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赣穗组合港”班列首发暨广
州港（赣州）云堆场启用仪式在赣州国际
陆港举行。当天首发的“赣穗组合港”班
列，满载家具、竹制多层板等货物，货值
300余万美元。

这是继“赣深组合港”后，江西赣
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加
快建设“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又
一成果。

据了解，“赣穗组合港”复制“赣深组
合港”经验，依托两地铁路枢纽优势，实
现广州港闸口信息系统与赣州国际陆港
组合港信息系统对接，有效解决内陆铁
海联运业务出口空箱渡箱时效长、进口
用箱期短等难题。

“相较于传统模式，组合港模式使外
贸企业在出口货物时减少约40%的运输
时间，运输成本可降低30%。”赣州国际
陆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平
说，截至今年11 月底，组合港海铁联运
总发运量为23,238标箱，其中出口8720
标箱，进口14,518标箱。

为进一步发挥组合港模式的优势，
提升赣州国际陆港的货物积聚功能，赣
州国际陆港大力发展铁海联运“三同”班
列，不断深化与深圳、广州、厦门、宁波等
地沿海港口的合作。今年6月，深圳平

湖南至赣州国际陆港开通“融湾号”城际
货运列车，缩短两地线路运行时间 6-8
小时。

据介绍，“融湾号”实现了货运班列
公交化、快捷化，是铁海联运“三同”班列
的升级版。同时，通过“全程提单，一票
到底，赣州报关，沿海验放”这一国际物
流及贸易创新模式，极大地提升了当地
企业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让内陆赣州进
一步成为开放的前沿。

作为全国第8个获批的内陆对外开
放口岸，赣州国际陆港按下发展“快进
键”，已初步成为四省九市进出口货物集
散地，实现国际贸易“起运港”“目的港”
功能，从木材运输的单一通道发展成为

“多口岸直通、多品种运营、多方式联运”
的国际物流枢纽，累计开行中欧（亚）班
列超1200列、铁海联运“三同”班列和内
贸班列超11000列。

据了解，赣州国际陆港班列覆盖中
亚五国及欧洲20多个国家，在港口经济
的带动下，吉利科技、格力电器、富士康
等一批龙头企业纷纷落户赣州。而南康
家具产业集群产值也从建港前的300亿
元，发展到 2016 年突破千亿元大关，
2021年超2300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实
木家具制造基地。 （据人民网）

“赣穗组合港”班列首发
货物出口运输时长减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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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维 更逼真 更有趣

校际联动打造“元宇宙+课堂”
12 月 8 日晚，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教师许林波与华侨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慰
星通过元宇宙平台开展了一堂以“区块
链证据诉讼运用及其法律问题分析”为
主题的《民事诉讼法》+《电子证据学》跨
校联合授课，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吴旭
阳领衔的创新团队提供全程技术支持与
指导。此次“元宇宙+课堂”的尝试引起
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收获了热烈反响
和众多好评。与传统的线上授课方式相
比，“元宇宙+课堂”更多维、更逼真，增
添了更多的真实性与趣味性，提高了老
师、学生上课的专注度，也满足了“云上
课”的现实需求。

赣闽两地三校 同步同堂同学

相对于传统教育行业对于地理空间
或线上空间的依赖，“元宇宙+课堂”提
供了一种更多维的视角以重构空间关
系，可以看作是以动画形式为主的虚拟
现实教学的迭代提升。“元宇宙+课堂”

以虚拟现实等方式作为呈现入口，将各
课堂主体构建虚拟在场，通过对各感官
的模拟，再现线下课堂带来的感觉。

在此次元宇宙教学活动中，赣、闽两
地三校近五十余名本科生、研究生通过注
册登录，同步同堂同学，不仅可以获得专
属身份和虚拟形象，还可以进行“点赞”

“鼓掌”“打招呼”“即时发言”等课堂互
动。平台构建的办公环境设施完备，讲
台、座位和多媒体设备还原了课堂情境，
主讲嘉宾陈慰星教授在元宇宙讲台分享
精彩的研究成果，背后是授课PPT内容呈
现，虚拟人物“学生”一一落座于台下椅
子，真实地模拟了线下课堂的场景。学生
在元宇宙中的行为并不是单一的，如果想
要看得更清楚，可以通过自主操作，坐到
前排椅子上，想要向老师提问，可以通过
举手，实现与老师的即时互动。

创新教学理念 探索无限可能

“元宇宙+课堂”作为新媒体技术背

景下“新文科”领域法学教育的一次创新
实践，为师生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平等
的交流环境，对激发学生学习与思考的
主动性有积极意义。元宇宙办公平台全
面数字化、高效率的智能协作工具和一
站式管理工具有效改变了远程办公的氛
围冷淡、协作低效、管理困难等问题，突
破了传统远程办公体制的先天缺陷。“第
一次体验元宇宙在法学课堂中的应用，
课堂的形式有趣，氛围轻松，这是一次十
分难忘的课堂经历”“当电子证据遇上元
宇宙，这是一次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全新
探索，作为年轻学子，我们感觉非常激
动”“今晚是一次美好的开始与尝试，让
我们以开放、求索的姿态主动拥抱新时
代的每一次变革！”同学们在课后纷纷表
达此次学习的体会。

教育产品与数字化结合，成为数字
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2022年，高新科
技被迅速引入和应用于教育教学，通过
教育科技赋能，达到减负增效、均衡优质

的教育改革目标。2018年，江西财经大
学开设首批交叉融合专业“数据法学专
业”以来，积极探索新兴技术在教学创新
改革中的应用。《电子证据学》课程作为
数据法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之一，充分
体现了信息科技与法学在新时代的融合
发展趋势。开课至今，由该校法学院谢
小剑教授、许林波博士及软件与物联网
学院胡冬萍副教授组成的复合型教学团
队不断创新教学理念、内容与方法，坚持
以学生为中心，大胆尝试信息技术的教
学应用，除本次元宇宙教学活动外，团队
合作开发了首个法学主题的VR教学课
件，并成功入围第四届江西省 VR 课件
大赛；指导学生完成的唯一一个法学类
参赛项目《电子证据的收集与提取》荣获
第二届江西省大学生虚拟现实大赛暨第
五届中国虚拟现实大赛江西赛区二等
奖，探索了新文科领域法学教育的无限
可能。

（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紫微）

近四成规上工业企业
实现数智化转型

“佛山智造”
助力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广东省佛山市坚持把产业数
字化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全方
位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
化转型，在广东率先打造标杆工厂、改造
产业集群、提升供给效能、培养专业人才、
强化金融支持，促进企业研发、生产、管
理、营销和上下游产业链一体化高效协同
发展。佛山市累计建成 5G基站近 1.8万
座、工业互联网应用标杆示范项目45个、
广东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55个。

佛山精准补短板，确立“标杆企业示
范转、产业链条协同转、产业集群联合转”
的转型思路，搭建工业互联网行业平台，
研究低成本、快部署、易运维的通用解决
方案，让产业“抱团转型”“集群升级”，向
价值链中高端进军。佛山相继建成 222
个数字化示范工厂、车间和标杆项目，引
入150家优质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带动10
万家企业“上云用云”。佛山纺织印染产
业集群工业互联网平台启用之后，加入平
台的企业年产值平均提升15%、能耗平均
下降30%。

随着数智化技术激活与供需互联场
景升级，佛山许多传统制造企业成功转
型，产品结构优化，市场竞争力增强。

在传统制造业竞相开展数智化转型
之时，大批先进制造业企业也聚集佛山。
今年初，新获批成立的佛北战新产业园迎
来“开门红”——一季度 26个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涵盖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
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健康食品、节能环
保等领域，成为佛山数字产业生力军。

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越来越多
的“佛山制造”转向“佛山智造”，降本提质
增效，激活发展潜力，为佛山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去年，佛山市新增“小
升规”工业企业 1801家，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达2.68万亿元，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达52.8%。佛山市累计新增各级专
精特新企业达 1892 家，境内外上市企业
达72家。 （据《人民日报》）

山东：

分布式光伏以“绿”生“金”
注入绿色发展新动能

山东是我国经济大省，也是用能大
省。国务院近期发布《关于支持山东深
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提出“支持山东大力发展可再
生能源，探索分布式光伏融合发展模式”。

在阳谷县阎楼镇张岩寨新村，由社
会资本投资建设的 11 兆瓦屋顶分布式
光伏电站已经投运。“有太阳就能发电有
收入，光伏发电每年能为村集体增收30
多万元，稳定收益期可达20年。”村支书
张伟说。

来自国网阳谷县供电公司的统计数
据，目前阳谷县分布式光伏并网户数达
到9472户，并网容量141万千瓦，以“绿”
生“金”为群众和企业送上“阳光存折”。

分布式光伏“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的特性，既降低了企业用电成本，又具有
节能减排的生态效益。在聊城东阿县，
东阿阿胶集团在各个办公楼和生产车间
屋顶共安装了3.3兆瓦的光伏发电设施，
年发电量350万千瓦时。 （据新华社）

首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在杭州启幕

12月11日至14日，首届全球数字贸
易博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本届数
贸会以“数字贸易 商通全球”为主题，展
会面积8万平方米。数贸会汇聚了境内
外800余家数字贸易头部企业。

图为12月11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
心拍摄的首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现场。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