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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导引车搭载了自主研发的传感

器，能避让动态和静态障碍物，在复杂路况下

稳定运行；车间里，工业清洁机器人驶入工作

区域，完美实现共线运行；红色的机械臂上下

挥舞，正在为汽车车身上数千个焊点进行焊

接作业……近日，《工人日报》记者深入采访

以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为代

表的沈阳市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集群。

沈阳，这座曾以重工业闻名的城市，如今

正经历着由“重”向“轻”的转型。这一转型的

背后，是沈阳机器人产业的崛起与发展。坚

实的工业基础为沈阳机器人产业发展厚植了

沃土，这几年随着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和产业

集群效应日益凸显，沈阳正奋力将机器人打

造成城市新名片。

从两颗“明珠”开始

沈阳市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集群的形成及

发展，离不开两颗“明珠”。一是中国科学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诞生了中国第一台工业

机器人样机，被誉为“中国机器人的摇篮”，已

有近 50年机器人技术研究历史；二是沈阳新

松机器人公司，由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30多名

科研人员创建，是我国第一家机器人上市企

业，名字来源于“中国机器人之父”——沈阳

自动化研究所原所长蒋新松。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是我国重要的工

业基地。依托雄厚的工业基础，得益于沈阳

自动化研究所的技术支撑，从 2000年新松公

司成立开始，沈阳机器人产业集群逐步发展

壮大，并成为优势产业，带动全市从传统工业

向智能制造转型。

“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沈阳具备独特优

势。”2023 年 7 月，在第八届中国沈阳国际机

器人大会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秘书长宋

晓刚说。他认为沈阳作为中国重要的装备制

造业基地，产业转型升级可为机器人产业提

供丰富的应用场景。沈阳自动化所是机器人

科研领域的“国家队”，新松公司的技术创新

和产业化发展能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量大

面广的应用场景优势和技术创新、产业发展

优势在沈阳完美结合，极大地拓展了机器人

产业应用的广度和深度。

沈阳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沈阳以

新松为代表的机器人产业链条基本形成，上

下游配套企业超500家，能够提供工业、协作、

移动、特种、服务五大类近百种机器人产品。

截至目前，沈阳市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集

群集聚了 662 家规上工业企业，拥有国内最

全的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品线。

带动产业梯度发展

如何将机器人产业做大做强？沈阳给出

的回答是“产业发展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

2017年 10月，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建

设的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落户沈阳。中心由

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

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新松机器人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等 15 家国内机器人领域的

优势单位投资建设，旨在解决产业基础问题

和共性关键技术。中心成立以来，承担了多

项国家、省部级重点研发项目，累计申报了重

点知识产权 60余项，参与编写国家标准 2项。

据介绍，为完善相关政策支持，沈阳出台

土地、投资、转型升级等方面的 35 条支持机

器人产业发展政策，同时制定了沈阳市机器

人产业三年行动方案；在现有 6 支院士团队

的基础上，沈阳每年培养机器人领域研究生

以上人才 500 余人，积极推动国科大机器人

与智能制造学院、东北大学机器人学院等院

校机构将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丰富

人才供给；围绕头部企业布局规划机器人产

业园区。

2023 年 9 月，由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与

新松机器人投资共建，成立了沈阳机器人产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市国资委主任兼沈阳产业技术研究

院院长邵文龙表示，沈阳机器人集团成立的

初衷，不光是为龙头企业分忧，更要放大龙头

企业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新松机器人公司

研发优势，以及产研院创新发展的协同优势，

推动机器人技术攻坚及科技成果转化，带动

沈阳机器人产业梯度发展。

向新求变竞逐未来

如何找到好项目？机器人集团也有创新

探索。从“找项目的人”发力，沈阳产业技术

研究院引进了 120 名项目经理，全部都是科

研人员出身。山天涯就是其中之一，大学毕

业后，他先进入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成为机器

人方向的科研人员。2022 年，他加盟沈阳产

业技术研究院。

“因为是做技术出身，对机器人产业链上

下游都很熟悉，哪里有好项目，哪里有好的技

术突破，我们都非常清楚。”山天涯说，过去做

科研主要任务是实现技术突破，如今身份转

变，他的主要使命是寻找技术的市场价值。

以超薄智能搬运机器人项目为例，技术来源

于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牵头成立的国家机器人

创新中心，就是由他发掘并实现落地的。

从市场看，机器人行业前景广阔。2023

年，全球超过一半的工业机器人被销售到中

国市场。然而，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

资金问题。

对此，邵文龙表示，沈阳机器人集团正在

打造三大业务平台：高端创新平台、集群促进

平台、产业投资平台。打通创新链，整合行业

龙头企业、大院大所、新型研发机构、离岸创

新中心等多方主体，推动研发成果快速在本

地代表性企业验证和落地；打通产业链，开展

成果转化、企业孵化，打通产业链堵点断点；

打通资金链，引入更多金融机构、投资基金、

技术评估机构、担保机构，为产业提供资金和

金融服务；打通人才链，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

产业链提供多层次人才保障。

“三大平台希望能够打通‘四链’，通过孵

化更多项目公司，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加

入，做大做强机器人产业链。”邵文龙说。

东北大学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李

凯表示，用机器人技术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是东北的未来之路，沈阳只有向新求变，

竞逐未来，才能重回中国工业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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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工业基础为沈阳机器人产业发展厚植了沃土，这几年随着核心技术不断突破

和产业集群效应日益凸显，沈阳正奋力将机器人打造成城市新名片。

坚实的工业基础为沈阳机器人产业发展厚植了沃土，这几年随着核心技术不断突破

和产业集群效应日益凸显，沈阳正奋力将机器人打造成城市新名片。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刘红文

从新疆沙雅县城出发向南，经过 60余公

里的车程就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映入眼帘

的除了绵延不断的沙丘，更多的是沙漠边缘

郁郁葱葱的胡杨、新疆杨，一眼望不到头，林

间梭梭、沙枣等沙生植物也是枝繁叶茂。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心，

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阻挡沙漠对绿洲的侵蚀，是沙漠边缘人们的

永恒主题。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阿克苏地区开

启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防沙治沙工作。 40 多

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筑起一道宽 60公

里、长 386公里的“绿色长城”，成功阻止了沙

漠入侵绿洲。

造林缚沙龙，沙丘变绿洲

陈月琴沙雅县盖孜库木乡库木博斯坦村

村民。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生活在这里的

村民最怕的就是每年春秋两季的沙尘暴。“沙

粒顺着门缝吹进屋里，人脸上、头上全是沙

子，桌子上、床上也全是沙子。”陈月琴说。

自 1978年“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后，阿

克苏地区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支持，启动实施

了“三北”防护林工程，防沙治沙工作就此拉

开。每年春秋季，广大干部职工群众自发来

到沙漠边缘及戈壁荒滩开展义务植树造林活

动……40 多年来，在绿洲与沙漠交界处植出

面积为 2.3万平方公里的绿洲。

造林缚沙龙、沙丘变绿洲，如今行走在塔

河两岸，处处披绿装，林成行、沟相通、渠相

连，悠悠碧波与葱葱花木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向沙漠要效益

沙漠绿了，百姓富了，这是人类与沙漠相

处当中，一个双赢的结果。利用但不破坏，展

现出人与自然之间一种平衡的艺术。在防沙

治沙中，当地尝试开展光伏治沙、微咸水滴灌

种植梭梭、沙漠种植肉苁蓉、罗布麻等，探索

出一条符合自然规律和区情的特色防沙治沙

道路。

每年 4 月，正是沙漠种植肉苁蓉的采收

期。走进位于沙雅县盖孜库木乡万亩梭梭治

沙示范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挖肉苁蓉。在

该基地的烘干车间，一车车的肉苁蓉正等待

烘干和精深加工。“每亩肉苁蓉的产量能达到

200 多公斤，现在市场行情好，每亩地收入能

达到 2000 元左右。”沙雅县漠鑫开发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任朋辉说道。

向沙漠进军，除了要战胜沙漠，还要向沙

漠要效益。各地充分调动社会、企业、群众等

各方面力量参与“沙产业”发展，共同唤醒沙

漠资源，做好“独特性”大文章。

得益于境内充足的沙资源优势，阿瓦提

县采取企业主导、扶大扶优扶强的政策，建设

了占地 8300 余亩的刀郎部落景区。凭借沙

漠、胡杨等优质的自然风光，景区每年都会吸

引疆内外众多游客，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发展，

让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沙雅县沙漠公园、库车市沙漠公园、沙雅

县沙雁洲景区、新和县沙漠花海景区等一批

景区和企业的建设和落户，让沙漠经济充满

澎湃动力。

土地退化“零增长”

据统计，2023 年，阿克苏地区涉沙旅游

业游客数量为 24.21 万人，年收入约 834.9 万

元。截至目前，沙区种植特色经济植物面积

达 25.79万亩，涉沙产业企业 12家，2023年沙

产业企业产值合计 8900万元，带动就业 5000
余人，人均增收 4000余元。

数据显示，目前阿克苏区森林面积达

1737.1 万亩，覆盖率从 2012 年的 6.5%提高到

目前的 9.06%，与此同时，实现了土地退化“零

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

十年树木，非一日之功。虽然地区的总

体生态环境在不断向好，但自然生态环境脆

弱、易发生土地荒漠化的自然条件并没有变。

2023年 10月 13日，新疆生态环境保护暨

荒漠化综合防治大会召开，对打好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缘阻击战作出部署。在充分论证地区

水土条件、大风途径及影响程度后，今年 3月

23 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在沙雅县

盖孜库木乡一沙区（塔河南岸）正式开战。

按照规划，至 2030年，阿克苏地区在塔里

木河流域、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实施防沙治沙

治理区域面积 2000.8万亩，采取人工造林、种

草、封沙育林(草)、退化林和草原修复、草方格

固沙、胡杨林生态补水、森林抚育、病虫害防

治、光伏+治沙等 12项综合措施，确保塔克拉

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各项任务高质量完成。

沙漠边缘郁郁葱葱的胡杨、新疆杨，一眼望不到头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筑起“绿色长城”

黄文秀的“接棒者”们
续写青春之歌

闪亮的城市名片③

北京500余场活动服务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6 月 6 日，2024 年度北京市社会化

管理退休人员“京颐活动月”在北京市西城区民族文化宫大剧

院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以“京颐荟文萃·夕阳映红墙”为主题，

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红色主题宣讲、银发市集、京津冀三

地传统戏曲交流展演、优秀书画摄影作品展览等 500 余场活

动，为全市 240万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带来形式多样、亮点

纷呈的“京”味文化盛宴。

据悉，本次“京颐活动月”开幕式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主办，北京市就业促进中心、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西城区人民政府广安门外街道办事处共同承办。活

动现场，来自西城区的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带来了民乐合奏

《我们的世界》、京味儿话剧和主题诗朗诵等节目，展示了桑榆

未晚、晚霞生辉的活力和热情。

参加活动的退休人员王崇德表示：“我从国企退休后，

响应国企改革，实行了社会化管理，本来对退休生活还有些

茫然，这几年参加辖区组织的各种活动，享受着家门口的服

务，交到了很多新朋友，‘京颐活动月’更是给我们这些老年

朋友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我们现在的退休生活精彩

又丰富。”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聚焦退休人员需求，不断简化优化

退休人员社会化接收流程，畅通线上线下办理渠道，让退休人

员享受就近就地社会化相关服务，已累计服务 2.8万余家企业

共计 240余万名退休人员。自 2020年起，北京市着力打造“京

颐杯”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专属活动品牌，采取“市级引领、部

门协同、企业共建、区级联动、街乡配合”的方式，组织开展宣

传教育系列活动，越来越多的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在“京颐

杯”活动的引领下，在社区治理、城市建设、志愿服务、乡村振

兴、红色宣讲、文化传承等各个领域继续发光发热。

本报讯（记者卢越）实践中，用人单位在招录劳动者时，

一般都要求劳动者提供由原单位出具的离职证明。有些用人

单位借此机会，在离职证明中写上“工资已结清，双方再无纠

纷”这样的内容，并要求劳动者签字。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结合典型案例进行以案释法阐明：离职证明不是劳

动者放弃权利的协议。

2022 年 8 月，小刘从某公司离职。该公司当月出具的

离职证明载明“双方无任何劳动纠纷”，小刘在离职证明上

签名。

不久，小刘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扣发的绩效工资

4000 元。小刘诉称，其签署离职证明时，离职当月工资尚未

结清，直至 2022 年 9 月发放 8 月工资时，其才发现公司扣了 8
月的绩效工资。该公司称，小刘签署的离职证明确认双方无

任何劳动纠纷，因此公司无需支付绩效工资。

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为，劳动者在离职证明上的签名，仅

具有签收的法律效果，不能理解为劳动者就证明上载明的内

容与用人单位达成具有处分、放弃自身相关权利效果的民事

协议。离职证明上记载的“双方无任何劳动纠纷”与法院已经

查明的事实不符，应当以查明的事实为准，故判决公司向小刘

支付绩效工资 4000元。

对此，法官表示，离职证明中“工资已结清，双方再无纠

纷”这样的内容，与离职证明的功能无关，法律也没有规定劳

动者需要在离职证明上签字。对于劳动者签名的法律效果，

应当解释为签收，不能解释为劳动者放弃了相关权利。

一位残疾教师的大山坚守

6月12日，在广西桂林市灵川县灵田镇上长岗教学
点，陈建国在给唯一的学生刘佳欢上课。

现年58岁的陈建国是灵田镇上长岗教学点唯一的教
师，他在1岁半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三级残疾。1988年，
成为一名教师后，他回到小学一、二年级曾就读的灵川县灵
田镇上长岗教学点教书，至今36年没离开。

2015年，随着学生逐年减少，其他老师都已调走，陈
建国选择留守这里教着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上学期，
这里只有一名7岁学生，陈建国继续留守。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写“工资已结

清，双方再无纠纷”，法院阐明——

离职证明不是劳动者放弃权利的协议

6月13日，在位于西安浐灞国际港的一处安置小区施工
现场，中建三局西北公司工人在施工平面工作。

近日，陕西西安迎来高温天气，相关单位与社会各方积极
提供多种形式的防暑降温措施，共同为烈日下的坚守者撑起

“遮阳伞”。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撑起“遮阳伞”呵护坚守者

在广西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文秀幼
儿园，小朋友们在玩游戏（6月11日摄）。

广西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是“七一勋
章”获得者黄文秀生前工作过的地方。近
年来，在黄文秀先进事迹感染下，一批“80
后”“90后”和“00后”，相继来到百坭村，有
的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有的远道而来支
教，有的返乡创业……他们把青春投入乡
村振兴工作。如今，百坭村的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