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2日，观众参观
“中国档案珍品展”。

10月21日，“中国档
案珍品展”在北京市档案
馆开展，来自全国 30 多
家档案馆保存最为珍贵
的50余组 200多件涵盖
唐、元、明、清、近代等不
同历史时期的“镇馆之
宝”亮相。

新华社记者
赵琬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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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开发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1990年 4月 18日，国务院总

理李鹏在上海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中央决定同意
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

浦东是指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邻上
海外滩的一块三角形地区，面积约350平方公里。

从 1984年起，国务院和上海市政府提出：要振兴上海，
重点是向杭州湾和长江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
筹划新区建设。1986 年 4月，在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
主持下，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初步方案，并向中央
上报了《上海市城市规划方案汇报的提纲》。1990年初，时
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向邓小平提出开发浦东的战略设
想，得到重视和支持。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充分调查研
究和论证，于 1990 年 4 月正式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
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4月 18 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出席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五周
年大会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同意加快浦东开发的
决定。

1990 年 4 月以后，上海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开发浦
东的政策和措施。9 月，国务院批准了上海市政府开发、
开放浦东新区的具体政策规定。浦东开发进入实质性启
动阶段。

浦东开发启动之后，有实力的跨国公司、中外金融
机构纷纷踏上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外商投资逐年增加。
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开始奇迹般地崛起，
浦东由此成为 20世纪 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就
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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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号转网正在全国
范围内联调联测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 张辛欣）工信部信息通信发
展司司长闻库 22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携号转网系统
改造已经完成，正在全国范围内联调联测。11月底前全国范围内
正式提供携号转网服务。

闻库说，天津、江西、海南、湖北、云南五个省在此前试验基础
上，已于9月 19日正式提供服务。正式提供服务后，可办理携号转
网服务的营业网点数量大幅度增加，办理时限也进一步缩短。截
至9月底，五省共有290万人次办成携号转网。

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2G、3G退网”问题，闻库说，2G、3G的
退网是移动通信更新换代的必然选择，既可以有效腾出频率资源，
也可以减少制式，降低移动终端的成本，是当前国际上的主要做
法。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由于用户业务大多迁移到 4G网络，全球
已有100多个运营企业、通信运营商实施了2G、3G的退网。

闻库说，我国 4G覆盖完善，5G商用开局良好，截至 9月底三
家基础电信企业已在全国开通 5G基站 8万余个。移动通信 2G、
3G退网的条件已逐渐成熟。

“用户真正要的不是网，而是优质的电信服务。”闻库说，电信
运营企业要实施2G、3G的退网必须要从用户的角度考虑，提前规
划，要有包括号码处理、服务升级等完整的方案，让用户有充分的
时间准备。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取得丰硕成果

新华社杭州10月22日电（记者 许舜达）第六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 22日在乌镇落下帷幕，记者从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
获悉，本届大会在思想交流、理论创新、技术展示、经贸合作等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10月 20日至 22日，来自全球 83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
表、国际组织代表、中外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知名专家学者等
约1500名嘉宾齐聚乌镇，围绕“智能互联 开放合作——携手共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主题，纵论网络空间发展大势，展示信
息技术创新成果，共商网络空间开放合作途径，为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动力、做出了新贡献。

论坛热度持续高涨，与会嘉宾齐聚一堂，既聚焦互联网发
展趋势，重点关注人工智能、5G等前沿技术，又直面数字鸿沟、
网上未成年人保护等问题挑战，发言精彩纷呈。论坛成了汇聚
最新理念、创造全球共识的高端平台。

大会期间，乌镇成为展现数字经济最新科技成果的“全方
位体验场”。本届“互联网之光”博览会聚焦世界互联网最新发
展趋势和前沿技术动态，展示和发布全球范围内互联网新成
果、新技术、新应用，共有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601家中外企
业参展。博览会吸引了大量观众前往参观，10月 18日至 21日
累计参观人数超10万人次。

与此同时，15项闪耀全球的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在本
届大会上发布，有望为人类生活、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
革提供强大动能。

值得一提的是，“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是今年大会新
增的重要板块，旨在搭建国内外互联网项目、技术、人才和资本
合作的重要平台，推动全球互联网合作创新。大赛自今年 4月
份启动以来，共吸引全球 400余个优秀项目参赛，呈现涉猎领
域广、项目质量高的特点。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3名和三等奖6名。

科学家在华北板块发现
5亿年前西德尼虫化石
新华社南京10月22日电（记者 王珏玢） 记者从中科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研究人员新近在华北板块发现
了 5亿年前的珍稀节肢动物西德尼虫的化石。这种远古动物
化石此前只在加拿大发现过。

西德尼虫是寒武纪最具代表性的节肢动物之一。它体长10
厘米左右，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具有分化的附肢，头部前
端还长有两根长长的触须。西德尼虫是海洋食物链顶端的掠食
者，数量稀少，它对解开当时的生态环境之谜具有关键意义。也
正因此，关于西德尼虫的研究，一直受到广泛关注。

此次发现的西德尼虫化石位于山东省临朐县的寒武纪地
层中。这块化石保存完整，虫体附肢等软躯结构清晰可见。领
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古所研究员赵方臣说，这一发现极大扩
展了西德尼虫的空间分布。早在 5亿年前，远隔重洋的同类生
物就能互相迁徙、交流，这对人类准确认识当时的全球生物面
貌和演化，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

新华社长沙10月22日电（记者 周勉）
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团队研发的第三
代杂交水稻10月 21日至 22日首次公开测
产 。 经 测 产 专 家 组 评 定 ，最 终 亩 产 为
1046.3公斤。

本次测产由湖南省农学会组织中国
农业科学院、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中国水
稻研究所、江西农业大学、湖北省农业科

学院、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
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水稻研究所等
单位专家实施。测产田块位于湖南省衡
阳市衡南县云集镇清竹村，以福建农业
科学院谢华安院士领衔的专家测产组还
观摩了位于湖南省湘潭市和长沙市两处
试验田的另外两个组合。

21 日下午 4 点，专家测产组对云集

镇示范的新组合 G3－1S／亲 19 进行机
械化收割测产，并于 22 日 12 点左右公布
了测产结果。第 1 丘实收面积 468.48 平
方米，实收毛谷 882.8 公斤；第 2丘实收面
积 711.52 平 方 米 ，实 收 毛 谷 1363.0 公
斤。按照标准含水量 13.5％折算，分别折
合亩产 1034.4 公斤、1058.3 公斤，平均亩
产 1046.3 公斤。

结合另外两处未测产的试验田观摩结
果，专家测产组还认为，这次三个组合均表
现出株型优良、茎秆粗壮、耐肥抗倒、穗大
粒多、籽粒充实饱满、不早衰等特点。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表示，第三代
杂交水稻的综合优势，可以推动我国的水
稻生产向更加优质、高产、绿色和可持续
方向发展。

被袁隆平看作突破亩产 1200 公斤“天花
板”关键的第三代杂交水稻，21日至 22日在湖
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清竹村以首次公开测产方式
全面亮相。

尽管亩产 1046.3 公斤并不是产量新纪录，
但第三代杂交水稻潜能巨大。

“以我们目前掌握的技术来说，第三代杂交水
稻的亩产达到1200公斤甚至1300公斤，不是难
事。”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科研处处长赵炳然说。

“茫茫稻海”里的相遇不再靠运气
此前，我国杂交水稻采用的主要育种技术，

均由袁隆平及其团队研发。第一代是以细胞质
雄性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三系法”，这一方法育
出的品种具有稳定育性，但育种所需的恢复系、
保持系材料难以获得，导致配组受到极大限制。
第二代是以光温敏核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二系
法”，配组自由较第一代大大提高，但非常容易受
生长环境和气候的影响。“第三代技术是以遗传工
程雄性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可以说，它让杂交水
稻实现了真正‘婚姻自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研究员、第三代杂交水稻项目主持人李新奇用了
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对此进行解释：

利用第一代技术培育出一个优秀的杂交水
稻新品种，就好像在成千上万个水稻材料中，只
有 A 和 B 才适合“结婚”，而 B 还藏在“茫茫稻
海”里，若要相遇，不仅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还

需要很多运气。到了第二代技术，A 可以和其
他所有水稻“结婚”，虽然选择面大大提高，但不
能保证后代的优良。而第三代技术，不再是只
为A服务，它让所有的水稻，在理论上都能找到
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并产生优良后代。

袁隆平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第三代杂交水稻
不仅兼有三系不育系育性稳定和两系不育系配组
自由的优点，同时还克服了三系不育系配组受限，
两系不育系可能因天气原因导致制种失败和繁殖
产量低的缺点。

改掉坏毛病，做个“好孩子”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自己“孩子”的性

格十分了解，一直想方设法治疗它们的“先天缺
陷”。如果以老百姓的标准来衡量，前两代杂交
水稻最大的毛病就是“贪吃”和“傲娇”：喜欢大
肥大水，一旦“供食”不足则产量平平；对生态环
境和种植技术“挑剔”，导致普通农民“驾驭”不
了，靠“专家种田”获得的高产，难以全面从试验
田走向农民粮仓。

“和我之前种田可以说一模一样。”当地农
民陈太佳是种了十多年水稻的“老把式”，这次
全程参与了测产水稻的种植。他告诉记者，以
施肥为例，施的都是常见的氮磷钾肥，“饭量”也
和普通水稻每亩 40公斤差不多，分蘖、扬花和
灌浆这些水稻生长的不同关键时期都不需要

“特殊照顾”。

“拨快”生长期的前进键
“这次测产结果可以说令人振奋。”赵炳然

介绍，除了试验点的土壤、海拔和气候等环境都
不是事前精心选择的“良态”，而是接近于大部
分普通农田外，这次测产的组合为晚稻，与前两
代杂交水稻测产基本上以中稻为主相比，生长
期缩短了1个多月。

“第三代杂交水稻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
缩短生长期的同时又保持了较高的产量。”专家
测产组成员、中国水稻所副所长钱前表示，过去
我国一些高产杂交水稻品种，从播种到收割，需
要 160 天甚至 180 天，而这次测产组合只花了
125天左右。“生长期缩短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
了农药化肥等投入品的使用，节约了资源成本、
提高了生产效率。”钱前认为，如果从单日产量
来看，这次接受测产的G3－1S／亲 19表现“十
分突出”。

缩短农民的生产田和科学家的试验田之
间的产量差距，是能否得到广泛推广的关键
因素之一。“我国目前水稻平均亩产在 500 公
斤左右，普通农民在一般条件下种植一些优
秀的第二代杂交水稻品种可以达到 600 到
700 公斤的亩产，但在同样种植条件和环境
下，第三代杂交水稻的亩产可以达到 800 公
斤。”李新奇说。

据新华社长沙10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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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
者 胡喆）记者 22日从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中国电科在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了
用于智能无人集群系统的多功能
处理单元，该单元具备飞行控制、
任务规划、智能决策、动态组网四
大功能，用人工智能为无人系统装
上大脑。

据了解，无人集群智能单元是
现代智能无人集群的“核心”。无
人集群智能单元通过整合传统无
人机上的飞控系统和测控系统，并

依托群体智能算法和动态组网协
议及相应的处理芯片，为无人机集
群提供飞行控制、任务规划、智能
决策和动态组网能力。

目前，智能单元已经首先运
用于部分无人机集群，未来可应
用于集群化的无人车、无人船、机
器人等无人平台，将改变传统无
人装备只有“小脑”、没有“大脑”，
只有测控、无法组网的现状，是无
人平台向智能化、网络化迈进的
重要里程碑。

中国电科智能无人系统专家

赵彦杰告诉记者，现代智能无人集
群依托“网络＋节点”的工作模式，
发挥化整为零、聚零为整的优势特
点，可搭载电磁、光学、声学等传感
器，实现分布式监测、搜索、跟踪、
指引等功能，可应用于自然灾害治
理、国土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
应急事件响应等领域。

中国电科凭借领先的无人集
群智能单元技术，分别于 2016 年
10月、2017 年 5月、2017 年 11月
实现了 67架、119 架、200 架固定
翼无人机集群飞行试验。

10月21日，游客在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游览。
金秋时节，位于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的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一片金黄，胡杨林在一池碧水的映

衬下格外美丽。 新华社记者 马宁 摄

中国电科发布智能无人集群系统多功能处理单元

为无人机装上“智慧大脑”

10月18日，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场馆外巡逻的5G警用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1046.3公斤！
袁隆平第三代杂交水稻首次公开测产

沪市开盘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1990年 12月 19日，随着一

声锣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内地开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这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
发展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地方开始进行股份制探
索。1984 年 11 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
司，向公众发行50万元股票，成为试行股份制经营的股份有
限公司。

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和不断增加，我国开始出现股
票。随后，股票发行数量快速增加，对股票进行交易的需求
由此产生。于是，在沈阳、上海等地出现了股票柜台交易。
1986年 8月，沈阳信托投资公司代客买卖证券，开展股票柜
台交易业务。同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静安区营
业部也开始进行柜台交易。

1988年 11月，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对在中国成立证券交易所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决定由国
家体改委牵头，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
以及金融界有关人士参加，组成国家证券管理领导小组。

由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1990年 11月 26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召开，12月 19日，正式举行了挂牌
营业典礼。1990年 12月 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开始试营
业，并于1991年 7月 3日正式挂牌营业。

沪深两个交易所的运营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有力地
推动了股份制的发展。这是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政策
的一项重大举措。此后，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壮大，逐渐走进
国际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