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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多地重大工程项
目建设不停工。建设者们坚守岗
位、干劲十足，抢抓施工进度，确保
项目优质高效推进。

在辽宁，沈白高铁后安隧道施
工现场机械轰鸣，工程车辆往来穿
梭，工人们正在进行隧道开挖、仰拱衬
砌等工序施工。后安隧道位于抚顺
市抚顺县境内，全长9125 米，最大埋
深约278米，是全线控制性工程。

“ 后 安 隧 道 目 前 已 完 成 开 挖
9067 米，剩余 58 米，计划于 5 月上
旬贯通。”中铁十六局项目现场负责
人吴定远说。沈白高铁建成通车
后，高铁动车组列车将直达东北旅
游胜地——长白山脚下，北京至长
白山的最短运行时间将压缩至 4 小
时以内，沈阳至长白山最短运行时
间压缩至1.5小时左右。

在北京，北京地铁 22 号线政务
中心东站至燕郊站区间，200 多名
工人正在进行明挖段主体结构施

工。
北京地铁 22 号线全长 81.28 公

里，是京冀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
通线路。“我们所负责的施工区间是
北京城市副中心连接河北的首个施
工区间，在明挖段完成施工后，还将
用开挖直径达 8 米的盾构机进行隧
道掘进。”中铁十九局项目负责人王
汉霆说。北京地铁 22 号线建成后，
将有效缓解跨界道路交通压力，大
幅提升跨省通勤群众出行效率。

在河北，雄安至忻州高铁建设
现场钻机林立，一片大干景象。据
中铁电气化局铁路工程公司项目经
理刘兴介绍，工人正在加紧进行桥
梁墩身、连续梁、预制梁等施工作
业。

目前，雄忻高铁雄保段梁场已
投入使用，3 座特大桥主体工程已
完成 30%，年内可以实现大桥主体
全部完工。雄忻高铁是我国“八纵
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京
津冀地区铁路网结构。

在青海，G109小峡口改建工程
唐蕃隧道下穿西和高速公路段施工
全部完成，工程建设取得新突破。

G109 小峡口改建工程是青海
省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
接西宁市与海东市的重要通道。据
中铁十一局项目负责人刘书廷介
绍，唐蕃隧道全长3.8公里，是G109
小峡口改建工程全线最长隧道。隧
道穿越湿陷性黄土，极易出现坍塌
和滑坡现象，施工技术难度大、安全
风险高。

“五一”期间，西渝高铁康渝段
施工现场，全线1.8万名建设者分布
在 52 座隧道、122 座桥梁、77 段路
基等作业岗位上。5月1日，由中铁
十七局承建的七星坪隧道全线最长
辅助坑道 2 号斜井掘进突破 2000
米大关，标志着七星坪隧道施工取
得阶段性突破。

“为加快施工进度、增加正洞作
业面，我们开挖横洞、斜井等施工辅
助通道，帮助进入正洞施工。”中铁
十七局项目工区经理董磊表示，七
星坪隧道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大巴山
腹地，全长约13.6公里，是全线第二
长隧道。

在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城市
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而有
序的火热建设场景，1000 余名中铁
十四局工人正在进行主体施工及装
饰装修，全力冲刺今年年底 17 栋单
体建筑主体全面封顶的施工目标。

据中铁十四局项目负责人冷金
刚介绍，该项目是航天城起步区内
最大的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0.5 万
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集商务办公、
生活居住于一体的高品质大型社
区，进一步夯实航天城起步区基础
设施建设，服务辐射周边航天城园
区。（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 记者 
樊曦 唐诗凝）

“五一”假期多地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记者
郁琼源 黄韬铭）记者日前从中国
供销集团了解到，近年来，棉农综
合服务平台发挥金融助农平台作
用，为棉花生产“保驾护航”。

为降低棉农种植成本，缓解棉
农资金周转压力，中国供销集团所
属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发挥棉花全
产业链大数据优势，于 2021 年 8
月上线棉农综合服务平台。平台
与多家银行共同合作创新服务模
式，将棉农的种植交售数据转化成
一张张“植棉征信报告”，为银行给
棉农授信提供精确依据，更为广大
棉农提供信贷支持。

“我们深入研究棉农的信贷痛
点，以棉农综合服务平台为纽带联
合多家银行合作，为植棉大户提供
解决方案，有效提高贷款利用率，
优化助农惠农服务流程。”棉农综
合服务平台负责人单旭表示。

“往年我们在播种前，除了去农
资店、供销社，还得去银行‘跑贷款’，
准备资料多不说，十天半个月后贷
款才有可能下来。”新疆巴楚县棉农
张浩沛说，今年在棉农综合服务平
台上完成授权，免抵押、免担保，当
天上午申请，下午贷款就能到账。

记者了解到，平台不仅有助于
缓解棉花生产资金困难，也为农业
金融机构惠农助农提供了数智化
信息服务便利。“目前，我们银行农
户贷款余额首超 3 亿元，仅线上投
放‘棉农e贷’就达683笔，金额1.9
亿元。”中国农业银行库车市支行
工作人员介绍。

“我们与国有大型银行联合开
展创新性合作，两年多来，各家银
行通过棉农综合服务平台累计发
放惠农贷款超过 100 亿元，贷款户
数已达3.5万户。”全国棉花交易市
场副总经理沈洁强说。

棉农综合服务平台
为棉花生产“保驾护航”

新华社伦敦 5 月 4 日电  一项
新近发表在英国《自然》期刊上的
国际研究表明，用一种新方法对半
导体材料氧化亚铜进行“扭曲”后，
发现其捕获光能后转化为可用电能
的性能提升 70%。这种方法有望
制造性能更好的低成本光电材料。

铜氧化物是价格低廉、储量丰
富的半导体材料，具有良好的导电
性和光学性能，可用于制造太阳能
电池、光电器件、传感器等。铜氧
化物虽然在捕捉阳光并将其转化
为电荷方面相当有效，但容易丢失
电荷，材料性能有限。

研究人员说，他们发现电荷在
这种半导体材料中沿着对角线方

向移动时，比沿着表面或边缘移动
要远得多，而能让电荷移动得更远
就意味着材料性能更好。

为优化这种低成本材料的性
能，研究人员利用薄膜沉积技术，
在常温常压下制备出高质量的氧
化亚铜晶体薄膜，通过精确控制晶
体的生长和流速，使晶体的生长方
向“扭向”对角线方向，并观察晶体
的生长方向如何影响电荷在材料
中的有效移动。

他们发现，对这种新技术制造
的氧化亚铜光电阴极的测试表明，
与现有的电沉积氧化物制成的光
电阴极相比，性能提高 70%以上，
同时晶体薄膜稳定性也显著提升。

新方法有望制造性能更好的
低成本光电材料

五一假期，南京的美团外卖骑
手戚建忠既忙碌又踏实。“有了职业
伤害保障，跑活安心多了，要不然真
不知道受伤了该找谁。”

2023 年 12 月，戚建忠在送餐
途中不慎摔倒骨折。在美团工作人
员帮助下，他用手机申报了职业伤
害保障，约 1000 元医药费报销了
875 元。经伤残鉴定后，2024 年 1
月底，他又收到了人社部门发放的
4190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戚建忠告诉记者，自己当了 6
年骑手，收入不错，时间也灵活。但
紧张奔忙中难免有磕碰，特别是恶
劣天气时，家人总会担心。“职业伤
害保障好比多了一层‘防护网’，所
以休养四个月康复后，我又重新回
来送外卖了。”

戚建忠说的职业伤害保障，是
国家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设的一
种新型工伤保险。由平台企业缴
费，就业人员个人不缴费。其保障
的范围和情形、待遇的标准和水平，
与工伤保险基本保持一致。

自 2022 年 7 月起，新就业形态
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在北京、上

海、江苏、广东等 7 省市的美团、饿
了么、闪送、货拉拉、曹操出行等 7
家平台企业开展试点。截至 2024
年 3 月末，已有 801.7 万人被纳入保
障范围。

“职业伤害保障切实维护了新
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的权益，特别是
有效发挥了重大伤亡事故兜底保障
功能。这一制度也分散了平台企业
经营风险，有助于平台经济规范健
康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
保险司司长郑玄波表示。

郑玄波介绍，对新就业形态就
业人员这一新兴群体如何参加社会
保险，试点进行了破题，积累了宝贵
经验。下一步将总结经验，研究扩
大实施范围。

记者注意到，国家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平台的网站上，设置了专门
的职业伤害保障服务板块，显示正
在试运行参保信息、待遇给付申请
受理、职业伤害确认、待遇发放、办
理进度等查询服务。

包括外卖骑手、即时配送员、网
约车司机等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已有8400万人。

“针对这一群体面临的职业风
险高、劳动强度大、保障水平低等短
板问题，近年来，我们会同相关部门
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创新工作方式、
强化服务保障，维护好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劳动关系司司长李新旺说。

从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
指导意见》，到出台外卖员、网约车
司机等重点群体专项权益保障政
策、合理界定企业劳动保护责任，再
到 2024 年 2 月发布《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
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
示指引》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维护服务指南》……相关部门为新
业态劳动者加快撑起“保护伞”。

“我们指导平台企业及其用工
合作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书面协议，合理确定劳动报酬，科学
安排工作时间，依法依规制定和修
订订单分配、报酬支付等平台劳动
规则，建立内部劳动纠纷化解机
制。”李新旺介绍。

针对“超时工作”这一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面临的突出问题，相关指
引对企业科学确定工作量和劳动强
度，做出了具体细化指导，同时将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保
障。在优化参保服务方面，除个别
超大城市外，各地均已畅通灵活就
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的渠道。

劳动者与平台在报酬等方面有
争议怎么办，如何维权？

通过加强与人民调解、司法调
解联动，相关部门对劳动报酬、休息
时间、职业伤害等新就业形态劳动
纠纷开展一站式联合调解服务；同
时不断完善在线调解平台建设，优
化调解流程和时限，帮助双方在互
谅互让的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
议。

“当事人还可以申请对调解协
议进行仲裁审查或者司法确认，经
过审查或确认后，可以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目前，全国已有近1000 家
这样的调解组织，我们还将持续推
进。”李新旺表示。（新华社北京 5 月
5日电 记者 姜琳 刘巍巍）

补短板  强规范
——多部门为新业态劳动者加快撑起“保护伞”

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记者
谢希瑶）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
兴乾日前说，结合中国一季度出口
表现，成套设备、智能产品、低碳节
能环保产品等三个领域创新活力
充沛、有持续增长潜力。中国出口
产品正向“专精特新”发展。

李兴乾介绍，智能产品出口需
求增加，深耕细分领域，机器人等
智能化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例
如，在家居领域，扫地机器人、泳池
清洁机器人、自动割草机器人都有

“黑科技”；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中
国也是重要的出口国和应用市场。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统计，中国
2017 年至 2022 年机器人安装量
年均增速达13%。海关数据显示，
2023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速
达86.4%。

他还说，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基
础雄厚。中国的汽车、装备制造这些
行业凝聚了长产业链、全产业链的创

新成果，如果把其中一些零部件、功
能系统单独拿出来，都创意十足、科
技感十足。例如汽车中的车载语音
系统，正向AI领域高速迈进；工厂、
仓储物流中常用的叉车，也正逐步向
电动化、无人化迭代升级。

谈及低碳节能环保产品深受
欢迎，李兴乾举例说：“可降解材料
制作的环保餐盘、环保吸管成为市
场主流；用甘蔗渣制造的可降解餐
具出口热销；可无水印染的纺织新
面料，印染环节更节水节能，而且
没有污水排放……”

“还要看到传统的劳动密集型
产品仍然具有竞争优势。”李兴乾
说，一季度，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
出口增长 9.1%；其中，纺织服装出
口增长 5.4%，塑料制品出口增长
14%，家具及其零部件出口增长
23.5%。当前中国制造正在走向
中国创造，新的出口增长点还会持
续涌现。

中国出口产品
正向“专精特新”发展

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记者
严赋憬）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
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
银行近日共同召开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提出要加快推
进信用立法，尽快推动出台社会信
用建设法，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法治化水平。

据介绍，此次联席会议审议通
过水利部、国家疾控局加入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的申请，
并研究讨论社会信用建设法（草案
稿）和 2024-2025 年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行动计划等文稿。
会议强调，强化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统筹规划，开展中国特色社会
信用体系主要内涵和总体框架研
究谋划，明确下一阶段建设的目标
任务；强化信用信息共享应用，加快
推动地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整合；
健全信用修复制度，研究统一信用
信息公示和修复渠道；提升信用监
管效能，完善信用评价机制，规范失
信惩戒措施，建立健全各行业信用
监管制度；拓展守信激励应用，在
行政审批事项中推行信用承诺制。

我国加快推进信用立法

新华社广州 5 月 5 日电（记者
洪泽华 丁乐）第135 届广交会5日
在广州闭幕。自 4 月 15 日开幕以
来，共有来自 2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6 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比
上届增长24.5%，创历史新高。

广交会新闻中心主任、中国对
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周善青说，统计
显示，本届广交会接待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采购商 16 万人，比上届
增长 25.1%；欧美采购商5万人，比
上届增长 10.7%。中美总商会、英
国48家集团俱乐部、加中贸易理事
会、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商会、澳大利
亚维州建筑业协会等119家工商机
构，以及美国沃尔玛、法国欧尚、英
国特易购、德国麦德龙、瑞典宜家、
墨西哥科佩尔、日本似鸟等 226 家
跨国头部企业均线下参会。

本 届 广 交 会 线 下 出 口 成 交
247 亿美元，线上平台出口成交
30.3 亿 美 元 ，分 别 比 上 届 增 长

10.7% 和 33.1%。其中，参展企业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交138.6
亿美元，比上届增长13%。

周善青说，本届广交会进口展
共有来自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 680
家企业参展，其中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参展企业占比64%。土耳其、
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等展团
拟下届继续组团参展。

本届广交会线下展闭幕后，线
上平台将继续常态化运行，同时将
在线上组织系列精准贸易对接和
行业主题活动。第 136 届广交会
将于今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4 日
在广州分三期举办。

广交会全称中国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创办于 1957 年春，每年春
秋两季在广州举办。广交会由商
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承办，有着“中
国第一展”的美誉，被视为中国外
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中国第一展”广交会闭幕
   24.6万境外采购商参会创历史新高

“佩戴”梁庄王妃同款花钏、沉
浸式体验一场“明代婚礼”……这个

“五一”假期，湖北多地博物馆以丰富
多样的展陈与活动不断“出圈”，“文
博热”成为荆楚文旅“流量”入口。

绵绵细雨中，位于武汉东湖之
畔的湖北省博物馆入口处始终排着
长龙。

4 月 30 日“上新”的“惠此简书
——睡虎地秦墓出土简牍展”，首次
将睡虎地秦简和墓主人“喜”的 3D
复原头像“同框”展出，吸引了众多
文博爱好者。

“梁庄王珍藏——郑和时代的
瑰宝展”，金玉满堂的文物精品充分
体现中国古代工艺与域外文明交融
并蓄之美。在金钑花钏展柜前，不
少女性观众抬起手臂、贴近展柜，将

梁庄王妃的金镯“戴”在手臂上。
拍照“打卡”之余，观众还不忘

带走几件以该展首饰及金器为原型
打造的发簪、胸针等文创产品。“文
创是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用
文创产品连接文物与观众，让古老
的文物重焕生机。”湖北省博物馆副
馆长王先福说。

博物馆还是学术“大咖”与文博
爱好者“双向奔赴”的场所。4 日下
午，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报告厅座
无虚席，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
长许杰正在作“青铜时代长江中游
对于三星堆的影响”的讲座。远道
而来的许杰告诉记者，除了本地观
众外，还有一些观众是从北京、湖南
赶来的。大家因为一堂“考古课”相
聚，展开热烈讨论，令他倍感欣喜。

展厅顶部自然光透过《星图》照
亮了 400 年前的夜空，推开“朱门”，
恢宏的“宫殿”映入眼帘；行至展厅，
观众一边观赏文物，一边解锁“万历
那些年”。武汉博物馆“惟日与月
——明万历文物专题展”，为观众开
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时空穿越”之
旅。

配合展览，“五一”假期，该馆精
心推出明代婚礼展演，从舞台、屏
风、华服等元素尽力贴近明代风韵，
展示新婿新妇携手行拜堂之礼，以
全新方式引领公众探寻传统文化的
魅力。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说，
博物馆承载着华夏礼仪文化，如今
到博物馆追寻历史已成为年轻人的
一种时尚，展演营造出身临其境的
参观体验，有助于拉近博物馆与观

众之间的距离。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统计数据

显示，假期前四天，全省博物馆共接
待观众逾 200 万人次，同比增长三
成以上。其中湖北省博物馆“五一”
当天迎客 2.49 万人次，创单日参观
人次新高。荆州博物馆、十堰博物
馆、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
等深挖历史文化底蕴，迎来客流高
峰，成为热门“打卡”地。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参观展览有助于增强观众的文
化自信。”王先福说，“文博热”持续
升温的同时，也对文博工作提出更
高要求，要不断创新展陈手段，提高
服务水平，让更多慕名而来的观众
感受到“不虚此行”。（新华社武汉 5
月5日电 新华社记者  喻珮）

“五一”小长假：博物馆里“荆”彩不断

“五一”小长假看多彩中国
5 月 4 日，游客乘船在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
峰林布依景区游览。

“五一”假期，各地秀丽的风光
和多彩的活动吸引游人纷至沓来。
新华社发（刘朝富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