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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近日在“新时代工业和信息化发展”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消费电子多元化创新成果

层出不穷，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诸多“世界首

发”消费电子产品陆续问世，包括全球首款消费级可折叠柔

性屏手机、全球首款叠屏电视等，彰显了中国创新能力水平。

国际数据公司IDC相关报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中国折

叠屏产品出货量超过110万部，同比增幅约为70%。在智能

手机市场出货量同比下滑的背景下，折叠屏手机细分市场依

然实现了快速增长，部分产品还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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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舌尖上的安全”

清晨，是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菜场
最热闹的时候。菜场蔬菜农药残留快速检测室
检测员李玲走到一个摊位前进行抽检。接过摊
主递来的生菜，李玲掰下一片菜叶，放进样品
盒，带回检测室。“通过仪器检测，只需几分钟，
就能查出果蔬农药残留情况，保证老百姓买到
品质安全的蔬果。”

近年来，武汉市着力推进农贸市场标准化
改造。升级后的农贸市场不仅更清洁美观，而且
更注重提升智慧服务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如今，
全市农贸市场新建或升级蔬菜农药残留快速检
测室315间，快检覆盖率达到99%。

食品安全关系着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智慧菜场能为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把好第
一道关口。

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灵山卫街
道的东街农贸市场，自 2020 年开始进行智慧
化改造，建立起大数据平台。市场内实时交
易记录、档口满意度、产品抽检情况等信
息，都会公示在市场中央的大屏幕上，全面
实现了“来源可溯、去向可查、责任可追”的智
慧化管理。

“每天早上 8 点前，我们会对摊位的菜品
进行抽样检查，然后上传到大数据平台。比如
今天抽检的是黄豆芽、小白菜、油麦菜等产
品，检测结果已经公示了。”据东街农贸市场负

责人苏雷介绍，市场内配备的食品快检室，可
对农药残留、“瘦肉精”、孔雀石绿等化学物质进
行现场快速检测，并同步上传数据。如果检测
出不合格产品，市场管理方可以第一时间下
架、召回。

“大数据平台还能对市场的客流量和营业
额等数据进行公示，为商户提供参考数据。同
时，市场也为每家商户配备了统一使用的智能
电子秤，让顾客在买菜时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
商品名称、重量、单价、金额等，使购物过程
更加透明便捷。”苏雷说。

展示城市文明形象

智慧菜场不仅为守护市民餐桌安全提供助
力，也是一扇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直观窗口。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的花果山农贸市
场，是当地建设智慧农贸市场的一个范本。家
住附近的市民梁文华记得，过去这里是一个露
天集市，一到夏天，蚊蝇满天飞，随地堆着损
坏、腐烂的瓜果，气味难闻。

而今，改造后的菜市场室内空间宽敞明
亮、地面干爽整洁。各个档口的招牌颜色统
一，蔬菜、肉类、水果、水产、豆制品等各
类农产品，划分在不同的区域。每家商户的
摊位上方，悬挂着信息展示屏，摊主姓名、
营业执照、菜品价格等信息，真正做到了公
开透明，既方便市民采买，也利于市场统一
监管。

“经过智慧化改造，菜市场不仅环境大变
样，监管也更加有序了。”经常到这里买菜的
梁文华对市场的升级改造赞不绝口。他还特
别喜欢市场里新配备的智能溯源电子秤，“称
重后打印出的小票上有个二维码，扫描后能
查看所买菜品的溯源信息，这让我们吃得更
放心了！”

菜市场是人流密集场所，智慧化手段也为
这里的防疫工作提供了帮助。最近，走进江苏
省无锡市梁溪区刘潭农贸市场的市民会发现，
市场入口处多了一台带电子屏幕的机器。顾客
进入市场前，只需在屏幕前出示身份证或者健
康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识别认证。

“农贸市场人员密集、流动性大，是疫情
防控的重点区域之一。”刘潭农贸市场管理人
员介绍，这台智能设备支持戴口罩时的人脸
识别、身份证扫描和人体测温，投入使用后
缩短了人工进行扫码登记的时间，也避免了
顾客排队拥挤，给农贸市场的防疫工作带来
了便利。

推动智慧菜场建设

为支持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推动智慧菜场
建设，多地出台相关政策。

安徽省将“文明菜市行动”作为全省十大
暖民心行动之一，研究制定了《文明菜市行动
方案》。方案提出，2022 年，现有存量不达
标 菜 市 的 40% 完 成 整 治 和 改 造 提 升 ； 2023

年，现有存量不达标菜市全部完成整治和改
造提升；2024 年至 2025 年，全省所有菜市达
到“干净卫生、清洁明亮、管理有序”的文明
菜市要求，形成文明菜市建设和管理的长效
机制。

青岛市市场监管局制定印发 《青岛市
2022 年农贸市场新建和升级改造实施方案》
和 《青岛市规范化农贸市场创建办法》，计
划在 2022 年，新建和升级改造农贸市场 10
处以上，创建规范化农贸市场 40 处以上，争
取利用两年时间，实现农贸市场规范化达标
率 100%。

呼和浩特市着力推进全市农贸市场规范化
建设，实行“以奖代补”政策，对 17 家已达标
的农贸市场给予资金奖励，激发市场主体升级
改造的热情，以带动全市农贸市场硬件设施水
平的提升。

小小菜市场，牵动大民生。从马路边的小
菜摊，到传统的室内农贸市场，再到新兴的智
慧菜场，人们买菜的环境不断改善、体验不断
提升。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老百姓的“菜
篮子”将拎得更舒心、更放心。

左图：在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贤士湖花园
菜场内的食品安全快检室内，检测师对当天采
集的菜品进行快速检测。图为菜场入口处的大
屏实时显示检测结果。时 雨摄 （人民图片）

右图：一名主播在浙江省瑞安市玉海街道
周松菜市场网络直播间销售农产品。

孙 凛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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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是城市生活中极具烟火气的民生场所，直接关系着

千家万户的“菜篮子”。伴随 5G、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发

展，全国各地兴建起一批“智慧菜场”，为百姓带来了更舒心的

买菜体验。

屏幕折叠带来新鲜感

折叠屏手机，是通过柔性屏等
实现手机显示屏的可折叠，达到兼
具大屏显示效果与方便携带的双重
特性。从折叠方案来看，目前折叠
屏手机有横向内折、横向外折以及
竖向内折等多种形态。

“折叠屏给用户带来的首先是新
鲜感，因为屏幕折叠这一动作本身
就很酷。”电子产品爱好者小周介绍
了他“尝鲜”折叠屏手机的原因。

当然，折叠屏手机带来的新鲜
感不仅仅局限于折叠这一形式本
身，由折叠而延伸出的“新玩法”
给用户们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直
屏手机的使用体验，拓展了手机的
概念。

可折叠的屏幕为用户提供了“刷
剧新姿势”。“像我正在使用的这款折
叠屏手机有‘帐篷模式’，在亮屏解锁
状态下，倒扣手机呈‘帐篷’态放置，
画面就会锁定在外屏显示，可以直接
用外屏来看剧、刷视频，再也不用手
机支架了。此外，折叠屏手机内屏展
开后的大尺寸优势也带来了全新的
视觉体验，效果更加震撼。”小周说。

“竖向折叠的手机对于爱自拍的
女生来说简直就是新一代‘自拍神

器’——将屏幕翻折找到最佳的自拍
角度，下半屏作为手机支架，上半屏
实时预览，彻底解放双手，这样就可
以和姐妹们尽情‘凹造型’了。而且，
竖向折叠的手机在折叠状下只有手
掌大小，方便放进衣服口袋里。”喜欢
自拍的小杨说。

“多屏互动同时收看两场比赛”

折叠屏概念固然新潮，但硬件
层面带来的酷炫效果只是基础，真
正决定用户体验的还要看手机厂商
能否在软件层面打造出一套与折叠
屏使用逻辑相匹配的应用生态。

艾媒咨询调研数据显示，在选
择折叠屏手机时，关注折叠屏手机
智能系统的受访用户均超过六成。

“个人觉得一个稳定、好用的分屏操
作系统特别加分。”一名经常需要在
手机端处理工作信息的网友说。

目前，多任务分屏显示功能已
经成为折叠屏手机的标配，用户可
以边参加线上会议边写纪要，边使
用社交软件沟通工作进展边通过办
公软件查看数据报表，大大提升了
手机端的移动办公效率。

在操作系统之外，第三方应用
软 件 层 面 的 适 配 也 在 加 快 步 伐 。
以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购物软件

为例，通过应用内的分屏可以实
现左半屏浏览商品列表，右半屏
查看具体的商品评价，更有助于
用户快速了解相关商品，做出最
终的购买决策。

在视频应用层面，折叠屏手机
内屏的大尺寸、可分屏的优势同样
突出。通过分屏显示功能，用户可
以在部分应用软件中实现多路内容
的同时观看。“在我的折叠屏手机
上，咪咕视频等软件可以实现体育
赛事的多路视频支持，这样用户就
可以利用多屏互动同时收看两场比
赛的直播，不错过每一个精彩瞬
间，再也不用纠结看哪一场了。”一
名体育迷用户说。

性能仍需不断完善

近年来，折叠屏手机行业快速
发展。在华为、vivo、OPPO、小米
等厂商的持续推动下，折叠屏手机
历经迭代优化，各式新品密集上市。

专家认为，折叠屏手机在手机
产业中仍是一个有待市场长期检验
的细分赛道，且折叠屏生态系统的
建立与完善也非一日之功。

不少网友介绍了他们在使用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体验欠佳的情况。
从智能手机硬件指标来看，由于机
身结构带来的限制，折叠屏手机在
机身重量、电池容量、散热性能、
屏幕抗摔程度等方面与直屏机型仍
有差距。

从价格层面来看，大部分折叠
屏手机相较于同配置的直屏手机仍
高出不少，这也成了众多消费者选
择“继续观望”的主要因素。

业内人士指出，折叠屏手机在
部分使用场景给用户带来独特的使
用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手机
的使用效率，收获了一定范围的消
费群体。但在未来，折叠屏手机这
一细分赛道的市场挑战依然巨大，
要想从一个风口概念成为多数用户
的日常选择，折叠屏手机的行业参
与者们仍然任重道远。

你“尝鲜”折叠屏手机了吗？
徐嘉伟

市民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某手机体验店内选购折叠屏手机。
孙凯芳摄 （人民图片）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智慧教育”校园云平台
日前正式上线使用。该平台依托“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
术，对校园管理、网络阅卷、网络会议、电子班牌等实施智能信息化，将管
理与教学融通，逐步提高云南边远地区教育质量。图为工作人员在该县教育
体育局利用云平台与独龙江中心学校连线。 梁志强摄 （人民图片）

本报北京电（记者王政） 记者近
日从 2022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
获悉，近年来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
激励技术创新、完善政策体系、优化
发展环境，有力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今年上半年，
具备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销量
超 288 万辆，截至 6 月底实际道路测
试里程超过1500万公里。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势头强劲。
2021年，全国搭载组合辅助驾驶系统
的乘用车新车渗透率为 20%左右，其
中新能源汽车新车渗透率超过 30%。
今年上半年，具备组合驾驶辅助功能
的乘用车销量超 288 万辆，渗透率升
至32.4%，同比增长46.2%。

技术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发挥国
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作用，推动
自动驾驶基础平台、车载操作系统等
联合攻关，搭建测试验证公共服务平
台，加速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目
前，新一代电子电气架构、车用操作系

统、大算力计算芯片、车规级激光雷达
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测试应用示范加速推进。截至 6
月底，全国开放各级测试公路超过
7000 公里，实际道路测试里程超过
1500 万公里，自动驾驶出租车、无人
巴士、自主代客泊车、干线物流以及
无人配送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开
展。17 个测试示范区、16 个“双智”
试点城市完成 3500 多公里道路智能
化升级改造，装配路侧网联设备 4000
余台。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
联汽车不仅为汽车产业创新发展注入
新的强大动能，更将带动智能交通、智
慧能源、智慧城市等领域的深刻变革。
当前，智能网联汽车正处于技术快速
演进、产业加速布局的关键时期，工信
部将推进“十四五”规划实施，坚持

“车-路-云”一体化发展路线，强化创
新驱动、优化政策供给，加快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化进程。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应用加速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