型对地

观测技术试验。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6月 22日天宇

将上演两个有趣天象，一个是西边天空

的金星伴月，一个是南方天空的“飞龙

在天”。

继 5月 23日之后，阔别一月之久的

蛾眉月再次来到明亮的金星附近，上演

金星伴月。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赖迪辉介绍，这是今年最后一次

欣赏“昏星”姿态的金星与蛾眉月近距

离相伴的良机了。在 6月 4日迎来东大

距之后，金星的相位开始逐渐变小，同

时视直径逐渐增大，因此亮度会不断增

强，到本次金星伴月时，金星的亮度已

经达到-4.6 等，在夜空中非常夺目，也

让这幕“星月童话”变得异常醒目。

值得一提的是，届时在蛾眉月左下

方、金星左上方不远处，还有一颗微微

泛红的星星，这就是神秘的火星，亮度

约为 1.7等。这三个明亮的天体在夜空

中组成了一个呈细长状的“等腰三角

形”，格外引人瞩目。

“在光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公众凭

借肉眼只能看到金星和月亮，要想看到

亮度较低的火星，建议选择光污染较低

的地方，更利于观测和拍照。”赖迪辉说。

6月22日恰逢端午节，当晚，苍龙七

宿会升至正南中天，亦称“飞龙在天”，

仿佛是在天空中举行了龙舟赛一般。

赖迪辉介绍，经过长期观测，我国古

人先后选择了黄道、天球赤道附近的二十

八个星宿作为“坐标”。二十八星宿中，每

七宿为一组：东方为苍龙，南方为朱雀，西

方为白虎，北方为玄武。东方苍龙包含了

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生动地勾勒

出一条龙的形象：角宿作龙头，亢宿为脖

颈，氐宿为胸膛，房宿为龙腹，心宿是龙

身，尾宿和箕宿共同代表龙尾。

苍龙七宿是我国古人用来判定季

节的重要星宿：农历二月初，角宿从东

方地平线升起，就是大家熟知的“二月

二，龙抬头”，提醒人们到了播种的季

节；到了夏季，入夜后，这条“龙”就会完

整地升至空中；到了秋季，“龙角”又会

逐渐隐入地平线以下。

“以京津冀地区为例，端午这天，大

约在22时左右，苍龙七宿会升至正南中

天。端午假期，不少人选择郊区游、农

村游，这些地方光污染小，如果天气晴

好，完全可以欣赏到苍龙七宿的身姿。”

赖迪辉说。

今年，内蒙古投资 59 亿元建设 395 万亩

高标准农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更加

坚实的支撑。这是记者6月20日在内蒙古自

治区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武向良在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内蒙古及时出台设立建

设管护专项奖励资金等多项利好政策，建立

政策保障、全链条质量管控、资金保障体系，

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优先实施高标准农

田建设，确保“建设一片、成功一片、发挥效

益一片”。

记者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干召庙镇看

到，当地建设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呈网格状

布局，主干道两侧分布着集中连片的耕地，灌

渠、排水沟、防护林配套齐全。干召庙镇副镇

长贾迎春说：“我们利用秋收后、春播前的空

闲时间抓紧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将8.9万亩

分散种植的碎片化耕地改造成为‘田成方、树

成林、渠相通、路相连’的高标准农田，亩均增

产粮食10%以上。”

目前，内蒙古已建成 5000多万亩高标准

农田，探索形成大兴安岭区域喷灌补灌等 6
大区域高效节水灌溉模式，逐步树立限制使

用地下水、高效使用地表水、集蓄利用“天上

水”的节水灌溉理念。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6月20日对外

公布，5月29日，大熊猫“鑫鑫”在卧龙神树坪

基地顺利诞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

圈养大熊猫产下的第一只幼崽，预示着该中

心大熊猫正式进入“产崽季”。

“今年 2月下旬，雌性大熊猫‘鑫鑫’和雄

性大熊猫‘华阳’自然交配成功。过了两个月

左右，‘鑫鑫’出现减食、活动量增大等妊娠表

现，5月 28日出现产前烦躁的行为，5月 29日

22时51分诞下一只幼崽。”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繁育园部长杨长江说。

“‘鑫鑫’产崽经验丰富，整个生产过程非

常顺利。在饲养员的悉心照料下，目前母子

健康状况良好。接近满月的幼崽，体重已达

721.8克。初步判定，这只幼崽为雌性。”中国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主任魏

荣平介绍说。

据悉，大熊猫“鑫鑫”进入妊娠后期后，熊

猫中心繁育团队每天 24小时轮流值班，通过

远程视频监控和现场观察，全程监测“鑫鑫”

生理行为、生产育幼，及时分析研判大熊猫及

其幼崽健康状况。

熊猫中心自上世纪 90 年代攻克大熊猫

繁育难题后，创建了世界最大的大熊猫人工

圈养种群。通过加强谱系管理、划定核心圈

养种群、科学制订大熊猫配对计划等优生优

育技术，实现了圈养种群从数量优先到质量

优先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通过提升大熊猫

饲养管理水平，开展野化培训放归和野外引

种等方面研究，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提供

坚强科技支撑。

“智慧物流”时代，你的快递怎样送？

今年内蒙古投资
59亿元建设

395万亩高标准农田

2023年熊猫中心
首只熊猫宝宝在

卧龙神树坪基地出生

“天象剧场”推出“端午档”
两部“大片”等你来观赏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
年度首发告捷

中国人民银行 6月 20日发布数据显示，

一季度，全国银行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

1145.87亿笔，金额 1277.53万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18.46%和11.1%。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一季度，我国

支付体系运行平稳，银行账户数量、非现金支付

业务量、支付系统业务量等总体保持增长。

支付业务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共

发生银行卡交易 1118.39 亿笔，金额 292.9 万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75%和 10.57%。一季

度末，银行卡授信总额为 22.18万亿元，环比

增长0.18%。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银行电子

支付业务量有所增长。一季度，银行共处理

电子支付业务 831.82 万亿元，其中移动支付

业务144.6万亿元，同比增长9.9%。

此外，我国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

付业务2665.01亿笔、金额84.66万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1.97%、11.34%。

一季度我国银行
办理非现金支付
1277.53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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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工作人员“手把手”远程指导办事

人在异地窗口完成办事，架起帮助企

业、群众跨越业务鸿沟的桥梁。企业和

群众在就近政务窗口就能获得与属地

窗口“同质同效”服务，助力长三角跨省

通办迈上新台阶。

据了解，2018 年 9 月 28 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率先实现 30 个涉

企事项“一网受理、九城通办”，被国务

院确定为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试点区域。截至目前，跨区域可办

事项数量已经超过 178 项，办件累计突

破 100 万件，大幅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

交易成本，提高了科创要素流动和配置

效率，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今年 5 月 25 日，推进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创生态建设大会在策源地

松江区举行，大会审议了《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加强协同创新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明确

将继续深化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一

网通办”试点工作和专窗功能，创新服

务模式，探索建设远程虚拟政务服务

大厅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推动长三

角地区政务服务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

发展。

九城市远程虚拟窗口实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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