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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河西走廊，天高云淡，
风清气爽。

近日，位于酒泉市经开区南
园的海涛物流园内塔吊林立、车
辆穿梭，记者在酒泉陆港型国家
物流枢纽多式联运功能区建设现
场看到，“酒泉陆港型国家物流枢
纽”巨型标识被高高吊起，随后被
稳稳地安装在仓储建筑上。

“我们刚刚完成了龙门吊运
行调试工作，原定于10月底前完
工的核心区建设项目提前2个月
完成了建设任务。”甘肃海涛物流

（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崔玉
成欣喜地说。

据了解，酒泉陆港型国家物
流枢纽多式联运功能区核心区建
设由海涛集团负责。目前，已建
成了 4 条总长 3600 米铁路编组
线，配套建成了 3.5 万平方米标
准化站台、8 万平方米集装箱堆
场和 4 个中转仓库，并配备了层
高15米的龙门吊、2台大功率调
车机、正面吊等设施设备，多式联
运区初现规模。

“这标志着酒泉国家物流枢

纽拥有了货运班列整列编组能
力。”崔玉成告诉记者，多式联运
功能区分三期建设，一期工程将
于 9 月底建成并投入使用，二三
期项目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全
部建成后静态存储货物能力将达
到50万吨，具备800万吨以上货
物的中转接卸发运能力。

同一时刻，在铁路编组站北
侧，占地98亩的酒泉海关监管作
业场所也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
中。

崔玉成介绍，海关监管作业
场所建成启用后，酒泉陆港型国
家物流枢纽就真正具备了口岸功
能，酒泉种子、洋葱、蜜瓜、石棉等
出口货物将在这里实现申报、查
验，编组后经 8.8 公里的自备铁
路专线运抵酒泉火车站，再经陇
海线登上中欧班列。

多式联运功能区项目建设跑
出加速度，是酒泉市高位推进陆
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建设的成
效之一。

2019年6月，酒泉市政府印
发了建设国家陆港型物流枢纽示

范城市工作方案，从基本原则、发
展目标、重点工作、组织保障等方
面对建设国家陆港型物流枢纽工
作做了规划设计。截至目前，一
批显著发挥物流带动作用、提升
枢纽集散能力重点项目正在加速
实施。

酒泉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综
合物流功能区由巨龙物流港牵头
建设。巨龙物流港占地面积840
亩，总建筑面积28.91万平方米，
目前已建成农产品交易区、农机
交易区、冷链仓储区、电子商务服
务区、钢材交易区和综合服务区
等六大功能区。

每天凌晨 4 时，巨龙物流港
农产品交易区的 200 余个摊位
上，就摆满了各类新鲜果蔬、肉类
等生活物资。交易一旦达成，这
些货品将在天亮之前被运送到市
区各大超市和零售商铺。

“我们承担了城市生活物资保
障、应急仓储等任务，实现了生活
物资在公路末端的一站式配送。”
甘肃巨龙农业物流港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盛廷说，巨龙物流港交易

辐射新疆鄯善、哈密，青海格尔木，
内蒙古额济纳旗，嘉峪关市及酒泉
七县市等600公里范围内生活区。

目前，巨龙物流港已成为酒泉
及周边地区最大的高原夏菜供应、
集散基地。经过物流港初加工及
冷库预冷，由大型冷藏车配送，酒
泉高原夏菜 48 小时内就可运输
至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大市场。

酒泉处于甘肃、青海、内蒙古、
新疆四省区交界处，是千里河西走
廊的西端门户，也是兰州以西、乌
鲁木齐以东近两千公里亚欧大通
道上区位居中、面积最大的重要节
点城市，境内兰新铁路、兰新高铁、
京新高速、连霍高速、国道312线、
酒额铁路横贯全境，敦格铁路、肃
航一级公路和国道215线连通南
北，交通基础条件良好。2018年
底，酒泉被确定为国家物流枢纽承
载城市；2022 年 11 月，被列入

2022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
近年来，酒泉市全面推进陆

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确定形
成肃州、敦煌两个省级物流节点
和金塔、玉门、瓜州三个区域性物
流节点网络，通过加快酒泉陆港
和敦煌空港以及其他县市区的物
流枢纽重点项目建设，逐步完善
酒泉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境内百
余个大型物流企业分布有序，4
户枢纽运营主体企业发展成效显
著，6000 多户物流企业集聚，年
货物吞吐量达 2000 万吨，区域
物流枢纽核心地位进一步凸显。

酒泉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酒泉将依托四省区交界的区位优
势，着力在跨省大通道建设上下功
夫，加强互联互通，加快物流枢纽
建设，在深化产业合作和提高对
外开放水平上发挥积极作用。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董文龙

居中四连 扩大开放
——酒泉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建设加速推进

新技术赋能 优质内容与时
俱进

中国出版业不断向前发展，
记载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延
续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积累
了存世典籍数十万种，这些优质
内容成为传统出版业最有价值
的核心竞争力。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迭代应
用，即使是这些“硬核”的优质内
容，面对数字化时代传播形式和
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时常也会
显得“慢了半拍”。

数字出版，是现代科技带给
出版业的机遇和挑战，是新应
用、新技术、新模式催生的新型
出版业态。经过多年发展，产
值、规模、影响力不断扩大，发展
势头日益强劲。

如何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
极拥抱数字化变革，成了本届数
博会最热门的话题。在本届数
博会现场，记者看到出版单位为
此做出的努力。

湖北数传集团突破出版行
业产品形式单一、盈利模式单
一、服务能力单一的局限，借助
数字时代的技术能力，从改变纸
质图书本身入手，展示了融合各

种新技术的“现代纸书”，向外界
展示融合发展的无限可能；

石油工业出版社深度挖掘
市场潜力、盘活存量资源、拓展
服务空间，在“铁人王进喜”诞辰
100周年之际，对行业经典内容
进行活化，策划推出“铁人智融
书柜”，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浙江人民出版社打破传统
壁垒，以音频、视频等新技术赋
能优质出版物，组建专业直播团
队在网络平台直播销售，单平台
吸引粉丝近8万人，电子书连续
3年实现营收增长300%。

古籍数字化 千年传承重焕
新生

数字化时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是本届数博会的又一
大亮点。

经典古籍数字化展览，私人
订制古籍数字库，音频、视频和
AI技术让博物馆藏的文物古籍

“动起来”“活起来”，走入普通大
众的生活。

近年来，在数字技术的支撑
下，诸多文物保护单位、科研院
所携手互联网公司，依托数字化
手段，让越来越多的古籍走出

“深闺高阁”。

在现场专门设立的古籍数
字化展区里，敦煌研究院数十年
耕耘打造的“数字敦煌”项目，让
观众随时随地就能沉浸式观看
莫高窟的艺术宝库；特别是收藏
版的《红楼梦》数字绘本，让观众
轻点鼠标便可一睹清代画师孙
温笔下的“阆苑仙葩”。

如何更好地解决数字时代
文物古籍“保护”与“传承”的矛
盾？在本届数博会的古籍数字
化创新论坛、数字 IP 授权论坛
上，业内嘉宾结合亲身经历，分
享了关于文物古籍保护和传承
的思考与探索。

陕西人民出版社融媒体图
书《中国彩陶》、西安出版社“古
都文化传承系列元宇宙出版项
目”、山东人民出版社联合海南
蝴蝶效应科技有限公司出品《大
秦帝国》游戏，利用数字技术，让
传统文化门槛更低、传播更广、
走得更远。

关注生活 科技赋能美好未
来

本届数博会上，观众很直观
地感受到：出版业在关注文化、关
注技术的同时，更是将注意力放
在了生活本身、放在了读者本身。

重庆出版集团专为 3 岁至
12 岁小朋友打造的原创少儿
IP——“曲小奇”，利用有声读
物、图书和文创等方式陪伴着孩
子学习成长，数字专辑在喜马拉
雅平台的收听量已突破8亿，全
平台粉丝超100万。

位于甘肃展团的中国盲文
数字平台里，读者只需要从键盘
输入文字，就会通过系统自动生
成对应的盲文，然后再通过软件
制作，就可以让盲人触摸得到。
参展方介绍说，这是中国盲文数
字平台通过数字化应用，已经在
互联网上为1700多万盲人朋友
搭建起一座盲文图书馆，让他们
也能和我们一样感受文字的魅
力。

为了让东盟国家孩子更加
便利地学习汉语，西南大学出版
社和孔子学院合作为东盟国家
孩子学习汉语提供多媒体服务，
打造《易汉语》读本，通过扫码就
可以在小程序中随时感受中国
传统儿歌，让孩子们的汉语学习
更有趣、更好记。

“数智赋能 联结未来”。关
于文化、出版和科技的探索不会
停步，必将更好地以数字化方式
推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洪文泉

一场数字出版的盛宴
——第十三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观察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武永明）9月22日，记者从中
科院近物所了解到，9 月 19 日-
23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
行的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上，该所研发的中国首台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
重离子加速器”荣获本届工博会

“CIIF大奖”。
本次博览会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商务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
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中国科
学院展区以“立于基础 腾于创
新”为参展主题，共22家单位向

公众展示60余项创新成果。
用于癌症治疗的我国首台

医用重离子加速器于2019年获
批上市，截至目前，位于武威重
离子中心的首台装置临床治疗
50多个病种900余例患者，疗效
显著；加速器运行效率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的
产业化是基础研究促进科技发
展的典范，也是大科学装置回报
社会的典范。该装置已先后在
兰州、莆田、武汉、杭州、南京、长
春等地启动建设，其中，兰州装
置已完成产品注册，可开展临床
治疗。

9月20日至24日，以“数智
赋能 联结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三
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在敦煌举
行。

这是数博会首次在北京以外
的省市举办。本届数博会有来自
全国各地出版行业的220余家参
展单位和15个展团参展，汇聚数
字出版全门类、全产业链及各种
创新形态。

除了主论坛之外，还有中国数
字出版创新论坛、出版融合发展产
学研论坛、古籍数字化创新论坛、
数字资源渠道商大会、网络文学创
作者论坛、数字IP授权论坛等6
个专题论坛。其中，数字资源渠道
商大会、古籍数字化创新论坛、网
络文学创作者论坛、数字IP授权
论坛为数博会首次举办。

此外，本届数博会还举办了十
余项丰富多彩的现场活动，一批全
国数字出版业具有代表性的新技
术、新模式、新成果集中亮相。

短短几天时间里，来自全国
各地出版业相关单位代表、企业
负责人、专家学者围绕数字时代
出版业融合之路，展开了一场场
思维碰撞。

展示、讲解，赢得共识；交流、
探讨，共谋发展。

兰州造“重离子”
获工博会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