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 22 日发布的一份
报告显示，2015 年至 2019 年
有望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 5
年。

这份名为《科学联合》的报
告由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以及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多家
机构提供的简短摘要组成，将
提交给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
这份报告凸显各方商定的应
对全球变暖的目标与现实之

间存在“明显且日益拉大的”
差距。

根 据 报 告 ，2015 年 至
2019 年有望成为有记录以来
的最热五年， 可能比工业化前
(1850-1900)平均气温高出 1.1
摄氏度。 频繁发生的热浪、大火
以及热带气旋、 洪水和干旱等
破坏性事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
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

1979 年至 2018 年期间，
北极夏季海冰范围以每 10 年

约 12%的速度减少。 从 1979
年到 2017 年， 南极冰盖每年
流失的冰量至少增加了 6 倍。
2015 年至 2019 年间的冰川
质量损失是有记录以来最高
的 5年。

报告说， 大气中二氧化
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含量
已经达到新高。 尽管全球排放
增速低于全球经济增速，但仍
无迹象表明全球排放已经达
到峰值。 可再生能源消耗在过

去 10 年取得了惊人的增长，
但同时化石燃料使用量还在
继续增长，全球能源体系仍以
化石燃料为主。

报告强调，如果不立即提
高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并采
取行动， 全球升温超过 1.5 摄
氏度“将无法避免”。 如果到
2030年还不能解决排放问题，
将气温升幅控制在远低于 2
摄氏度的目标也将“遥不可
及”。 /新华社

今年我国粮食
有望再获丰收

9 月 23 日，我国迎来第二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在喜迎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全国亿
万农民共享丰收快乐。 农业农
村部日前指出， 全国秋粮已陆
续开始收获， 今年秋粮生产形
势总体较好， 如果后期不发生
寒露风、台风等大的自然灾害，
又将是一个丰收年。

在北京八达岭国际会展中
心， 第四届优质农产品推介会
在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中展
开，近百家京、冀、蒙三地知名
企业和合作商参展， 展品达
600 余种，从果品到蔬菜，从畜
牧到杂粮， 引起众多游客驻足
品尝采购。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神州
大地处处洋溢收获的喜悦和节
日的喜庆。

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负
责人介绍， 今年粮食生产有三
个显著特点：一是结构更优，实
施大豆振兴计划， 预计大豆面
积增加 1000万亩，非优势区水
稻、玉米面积继续调减。二是生
产更绿， 今年继续实施轮作休
耕 3000万亩，继续调优农业投
入品结构，有机肥使用量增加，
化肥农药使用量持续减少。 三
是质量更高，小麦、稻谷等口粮
品种优质率进一步提升。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今
年丰收节活动重心进一步下沉
到县、乡、村，综合考虑农时农
事特点、乡村文化代表性、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等因素， 从全
国筛选了一批农民参与度高、
特色鲜明、 代表性强的节庆活
动， 通过中国电信 5G 最新的
信息化技术 ， 以 5G 直播 、
5G+VR、5G+AR、5G+ 无人机
等形态进行了呈现。

粮食丰收，农民收入增长，
农村面貌正在发生巨变。 今年
上半年， 农民收入增速达到
6.6%。专家指出，随着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 以及
乡村产业振兴政策加快落地，
亿万农民还将获得更多增产增
收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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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信中国”到数字中国
———透视70年信息社会的沧桑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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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令人惊叹的成绩单———今天，我国电话用户总规模已达 17 亿户，固定电话用户比 1949 年增长 800 余倍，平均每人享受的信息基础设
施水平远高世界平均；

这是数字背后的沧桑巨变———从零起步，我国通信设施不断完善，技术加速更迭，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信息红利惠及每一个人。
从沟通你我到连接世界，“书信中国”到数字中国，70 年信息技术的变革不断助力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联合国报告：

2015至2019有望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5年

70 年，信息变革翻天覆地
“我国 5G 标准必要专利

数量全球第一， 商用全面铺
开。 ”近日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工信部部长苗圩说，预
计明年我国正式大规模投入建
设独立组网的 5G网络。

也是在同一天， 中国移动
宣布开创 5G 业务运营生态，
加速推动 5G与各行各业深度
融合。 5G时代正在开启。

在通信领域， 人们通常用
“G” 的变革形容信息技术带来
的跨越。 从零起步， 逐步实现

“2G跟随”“3G突破”， 到今天
“4G同步”“5G引领”， 网速变
化的背后是一部科技进化史，
也是信息社会不断演进的历
程。

时光回溯。 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国通信基础设施陈旧、技
术落后， 全国市内电话交换机

总容量仅 31万门，长途联络主
要靠书信、电报，无论通信技术
还是装备， 都比发达国家落后
二三十年。

今天， 一根网线架起沟通
的桥梁。 山区的百姓用上了快
速稳定的通信网络， 持续不断
的提速降费降低交流成本……
70 年来信息通信的变革改变
了每个人，也温暖了每个家庭。

工信部报告显示， 我国建
成较为完备的网络信息技术产
业体系， 信息化发展走在世界
前列。 截至 2018年底，光缆线
路总长度达 4358万公里，全国
固定电话用户 1.8 亿户 ，比
1949年增长 836倍，移动电话
用户 15.7亿户， 比 1988年增
长 52.2万倍。

“70年不懈努力， 我国跃
升为世界网络大国。 ”苗圩说。

70 年，信息内涵不断拓展
450万台———第三方调研

数据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全
球智能音箱出货量中， 百度以
3775%的同比增长，成为全球第
二大智能音箱供应商。数字的背
后是中国不断扩大的语音交互
市场。 有机构预测，未来人机交
互方式中语音将占30%左右。

2000年回国创业至今，百

度董事长李彦宏见证了中国社
会信息化跨越式发展。 从文字
搜索、图像识别到人工智能，跃
迁的技术不断拓展着信息内
涵，重新连接人与世界。“今天，
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信息世
界。 ”李彦宏说，百度通过开放
人工智能平台， 努力为全社会
的高效创新赋能。

70年来， 信息技术的发展
始终伴随且助推着工业化、城
镇化的进程。 从移动支付、智
慧出行到智能工厂、 智慧城
市， 科技浪潮下，“互联网 +”
重新定义着方方面面。

视觉识别、 重量感应、扫
码支付……不久前，苏宁第四
代无人店在南京开业，通过信
息技术实现产销协同和智能
购物。 苏宁董事长张近东认
为， 万物互联时代正在到来，
智慧零售大势所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5 年至 2018 年，我国电子
商务交易额、网上零售额年均
增速分别为 17.8%、28.8%。

工信部调研发现， 截至
2019年6月，企业数字化研发设
计工具普及率达到69.3%；开展
网络化协同、 服务型制造企业
比例分别达到35.3%、25.3%。

“全球最值得关注的 100
家人工智能企业中，中国超过
20家。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
司司长闻库说。

70 年，信息红利不断释放
线上餐厅装修师、 电子竞技

顾问、密室设计师……近日，美团
点评联合智联招聘发布报告显示，
生活服务业诞生出一批“数字化”
新工种。 今年4月，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等部门发布 13个新职业
中，绝大多数出自信息化领域。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
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说， 数字
经济既创造了非常大的就业增
量，也提高了就业的质量，成为
吸纳和带动就业的新引擎。 以
数字化管理师为例， 当前从业
人员已超过70万人。

从冷门的技术专业到吸纳
就业的重要领域，70年，信息化
推进与民生改善加速相融，释
放更多社会价值。

几十年来， 我国基础网络

设施不断完善， 努力解决了网
络覆盖少、网速慢、资费贵三大
难题， 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
让信息红利惠及全民。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用户
月均使用移动流量为全球平均
水平的1.2倍。 与5年前相比，固
定网络和手机上网流量的资费
水平降幅超90%。

“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约
1/5，4G的基站数量占到全球4G
基站数量的一半以上，平均每个
人享受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远
高于世界平均。 ”苗圩说。

70年，信息化发展推动“书
信中国”转型为数字中国；牢牢
抓住信息浪潮， 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将迎来新机遇， 获得新
动力。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