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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均超3100万辆！中国汽车“马力十足”

人社部：进一步加强专家人才服务基层工作捷龙三号火箭“穿新衣”“开暖气”
——2025年商业航天首发看点解析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 姜
琳）广大专家是我国人才资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记者 13日从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获悉，为充分发挥各类专
家的引领带动作用，帮助基层解决实
际问题，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人社
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专家人才服务基层工作的通知》。

通知提出，要汇聚高层次专家、留
学人才、博士后等人才智力资源，一体
谋划部署专家服务基层行动、博士后
科技服务团等工作。深入科技、企业
及生产一线广泛征集需求，聚焦需求
精准匹配对口专家。

通知要求，组织专家人才通过“揭

榜挂帅”、技术指导、联合攻关、人才培
养等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健
全双向挂职、短期工作、项目合作等机
制。有计划、分层次设立专家服务基
地，提升基地建设质量。健全完善跟
踪问效工作机制，对专家人才服务基
层示范活动实施全过程跟踪管理。

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各地区、有关部门和单位
要高度重视专家人才服务基层工作，
强化资源统筹，加强支持保障，吸引集
聚更多专家人才广泛参与各类服务基
层活动，从指导协调、政策制定、专家
推荐、跟踪问效、信息交流、宣传引导
等方面提供支撑条件。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 齐
琪）记者从13日司法部召开的全国司
法厅（局）长会议上获悉，2025年司法
行政系统将重点提升法律服务质量和
公信力，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提
升法律服务水平。持续抓实律师队伍
的引导、管理和服务，深化青年律师西
部锻炼、新入职律师到司法所锻炼试
点等。加强法律服务精准有效供给，
开展“公证规范优质”行动，推动公证
行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同时，司法部将加快提升涉外法
律服务能力，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法律服务综合平台和主要国家法
律法规数据库建设。进一步健全统筹
推进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安置帮教、
纠纷化解、法治宣传的制度机制。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以
人民调解为基础、各类调解衔接联动

的调解工作格局。发挥“法律明白人”
作用，更好促进基层依法治理。

据介绍，2024年全国司法行政系
统在规范罚款设定实施、涉企行政检
查上采取硬实措施，开展行政执法突
出问题整治专项监督，依法行政取得
实效。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行政复议
法，新收复议案件 75万件，同比增长
95%，办结64万件，90%未进入诉讼程
序。

在优化法律服务方面，司法部
2024 年启动“青年律师西部锻炼计
划”，推进新入职律师到司法所实践锻
炼。全年办理司法鉴定、仲裁案件同
比增长5%、26%，公证“高效办成一件
事”扩充至 31类 84项。深入实施“八
五”普法，提升法治宣传实效，培育
420万“法律明白人”，实现村、社区全
覆盖。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 古
一平）记者 13 日从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5年工作会议上获悉，作为农业科
研国家队，202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将
在种业创新、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等
方面发力，强化战略性重大科技攻关。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广义的中
国“种子”既包括粮食蔬菜，也包括动
物种源。中国农业科学院有关负责人
介绍，中国农业科学院将加强种业创
新攻关：加快高油高产大豆、抗虫耐逆
高产高蛋白玉米、优质高产水稻等作
物重大品种培育，加强节粮高效优质

生猪、肉羊和优质抗病肉鸭等畜禽新
品种培育。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这位
负责人说，在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
升技术攻关方面，中国农业科学院将
强化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支撑，
加快形成高质量成果。提升天空地一
体化农业观测精度和智能化水平，更
好支撑耕地用途动态监测。

此外，中国农业科学院还将加强
生物安全科技创新、现代设施与智能
农机装备研发应用、农业发展绿色转
型技术集成创新等。

司法部：2025年重点提升法律服务质量和公信力

强化科技攻关，农业科研国家队2025年这么干

1月13日午间，我国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在山东海阳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
号运载火箭，以一箭十星方式成功将微
厘空间 0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
功。我国2025年商业航天发射任务喜
迎开门红。

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是一型四级固
体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抓总研制，主要是为针对商业航天发射
任务而研制，它可以兼顾海上和陆上发
射。这一型火箭于2022年12月9日成
功首飞，迄今已完成 5次发射，发射成
功率100%。

本次任务与之前有何不同？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专家高利军介绍，为
了更好完成此次任务，研制团队通过总
体优化和实施固体发动机性能提升技

术，进一步提升了火箭运载能力，将其
从过去的 1560公斤提升至 1600公斤，
是历次任务有效载荷质量最大的一次。

此外，针对冬季海上发射，研制团
队还为火箭“穿新衣”“开暖气”。高利
军说：“本发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的整流
罩上面有一个保温衣，就像咱们的羽绒
服一样。另一方面在整个发射环境中
也增加了热风机，能够保证本发火箭在
整个过程当中都能保持适合的温度环
境。”

通过此次任务，研制团队有效验证
了火箭对海上严寒和冬季高空风恶劣
自然环境的适应性，有针对性地加强了
环境保障能力，采用了冬季弹道风修正
设计技术，多措并举确保火箭的环境适
应性。

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次发射都有创

新。高利军介绍，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研
制团队不断优化创新发射方案，通过5
次发射先后实现了国内首次海上热发
射、首次赴我国广东阳江附近海域执行
海上远距离机动发射、首次在山东海阳
附近海域执行太阳同步轨道任务等多
个“首次突破”。同时还承揽了国外卫
星搭载发射服务，实现了在技术和能力
上的不断跃升。

我国有许多陆地发射场，捷龙三号
运载火箭为什么却要选择海上发射呢？

总体来说，是为了应对不同航天器
对轨道的不同需求，火箭需要在不同的
位置发射才可以更好地利用其运载能
力。我国海岸线绵延千里、海域幅员辽
阔，用于发射的点位选择范围非常大，
可以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并且
还可以解决火箭残骸落区的问题。

就本次任务而言，这是捷龙三号
运载火箭首次在山东海阳附近海域
实施低倾角轨道发射，在此点位实施
低倾角轨道发射任务，航落区安全性
好，既能节约海上航渡成本，也可缩
短技术准备时间，还能提升任务的经
济性，为用户提供性价比更高的发射
服务。

“2025年，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将继
续执行多次发射任务。”高利军说，研制
团队后续将结合市场需求持续降低成
本，进一步提升火箭经济性，不断增强
火箭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通过开展火
箭运载能力提升工作，进一步满足高轨
道、大重量的卫星组网和补网需求，更
好适应未来商业航天发展需求。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 宋
晨）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 张
晓洁、张辛欣）记者 13日获悉，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五部门组织修订的强制性
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已于2024年12月31日正式发布，将于
2025年9月1日实施。

聚焦降低火灾事故隐患和危害、减
少交通事故风险，新标准强化非金属材
料的防火阻燃性能要求，明确电动自行

车使用塑料的总质量不应超过整车质
量的 5.5%。同时，增加电动机低速运
行转矩、空载反电动势、电感值差异系
数的要求，减小车辆最大制动距离。

防范非法改装方面，新标准完善了
电池组、控制器、限速器的防篡改要
求。此外，通过增加北斗定位、通信与
动态安全监测功能，方便消费者实时了
解电动自行车关键安全信息。

为更好满足消费者日常出行需要，
新标准适当放宽了个别对安全性影响
不大的指标。例如，将使用铅酸蓄电池
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上限由55千克
提升到63千克，不再强制要求所有车型
均安装脚踏骑行装置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考虑电动自行车企业开
展产品设计生产并完成检测和认证需

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新标准设置了8个
月的生产过渡期。同时，新标准额外给
予2025年8月31日及之前按照旧标准
生产的车辆3个月的销售过渡期，便于
符合旧标准电动自行车的消化。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
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强化电动自行车
行业管理，加大新标准的宣传力度，进
一步提高产品本质安全水平。

新国标来了！新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发布

江西上饶：候鸟翩飞鄱阳湖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 董
博婷）记者从13日召开的全国档案局
长馆长会议上了解到，国家档案局将
着力抓好档案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持
续加大档案开放力度。

国家档案局局长王绍忠表示，国
家档案局将着力抓好档案公共服务能
力建设，完善开放规则，实现到期依法
开放、应开尽开，切实把档案法的相关
规定落实到位。各级档案主管部门要
加强对档案开放审核工作的统筹协
调，要进一步优化档案利用服务，及时
公布开放档案目录，充分利用各级一
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等拓展档案利

用渠道，方便群众查档用档。
据介绍，2024年，各级档案部门持

续优化查档利用服务，扩大资源共享范
围，提供到馆查、跨馆查、网上查、掌上
查等多渠道查档服务。数据显示，全国
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累计接入2200
余家档案馆、注册用户超20万人。

2025 年全国档案工作任务进一
步明确，将加强民生档案资源建设，增
加医保档案、出生医学证明档案、退休
职工档案等方面制度供给，扩大民生
档案电子化归档应用范围，优化民生
档案查档利用手续，规范民生档案代
查代办和跨馆协作工作。

2025年开年，中国汽车工业传捷
报。

13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数
据显示，2024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均超
3100万辆，连续第二年产销量均突破
30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
均首次突破1000万辆，均超1200万辆，
实现跨越式发展。

亮眼的数字，折射着我国汽车产业
的韧性与活力。

中国汽车品牌市场份额攀升，制造
技术和产品国产化持续推进。

全国乘用车市场自主品牌累计份
额突破 60%，同比增长 8.6 个百分点。
2024年 10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占
有率突破70%，较上年同期上升10.4个
百分点。

从70多年前在吉林长春夯下第一
根基桩，到我国自主研发的第900万辆
解放牌卡车驶下生产线，见证着中国汽

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
曾经，20万元被视为汽车品牌“价

格天花板”；如今，从在几十万元站稳脚
跟，到撬动百万元级别市场，中国汽车
品牌持续向价值链高端迈进，越来越多
关键技术和产品实现自主可控。

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加速跑，
实现多项突破。7月，我国新能源乘用
车月度零售销量首次超越传统燃油
车。此后，连续多月保持超越态势。消
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认可度不断提升。

11月，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突
破 1000万辆。从年产过万辆，到年产
首次突破百万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历时6年。同样的时间，中国新能源汽
车实现了从年产百万辆到千万辆的跨
越，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走出
坚实一步。

绿色浪潮持续涌动，“中国速度”的
背后是“中国力量”。从锂、钴等关键原

材料的供应，到电池、电机等核心部件
的制造，再到整车的生产和销售，我国
已形成完整高效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
态系统。

汽车日益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
智造”的交汇点，智能化趋势越发明显。

2024年上半年，中国乘用车 L2级
新车渗透率达到 55.7%，其中，具备领
航 辅 助 驾 驶 功 能 的 新 车 渗 透 率 为
11%。自动驾驶技术在中国愈发普及。

模仿用户驾驶习惯、协助完成用车
过程中指令需求等……你的车，听得懂
你的话。业内人士表示，汽车已成为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关键领域，汽车智能
化持续提升消费者体验。

传统零部件也在智能化趋势下转
型升级。以智能底盘为例，2024年以
来，上汽智己的灵蜥数字底盘、吉利的
AI数字底盘、江汽集团的全域线控智
慧底盘等纷纷亮相，助力汽车更安全、

更稳定。
越来越多云计算服务商、软件算法

开发商等跨领域企业参与汽车制造，人
工智能大模型陆续“上车”，汽车成为集
电子、计算、感知、视听等多技术为一体
的“大号终端”。

业内专家认为，新能源汽车下半场
将更多在人工智能、智能驾驶等领域比
拼，市场空间和潜力巨大。

“充分竞争将带来更多市场活
力。”清华大学（车辆学院）汽车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李显君说，企业应持续开
展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培育和提升
核心能力，关注汽车功能的同时更加
注重安全可靠性，共同推动中国汽车
产业发展。

期待中国汽车保持“马力”，一路向
前。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 张
晓洁、高亢、印朋）

国家档案局将着力抓好档案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这是1月12日在江西上饶市余干县白鹤洲拍摄的候鸟。
近年来，随着鄱阳湖湿地生态环境逐年向好，鄱阳湖成了各种候鸟的聚集

地。每年冬季，越来越多候鸟来此越冬，成为鄱阳湖冬日一道靓丽的风景。
■新华社发（曹正平 摄）

1月13日，在C3685次列车上，旅客与乘务人员互动。
春运前夕，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客运段组织由铁路职工组成的非遗表演小分队登上C3685次旅客列车，为

车厢内的旅客带来“庐州蛋雕”和黄梅戏表演等，并为旅客送上祝福。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旅途送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