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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900 万吨，150 万千瓦；12

年，700 余家，超 3 万名，1.4 万余项。

探访核电工程“国和一号”，两

组数字令人印象深刻。第一组，是

经济与环保“说明书”：设计使用寿

命 60 年，每年二氧化碳减排约 900

万 吨 ，单 机 组 发 电 功 率 150 万 千

瓦。第二组，见证付出与回报：12

年研发历程，700 余家单位、超 3 万

名技术人员参与，形成知识产权成

果 1.4 万余项。

作为三代核电自主化标志性

成果，位于山东荣成的“国和一号”

1 号机组已建成投运，助力推进能

源转型、实现双碳目标。

数字折射创新实绩。中国核

电市场一度被称作“万国牌”，来

自多国的技术并存。破解“卡脖

子”难题，自主化国产化是必然选

择。“国和一号”研发启动以来，从

主泵“心脏”到核设计与安全分析

软件“大脑”，从核电仪控“中枢系

统”到电缆、仪表等“毛细血管”，

机组设备国产化率由不足 60%提

高至超 90%。事实证明，核心技术

“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关键要靠

自力更生，自主创新。

创 新 不 容 等 待 ，但 要 讲 究 策

略、循序渐进。研发初期，团队首

先瞄准最贵、最难的设备，对小部

分市场价格合理 、不存在垄断的

标准设备进行国际采购，从而更

快实现商业化运行。随着大多数

设备攻关成功，小部分采购设备

的国产化问题随之提上日程。核

电科研人员心里有数，誓言“避免

因最后的 1%卡死 100%”。时下，

“国和一号”已具备整机全国产化

能力。

循序渐进是尊重规律，但并不

意味着没有策略，不讲效率。从引

进吸收先进技术，到获得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这场仗要打赢，既要强

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要懂得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比

如，主泵国产化是一大难题。一面

推进屏蔽电机主泵研发，一面启动

湿绕组主泵技术方案，不同企业共

同攻关，两条技术路线竞相推进并

相继走通，最终实现全球领先。关

键设备研制采取“双线并行”策略，

提升了攻关成功率，跑出研发加

速度。

研制“大国重器”，少不了不同

企业同题共答。这里面既有合作，

也有竞争，不仅能提高攻关效率，

也有利于带动上下游企业转型升

级，激发全产业链创新潜力。比

如，核电用 690U 形管合金的国际

价格一度达 200 万元每吨，我国企

业成功攻关后，市场价格大幅下

降，仅建造一个蒸汽发生器就可节

省 4000 万元左右经费。相比传统

电厂，“国和一号”整体阀门减少

50%、管道减少 80%、电缆减少 70%，

在安全性获得提升的同时，实现降

本增效。可见，大国重器的自主创

新，并非脱离资金、材料、人力等条

件造“空中楼阁”，增强成本意识、

产业意识，才能实现一个工程带动

一个产业，既有零的突破，又有高

性价比。

在荣成，常听到一句话：“核电

产 业 汇 集 了 几 乎 所 有 的 工 业 门

类。”随着“国和一号”示范工程 1 号

机组并网发电，恢宏机组正在从蓝

图变为现实。从三代核电到盾构

机，从大邮轮到大飞机，依靠自主

创新，我们摘取了一个又一个“工

业皇冠上的明珠”，中国工业拥有

了更坚实底气。打好关键核心技

术攻坚战，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

供应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 ，我 们 定 能 牢 牢 把 握 发 展 主

动权。

（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来源：人民日报

【关键词】为外卖骑手缴社保

【事件】目前，我国各平台注册的网约配

送员超过 1200 万人。不少企业都采取众包或

专送模式，骑手们工作灵活性强、流动性大，

没有固定的劳动关系，因此往往享受不到完

善的社会保障。近期，京东、美团等平台纷纷

表示将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消息一出，引

发广泛关注。

【点评】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将热乎的饭菜、

急需的用品送到千家万户，快递员、外卖骑手

是维持城市运行的重要力量。相关企业积极

履行责任，强化社会担当，为从业者缴纳社保，

释放出浓浓暖意。

缴纳社保不仅能为外卖骑手兜牢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伤有所赔的保障，也有利于行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骑手刘兵团准备用公积金

抵扣房租，让老婆、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北京

大兴区“女单王”石师傅上有老、下有小，最关

心的就是社保；骑手石磊觉得有了社保就是正

式工，工作更有意义了。以实实在在的投入，

为千千万万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系上

一条“安全带”，是加强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

障迈出的重要一步。

把好事办好，需要在细节处用力。目前有

部分骑手对缴纳社保还存在一些顾虑。比如，

当前各地对享受城镇职工保险普遍有缴费需

超过 15 年的规定，有骑手担心在工作地按照

较高的标准缴纳职工社保，返乡后却只能按照

原籍的社保水平享受相关待遇。为了解除骑

手们的顾虑，在相关企业行动之后，政府部门

也需要完善政策配套，努力为流动的骑手带来

稳稳的保障。

其中关键，就在于充分考虑劳动者的需

求。平衡企业支出与员工收入需求，降低骑

手的缴费压力；针对灵活用工模式完善劳动

关系认定，扩大社保覆盖面；借助数字化手段

优化社保跨地区转移接续流程和待遇衔接；

加强宣传介绍，引导骑手认识社保重要性，提

高缴纳意愿……以灵活来应对灵活，提高社会

保险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才能让社保覆

盖更广泛的新就业形态人员，确保好制度产

生好效果。

新事物的发展总要经历一个由不完善到

完善的过程，补齐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的

短板是一个日积跬步的过程。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人员、

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北京等 7

省市启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上海实现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等“免申即享”，广东深

圳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开发专属

集体意外险，山东济南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户籍限制……各地不断探索创新，加紧织密保

障网，“量身定制”更适合各类人员的保障体

系。政策与市场同频共振，新就业形态人员的

权益保护从“纸面”加速走向“地面”，推动社保

事业再上新台阶。

社会保障，关乎民生福祉，是社会稳定的

“压舱石”。从“外卖员工伤赔付难”的破解，到

“为全职骑手缴社保”的突破，这场关乎超 2 亿

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变革已然开始。当企业社

会责任与制度创新相向而行，当每个奔跑的身

影背后都有社会保障托举，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将更好与人的全面发展交融。这份“稳稳的幸

福”，终将照亮每一个劳动者的奋斗之路。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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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潘敏

消费旺，经济兴。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强化消费者权益

保护，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刚

刚过去的“3·15”消费者权益日，相

关媒体报道了我国在消费环境建

设方面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更

有此前曝光的羽绒制品以“丝”代

“绒”乱象，损害了消费者权益，破

坏了行业生态；还有某些景区把棉

花当作雪花营造“降雪”氛围，剥夺

了游客的知情权等，伤害了消费者

感情。

为破除消费者反映突出的痛

点难点问题，前不久，市场监管总

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优化消费环境

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 年）》。

该方案围绕消费供给提质、消费秩

序优化、消费维权提效、消费环境

共治、消费环境引领五方面内容，

提出“提升实物消费质量”“强化消

费者权益司法保护”等 19 条具体举

措，有助于系统治理产品质量不

高、市场秩序失范、维权效能不足

等问题，提升消费便利度、舒适度、

满意度。

优化消费环境是提振消费信

心、激发经济活力的重要举措，对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高品质

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

高度重视消费环境建设。出台电

子商务法，规范电商行为，维护市

场秩序；公布《关于完善促进消费

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

力的若干意见》，将“创建安全放心

的消费环境”作为重要内容；制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进一

步加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力度，

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共同

治理体系……一系列政策落地显

效，消费环境不断优化，市场活力

持 续 涌 动 。 统 计 调 查 显 示 ，2024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48.8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3.5%，规模

稳居全球市场前列，为稳定经济发

展基本盘贡献了重要力量。

优化消费环境是一项全局性、

系统性工程。建设诚信、公平、便

捷、安全的消费环境，需要政府、企

业、社会、消费者多方努力。政府

方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部

门协同。完善以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及其实施条例为核心的法律体

系，及时修订规章文件，健全部门

协同、信息共享、联合执法、行刑衔

接等机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精

准监管执法，特别是要围绕群众关

切的米面油、肉蛋奶等重点领域加

强监管。运用 AI、大数据、区块链

溯源等技术，加强监管技术支撑体

系建设，通过科技赋能更好维护消

费者权益。

企 业 方 面 ，始 终 坚 持 客 户 至

上、诚信守法，提供优质商品和服

务。客户至上是企业生存的根本，

诚信守法是企业发展的基石。坚

持树立正确价值观和道德观，建立

健全严格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确

保产品每个环节都符合质量标准

和要求。进一步加大产品研发投

入，引入新技术和工艺，改进产品

设计，提升产品质量，促进消费升

级，努力做到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创造更多消费场景，满足消费

者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

社 会 方 面 ，注 重 加 强 行 业 自

律，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注重提高

消协组织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加

强行业协会商会行业自律，发起放

心消费倡议，发挥“放心消费单位”

引领作用，推动行业诚信经营、规

范发展、品质升级。鼓励群众依法

举报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

行为，加大媒体曝光力度。围绕消

费领域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发布

提示警示，加强消费知识宣传，营

造良好消费氛围。

消费者也要树立健康消费理

念，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倡导文明、

健康、绿色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

增强维权能力，依法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共同构建良好消费环境。

优 化 消 费 环 境 绝 非 一 日 之

功。在各方携手努力下，我国消费

环境将不断优化，释放更充足消费

潜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来源：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