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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模型DeepSeek引发国内
外关注、人形机器人扭秧歌迅速出圈、
《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屡破纪录……
人工智能、未来产业、文化消费等相关
话题近期引发热烈讨论，也成为今年全
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多
位代表委员从新技术、新产业和新消费
三个维度，热议中国经济新动能。

新技术：人工智能激发创新活力

国产大模型DeepSeek全球爆火，
成为迄今为止最快突破3000万日活跃
用户量的应用程序；首个自研万卡集群
成功点亮，大幅提升超大规模并行计算
能力……2025年开年以来，我国人工
智能领域接连取得重大突破。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AI不仅是引
领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更在千行百
业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助推多个领
域释放新的发展动能。

“5G、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兴数
字技术发展迅速，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
制造技术融合创新，催生智能网联汽车、
具身智能装备、新型工控等产品，开辟发
展新领域、新赛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说。

从AI制药可缩短药物发现的时
间，到AI助力制造业企业实现物流追
踪、仓储调度，再到智能机器人和智能
客服系统加快应用……人工智能在技
术创新与商业应用的双轮驱动下，正加
速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全国人大代表、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高级副总裁苗伟认为，随着大模
型、多模态交互等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加
速突破，智能制造、智慧医疗与健康管
理、绿色能源等领域正迎来新一轮发展

“窗口期”。其中，AI与5G、工业互联网
等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全流程智能化
升级；AI赋能风光储智能调度，智慧电
网、虚拟电厂等领域吸引投资关注。

受到DeepSeek等大模型的驱动，
智能算力产业也有望迎来新一轮增长，

当前多地多部门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
投入，大力推动云计算等关键技术创
新。“随着大模型应用井喷式爆发，国内
亟须强大智算基座支撑。”全国政协委
员、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曹鹏建
议，夯实自主创新的智算底座，鼓励智
能体大规模创新应用，降低企业智算成
本、提升计算效率。

大量资金涌入，助力行业发展和企
业成长。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24年
前三季度，我国共发生504起与人工智
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约812
亿元。目前，我国累计培育416家人工
智能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4500家。

“我国具备良好的技术产业基础，涌
现出世界级大模型产品和优秀企业，进
一步发展需要政府与行业形成更强合
力。”余晓晖建议，政策可聚焦基础支撑
与制度保障，加强算力、数据、人才、资金
等关键要素供给。行业可立足场景和市
场优势，加快技术突破，深耕场景创新，
打造标杆应用，巩固和增强全球竞争力。

新产业：新兴赛道点燃增长引擎

人形机器人上“春晚”扭秧歌、无人
机在夜空放“赛博烟花”……人形机器
人、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产
业新赛道近年来快速发展。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
2024年，我国48种创新药、65个创新
医疗器械获批上市，首个商业航天发射
场首次发射成功，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
研究院院长田轩表示，目前，多个产业
新赛道已成为投资和资金流入的重点
领域，具备较大投资潜力。“这些领域不
仅技术前沿，市场需求旺盛，是我国未
来发展的核心支柱，也能够通过技术创
新，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
展，大幅提升国家竞争力，具备巨大的

市场潜力和投资价值。”田轩表示。
在此前各地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多

地政府工作报告围绕促进新兴产业、未
来产业发展做出部署安排，出席全国两
会的代表委员也纷纷对产业新赛道发
展建言献策。

针对低空经济发展，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总
经理程伟建议，明确低空经济的发展方
向、重点领域和支持措施，引导社会资
源向低空经济领域合理流动。对低空
飞行器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公共
安全管控平台等关键环节给予支持。

针对创新药产业发展，全国政协委
员王桂林建议，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
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合力助推创新
药突破发展。“可安排专项经费，依托市
场化机构建设运营生物医药全产业链
创新发展成果展厅，让创新成果和资本
高效对接。另外，开展‘以才引资’‘人
才+项目’金融活动，吸引高端‘人才+
项目’落户。”王桂林说。

在中国建投研究院主任、研究员张
志前看来，“新产业”企业不同于传统产
业，由于缺乏稳定的现金流和抵押物，
银行信贷等传统金融无法满足其融资
需求。助推我国“新产业”企业融资，要
认真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大力培育
我国的耐心资本。

为更好地助推“新产业”企业获得金
融支持，田轩建议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
卡点堵点，引导社保、保险、理财等资金
入市，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等，促进

“新产业”协同发展，形成良性生态圈。

新消费：亮点频现打开市场空间

从老年大学到助力登山机器人，从
健身课程到国潮养生，从游山玩水到文
化深度体验，银发、健康、文旅等多个消
费领域“亮点”频现。

“这些消费新领域不仅契合了消费
变革的大趋势，也顺应了人口结构变化
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国信息协会常

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
克力认为。

聚焦银发消费，中央财经大学副教
授刘春生表示，“随着老年人预期寿命
变长，行动能力、认知及知识技能水平
提升，消费能力与意愿提升迅速，产业
融合发展加速，从实体投资到金融投资
潜力巨大。”

据赛迪顾问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2024年，中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达到
8.3万亿元，约占全国GDP比重的6%。
预计到2030年，中国银发经济市场规
模将达到25万亿元。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卫健委副主
任李新华认为，大力发展高质量银发配
套产业十分必要，从老年智能穿戴设备
到医养支持产业，发展潜力都十分巨
大。从细分领域来看，全国人大代表、山
西省中阳县福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社工
部部长许连红认为，康复护理、慢性病管
理、文娱产业等具有较大投资潜力。

聚焦健康消费，中国消费者协会发
布的《健康产业消费趋势发展报告》显
示，2024年中国大健康产业总收入规模
将达到9万亿元。大健康领域投资和消
费热潮不断，相关理念和产品持续迭代。

王桂林认为，全国多地正陆续规划
建设主动健康服务体系，可以打造主动
健康大产业发展新范式，面向主动健康
研发人体穿戴式和便捷式产品，打造专
家数字人和智能化系统等。

活力四射的文旅市场已成为国内
消费持续升温的生动写照。全国人大
代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认为，伴随
文旅发展走向“内容为先、运营为主”的
新模式，应针对文旅产品进行精细化投
资。以人文景观文化产品为例，在进行
项目投资时要加强对文旅产品的文化
阐释，进行深入挖掘和多元展示，打造
精品内容。朱克力表示，未来文旅产业
将加速融合创新，沉浸式旅游、数字文
旅、低空文旅等新场景新模式发展潜力
较大。 经济参考报

从三个维度看中国经济新动能
说到补钙，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除

了骨骼需要外，钙在呼吸、神经、内分泌
等系统生理功能中，也起着重要调节作
用。春天，是非常适合补钙的季节。

日照时间延长

春季日照时间逐渐增加，人体
90%的维生素D是依靠阳光中的紫外
线照射后，通过自身皮肤合成的，它们

可以促进钙在人体中的吸收。
此外，气温回暖促使人们更愿意

进行户外运动，户外锻炼多了，人体新
陈代谢加快，骨骼对钙的吸收、利用也
随之增加。

冬天寒冷，日照减少和活动量降
低，也会使身体维生素 D 储备不足。
春季及时补钙可调整冬季潜在的“钙
缺乏”状态，促进骨骼健康。

绿叶菜，被忽视的补钙高手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
摄入量（2023）》的建议，普通成人及孕
妇、乳母的每日推荐钙摄入量为800毫
克；9～17岁青少年的每日推荐钙摄入
量则是1000毫克。

说到补钙食物，多数人首先想到
的是牛奶和豆制品，考虑到钙含量、摄
入量、吸收率，奶豆类食物的确是补钙
的良好来源，但有一大类食物常常被
忽视——绿叶蔬菜。

春天是大量蔬菜上市的季节，很
多绿叶菜的钙含量与牛奶相当，甚至
比牛奶高出不少。

虽然蔬菜中的钙大多以结合形态
存在于细胞壁中，再加上存在草酸、植
酸等成分，钙的吸收率可能比牛奶低
一些，但绿叶蔬菜在补钙方面也有其
独特的优势。

绿叶蔬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镁、
钾、维生素：镁元素本身就是骨骼、牙
齿中的微量成分，而且有利于提高钙

的利用率；钾元素供应充足能有效减
少尿钙的流失；充足的维生素C也有
利于促进钙的吸收。

对于骨骼健康而言，绿叶蔬菜还
提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营养素——维
生素 K。研究发现，维生素 K 能够激
活骨钙素，促进钙在骨骼中的沉积，有
利于维持骨骼健康。

大家还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提高绿
叶蔬菜中钙的吸收：烹调前先焯水，能
够有效降低草酸、植酸等阻碍钙吸收
成分的量；不要放太多盐，否则影响钙
吸收。

春天补钙做好3件事

除了均衡膳食，从食物中补充钙，
春天补钙还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一)学会晒太阳
晒太阳最好避开正午，随着天气

日渐炎热，可以选择早上 10 点前、下
午 4 点后的阳台或空旷场所，适当暴
露皮肤（上下肢等），每天20分钟～30
分钟即可。

(二)多做户外运动
运动可促进钙在骨骼内的沉积。
建议大家多锻炼，青少年可以跳

绳、参与球类运动，老年人坚持健走、慢
跑。运动最好去户外，边锻炼边晒太阳。

(三)正确服用补充剂
当食补的量不够及其他特殊情况

下，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钙剂。
分次补充：短时间大量补钙可能

会造成吸收率下降，需要补钙者，可以
视剂量每天分1～2次服用钙片，单次
不要超过500毫克，且不要同其他高钙
食物同时服用。

合理搭配：维生素 D 有利于钙的
吸收，因此如需补充钙剂时可以考虑
选择同时含有维生素D的钙剂，或者
考虑同时补充维生素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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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补钙建议多吃绿叶蔬菜

20252025上海国际机床展开幕上海国际机床展开幕
3月3日，参观者在一个进行作业演示的机器人前驻足观看。当日，2025上海国际机床展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国内外1200家行业企业参展，聚焦新能源汽

车、电子设备制造和航空装备等热门行业加工解决方案，集中展示数控机床核心功能部件、激光加工设备以及磨削钣金工具等产品和技术。 新华网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活
跃的时期。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
福祉。国家安全机关发现，境外间谍
情报机关和一些背景复杂的非政府组
织，对我重要科技企业人员开展拉拢
渗透，企图套取我核心科技信息，威胁
我国家安全。

“高额兼职”的诱惑

2016年，我国内某重要科技企业
海外市场负责人王某某赴境外出差
期间，某境外机构通过电话向他咨询
了该科技企业的有关情况，并支付报
酬1000元人民币。初尝“有偿咨询”
的甜头后，王某某便将此作为工作之
余赚取“外快”的特殊渠道。此后多
年，他的“兼职”收入随着他透露内容

的敏感性和稀缺性而水涨船高，报酬
也从最初的 1000 元逐渐升至 3000
元。在金钱的诱惑下，王某某为捞取
更多兼职“快钱”，大肆“营销”自己掌
握的核心科技信息和企业内部资
料。他还怂恿同事、发展亲属，教唆
他们提供该科技行业内部敏感情况
甚至涉密信息。

频繁跳槽“内行人”

2020至2022年期间，王某某为了
搜集更全面的科技产业内部情况甚至
是涉密信息，短短3年时间里频繁跳槽
多家该科技领域龙头企业，通过主动与
业内人员交流互动、参加行业内部闭门
会议，搜集大量任职企业以及其他相关
企业的涉密资料、核心技术信息，拓展
广泛的人脉关系。“兼职”过程中，王某
某以多家龙头企业高管名义自居，将自
身塑造成该科技领域的“知名专家”、

“精通”该科技领域全产业链的“稀缺型
人才”，成为境外科技情报搜集者眼中
的“香饽饽”。

把“副业”当主业

受利益驱使和所谓的“专家光
环”加身，王某某开始把咨询“副业”
当做“主业”来做。2020 至 2022 年
间，累计接受各类咨询高达六百余
次，大肆透露国内科技企业的大量内
部情况、涉密信息和核心科技信息，
从中获利 200 余万元人民币。在咨
询过程中，他为了规避相关企业追
责，避免身份暴露，除了变换姓氏和
身份外，还有意压缩会谈人数，只接
受小范围的咨询业务，以达到其所谓
的“安全可控”。

国家安全机关通过缜密侦查，查明
掌握王某某向境外机构透露我境内重
点科技企业核心涉密信息的确凿证据，
并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有力消
除了威胁隐患，王某某等涉案人员也依
法受到处理。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不

断提升，我国多个产业已在国际竞争
中处在领先地位。核心技术信息决定
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行业的国际竞
争力，只有各行各业龙头企业增强核
心技术信息保护意识，才能进一步巩
固产业优势，稳定经济发展，提升国家
实力。从国家安全机关破获的一些案
件看，类似王某某这样的“行业专家”
还有不少，他们在商业活动过程中落
入了境外机构目的不纯、动机不明的

“甜蜜陷阱”，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
下泄露了国家秘密，损害了国家安全
和利益。

全社会、全行业应时刻防范境外各
类组织、机构以合法掩护非法，通过各
种渠道向我渗透窃密。与境外机构打
交道要时刻保持警惕，在合理合法的前
提下开展交往活动，心中牢记“内外有
区别，开口有尺度”，切勿越过法律红
线。提高安全防范思想意识、提高产业
数据和商业秘密保护意识，让科技产业
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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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四季豆味道鲜美、营养价值
高，深受消费者喜爱。然而专家近来
提醒，四季豆等豆类含有皂素和红细
胞凝集素，如果烹饪不当，极易引发中
毒。另外，除了四季豆，还有一些春季

“第一口鲜”食用时同样需要小心。

小小四季豆可能引发大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
博士后王国义解释说，皂素主要存在
于豆荚外皮中，对人体消化道黏膜有
较强的刺激性，可引起胃肠道局部充
血、肿胀甚至出血性炎症；红细胞凝
集素则主要存在于豆粒中，能破坏红
细胞并引发凝血，导致人体出现强烈
的呕吐反应。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
学部副主任医师曹洪英提示，四季豆
中毒症状一般发生在进食烹饪不当
的四季豆后 1.5~4 小时。主要为胃肠
道症状，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
泻等，也可能伴随头痛、头晕、胸闷、
心慌、冷汗、脱水、胃灼烧感、四肢麻
木等症状。重度中毒还可能进一步
出现嗜睡、抽搐、意识障碍、呼吸困
难、无尿，甚至溶血性贫血、黄疸、血
红蛋白尿等症状，威胁生命健康。

“不管是在外聚餐还是在家吃
饭，如果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就要怀
疑是否是食物中毒。”曹洪英建议，

“如果有类似症状发生，务必及时前
往医院急诊科进行诊断治疗。”

美味这样吃更安全

风险这么大，四季豆还能吃吗？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
刘兆平介绍：“预防四季豆中毒的最
好方法就是充分烹调，确保烧熟煮
透。”皂素和红细胞凝集素都可被高
温破坏，充分煮熟后可以放心食用。

浙江大学和杭州市场监管部门
于2019年进行的一次对照实验显示，
用开水分别煮 5 分钟、10 分钟的样品
四季豆中仍有红细胞凝集素，而煮了
20 分钟和 30 分钟的样品四季豆中没
有检出。

“并不是说四季豆让人中毒，而
是没煮熟的四季豆会引起中毒。”成
都川菜博物馆副馆长张辉强解释，如
果食材用量大，加工时间紧，容易因
追求色泽和口感而忽视充分烹调，另
一方面如果大锅制作菜肴，容易出现
受热不均从而导致四季豆夹生。

因此，张辉强建议，烹调前最好
把四季豆两头的尖及荚丝去掉，在水
中泡15分钟。在烹调过程中，首先注
意菜量不能超过锅的一半；用油煸炒
后，加适量水，盖上锅盖，保持 100℃
小火焖 10 余分钟；最后用铲子翻动，
使其均匀受热。

受访专家还提醒，放置过久的四
季豆会霉烂生虫或产生较多的亚硝
酸盐，进食后可能造成霉菌或者亚硝
酸盐中毒，因此在选购时要挑选新
鲜的嫩四季豆，最好不买、不吃老四
季豆。

春季食品风险需警惕

春季到来，各类新鲜食材陆续上
市。除了四季豆，还有哪些食材需小
心处理、烹饪？专家提示，野生蘑菇、
野菜和春笋等也容易导致食物中毒，
需要特别注意。

我国有毒野生蘑菇有数百种，仅
凭颜色、生长环境等经验难以准确判
断毒性。专家建议，最好规避风险的
方法就是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
认识和不熟悉的野生蘑菇。

“我们在日常接诊过程中经常遇
到自行在野外采摘野生蘑菇食用中毒
的患者，甚至还有在家庭聚会上食用
导致多人同时中毒的情况。”曹洪英医
生提醒，野生蘑菇中毒不可小觑。

“在前期出现消化道症状后可能
进入‘假愈期’，腹痛呕吐等症状好
转，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进
入器官功能损伤期。因此建议及时
到医院进行正规的检查。”曹洪英说。

很多人爱好春天的“第一口鲜”，
对春季野菜青睐有加。但部分野菜
与有毒不可食用的植物很相似，如水
芹与毒芹、血皮菜与化儿草、桑葚和
马桑果等，如果不具备专业知识，误
采误食可能引起中毒。蕨菜等野菜
含有微量毒素，如果烹饪不当或一次
性食用过多也可能引起中毒。

专家提醒，自行采摘野菜时要仔
细辨识，尽量选取具有典型特征的野
菜，不建议采摘卫生环境较差的地方
以及公路、城市公共绿地等场所的野
菜，更建议在菜市场、超市等正规渠
道购买人工种植的“野菜”，避免食品
安全风险。

近日，一些地方也出现因过量食
用春笋，出现晕厥、呕血等症状的患
者。医生提示，春笋纤维素含量高，
且含有草酸，大量进食对胃肠道刺激
明显，有消化道基础疾病的患者大量
食用春笋容易引起胃溃疡甚至消化
道出血，卧床老年人和过敏体质人群
也不宜多食用。在食用春笋时，最好
提前进行焯水处理，一个人一顿的进
食量不要超过 200 克，尽量不要跟富
含钙的食物如菠菜、海鲜等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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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尝鲜”需警惕食品安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