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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企业因先进技术应用和创新
而不断向上攀升、新材料产业持续在
制造业产业链中释放“源动力”……一
批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企业如雨后
春笋在南粤大地发展壮大，为“世界工
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像豆腐雕花一样切割钢板”

年销售激光切割设备过万台、市
场覆盖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佛
山汇百盛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自2004
年以来专注激光设备的攻关和研发，
拥有激光专利技术超过 200 项，已成
为业内领先的企业。

“我们的产品覆盖激光雕刻、激光
切割等多款机型，可以替代传统冲床，
像豆腐雕花一样切割钢板，可直接服
务企业工业转型。”公司总经理梁建冬
说，去年底刚落地的总部增资扩产项
目投产后将新增产值10亿元，为企业
带来更大发展空间。

一大批专长于某一领域的技术型
企业正成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
可或缺的力量。

专注纺织印染助剂的广东德美精
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凭借持续的
技术创新，德美智能工厂可实现节能

减排30%至40%。公司总裁办主任李
燕征说，他们正积极推进高端环保纺
织新材料项目，预计每年可生产环保
纺织印染助剂6万吨，年产值约4.8亿
元。项目将在明年完成一二期投产。

来自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的信息
显示，2022年广东基础研究重大项目
和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取得一批突破性
成果，研发人员数量、发明专利有效
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均居全国首
位，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6 年全国
第一。

“规模在翻倍增长”

成立于 2000 年的广州天赐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电解
液产品供应商。公司副总经理顾斌
说，企业做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
六氟磷酸锂的先进生产技术。

电解液是锂电池的核心材料，而
六氟磷酸锂是电解液重要组成部分。
得益于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的快速
发展，电解液产业也发展迅速。“按照
计划，公司今年产能将扩大到 80 万
吨，2025年将达到160万吨，规模在翻
倍增长。”顾斌说。

日渐成为制造业关键环节的新材

料产业，在广东不断加速壮大。广州
市工信局材料工业处二级调研员唐锡
禧说，广州市绿色石化和新材料产业
正形成集聚化发展态势，现有规上企
业1041家，规模超亿元企业400余家。

这得益于广东雄厚的制造业家底
对产业链上游的旺盛需求，也得益于
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深远布局。

随着 2022 年汽车产业集群产值
突破万亿元，广东已有 8 个万亿元产
业集群。截至目前，广东已有松山湖
材料实验室、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
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等一批新材料领
域科研院所，以及1 个国家级新材料
产业基地、15个国家级特色材料产业
基地、32 个省级新材料特色产业基
地。

“比想象中发展得更快”

今年2月，广汽埃安卖出30086辆
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253%，环比增
长195%。

这是新能源产业在广东蓬勃发展
的缩影。广东是汽车大省，2022年生
产汽车达 410 万辆，连续多年位居全
国首位。不仅传统汽车产业庞大，还
孕育出比亚迪、广汽埃安等新能源汽

车龙头企业，成为广东经济的重要增
长点。

近年来，广东海上风电、新型储能
等产业快速发展。南方电网广东电网
公司新能源服务中心并网管理组组长
李博说，2022 年，广东新能源新增并
网容量约 770 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
突破3000万千瓦，占各类型电源总装
机容量超 20%，“比想象中发展得更
快”。

风力发电、储能技术的发展，不仅
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化，也为经
济发展带来增量。今年 1 月，广东再
次提出将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
系，发展海上风电、抽水蓄能等新能源
和清洁能源，加快储能电池项目落地
建设，大力发展新型储能产业，探索储
能融合发展新场景，加快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碳市场建设。

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
广东新能源汽车增长142.3%，充电桩
增 长 91.2% ，风 力 发 电 机 组 增 长
52.7%，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增长
43.1%。从汽车到风电再到储能，新能
源产业为广东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
能。

新华社记者 吴涛 洪泽华

“三新”发展壮大“世界工厂”动能正劲

新华社深圳3月23日电（记者
赵瑞希）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俞大鹏
带领下，南方科技大学深圳量子科
学与工程研究院超导量子计算实验
室助理研究员徐源课题组联合福州
大学教授郑仕标、清华大学副教授
孙麓岩等组成的研究团队，通过实
时重复的量子纠错过程，延长了量
子信息的存储时间，相关结果超过
编码逻辑量子比特的物理系统中不
纠错情况下的最好值。这是我国科
学家在量子纠错领域的最新研究成
果，相关学术文章于北京时间23日
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网站
上刊登。

虽然近年基于超导量子线路系
统的量子信息处理领域研究发展迅
猛，但由于量子计算机体系的错误
率远高于经典数字计算机，想要构建
具有实用价值的通用量子计算机，量
子纠错依然不可或缺，因其可有效保
护量子信息免受环境噪声干扰。

在传统的量子纠错方案编码

中，一个逻辑量子比特需要多个冗
余的物理比特，不但需要巨大的硬
件资源成本，发生错误的通道数也
随比特数增加而显著增多，可能呈
现“越纠越错”的局面，导致量子
纠错后的效果远未达到不纠错情况
下的最好值，无法产生正的量子纠
错增益。这成为当前量子纠错技术
无法实用化、可扩展发展的核心瓶
颈。

研发团队通过开发高相干性能
的量子系统，设计和实现了错误率
低的错误探测方法，以及改进和优
化量子纠错技术等实验手段，最终
在玻色模式中实现了基于离散变量
的二项式编码的逻辑量子比特，并
通过实时重复的量子纠错过程，延
长了量子信息的存储时间，相关结
果超过编码逻辑量子比特的物理系
统中不纠错情况下的最好值，超越
了盈亏平衡点，带来正的量子纠错
增益，向实用化可扩展通用量子计
算迈出了关键一步。

我国科学家实现量子纠错新突破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
施雨岑 王鹏）教育部23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 2022 年全国教育事业
发展基本情况。我国推进建设全球
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2022年，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4655 万
人，毛入学率达到 59.6%，比上年提
高1.8个百分点，普及化水平进一步
巩固提升。

同时，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

优化，新增15所部属和东部高水平大
学对口支援13所西部高校，分中央和
地方赛道建设11761个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点，高等教育发展更加协调。

在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方面，我国
深入推进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
划，依托 77 所高水平大学累计建设
288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共吸引 3 万余名优秀学生投身基础
学科。

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达到4655万人

广西德保县东凌镇那王小学地处山区，这所学校目前有学生23人，教
师只有黄永勇和黄秀碧这一对“夫妻档”。在这里，他们几乎每天都围着学
生转，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夫妻俩除了给学生上课，为学生做午饭，晚上还
要照顾8名离家较远的住校生。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记者
董雪）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日表
示，“北溪”天然气管线爆炸事件影
响重大，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
核心是推动由联合国开展国际调
查，中方赞同这一思路，联合国主
持开展国际调查有助于同现有国
别调查形成合力，更快查明真相。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知情人士透露，日前俄罗斯
就其提出的“北溪”管道问题安理
会决议草案启动静默程序，但是美
国等安理会西方成员打破了静默，
对组建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提出
异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北溪”天然气管
线爆炸事件影响重大，国际社会大
多数成员都呼吁尽快查明事实真

相。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核心
是推动由联合国开展国际调查，中
方赞同这一思路，支持俄方草案。
联合国作为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
的国际机构，主持开展国际调查有
助于同现有国别调查形成合力，更
快查明真相。

汪文斌说，中方支持安理会就
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并建设性参与
决议草案磋商，安理会部分发展中
成员也提出了合理意见和建议。

“中方注意到一些安理会西方
成员的态度，希望他们本着对真相
负责的精神，真正摒弃地缘政治私
利，切实履行安理会成员义务和责
任，建设性参与草案磋商，为安理
会尽快就有关决议达成一致作出
积极努力。”汪文斌说。

中方支持联合国安理会

就“北溪”爆炸事件开展国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