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网·AU123.COM编辑：潘言

THE PACIFIC DAILY   2020 年 11 月 28 日 / 星期六         A.11

江苏新闻JIANGSU NEWS
澳洲网·AU123.COM 江苏新闻

C.08

JIANGSU NEWS
编辑：亚楠

THE PACIFIC DAILY   2020 年 11 月 28 日  / 星期六

      云论坛、云巡展、云发布、

云工厂、云物流、云销售……

11 月 26 日，2020 世界智能制

造大会在南京拉开帷幕。无处

不在的“云”概念，让这场大

会成为“云上智造”时代的全

景展示舞台。

　　本届大会由江苏省人民

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

同主办，以“智能制造引领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由于疫情

影响，这场国际会议的开闭幕

式、主题论坛、分论坛，甚至

展览和嘉年华活动，均采取线

上线下同步方式举办。

　  巡览 3D 云上全景展厅，

成为今年大会开幕式的亮点。

2020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在南京开幕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家祭：白发渐少 薪火待传

     ▲ 11 月 25 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在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名单墙前举行。图为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右二）参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
                                                                                       泱波 摄

无论是通过会场大屏、或是每

个人的手机屏幕，都可即时进

入“云”上虚拟展厅，先进制

造企业的产品演示、方案推荐

乃至于展览沙盘，随着鼠标和

手指的点击和缩放，现于眼前。

　　现场连线中兴通讯“用

5G 制 造 5G” 生 产 线， 云 上

探访“智能制造工厂”“小

米黑灯工厂 ( 无人车间熄灯生

产 )”“阿里巴巴‘犀牛智造’

灯塔工厂”……尽管参会的线

上线下嘉宾，远隔数公里乃至

于半个地球，但云上展厅、工

厂、销售供应链，均伸手可触，

令人深刻感受到“云上智造”

时代在中国的即将到来。

    “目前，( 中国 )5G、工业

互联网等网络设施加快建设，

已形成 70 个有较强影响力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特别是在今

年以来的新冠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中，智能制造在畅通产业

链、稳定供应链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展现出强大的成

长潜力。”正如工业和信息化

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致辞

中表示，中国将借此机会，继

续推动产业数字化和传统产业

智能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数

字经济同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

　    这一趋势也正在成为全

球工业发展的大势。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执行干事伯纳德在

开幕式上通过视频发言称，今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工

      在一年一度国家公祭日到

来前夕，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家

庭祭告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名

单墙前举行。

　   11月25日，幸存者夏淑琴、

葛道荣、石秀英、马庭宝、路

洪才、艾义英、余昌祥，以及

部分去世幸存者家属，在蒙蒙

细雨中，再一次为逝去的亲人

送上鲜花和哀思。祭奠的人群

中，白发老者越来越少，年轻

的身影正在多起来。

　　“只要身体允许，家祭我

是每年都要来。不来我心里难

安啊！”家中 9 口人 7 人在南

京大屠杀中被杀害，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夏淑琴蹒跚老迈的身

影，几成每年家祭日的“标志”，

“来这里不仅是祭奠自己家的

亲人，也是告慰每一个死在日

军刀下的同胞。”

　　一滴滴雨水顺着灰黑色的

名单墙流下，93 岁的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艾义英在儿子黄兴

华的陪伴下，给被杀害的亲人

们献上鲜花，“母亲一家 6 口

人被侵华日军杀害，母亲因躲

在山上而幸存。多年来，母亲

总是给我们讲那段悲惨经历，

让我们一定要记住，珍惜今日

的和平。”黄兴华告诉记者。

　　记者从纪念馆了解到，今

年又有四位幸存者逝去，南京

大屠杀已过去 83 年，截至今

年十一月中旬，目前在册幸存

者仅剩下 73 人。

　　“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

经的惨痛记忆。对于侵略者犯

下的罪恶，我们永远不会宽恕。

如果对罪恶宽恕，就是对人性

的践踏和蹂躏。”纪念馆馆长

张建军在家祭活动上表示，

“历史，需要一代一代的传承，

即便这种传承是一个痛苦的过

程。一个缺少痛感的民族注定

是没有凝聚力的。我们身边名

单墙上密密麻麻、一个个的名

字仿佛一直在诉说，提醒我们

不要回避、不要遗忘曾经鲜血

淋漓的伤痛。”

　　据张建军介绍，去年以来，

该馆已经启动幸存者二代的普

查，目的就是传承历史的记忆。

“对于今天的人，特别是青年

人来说，知道我们的过去的经

历十分重要。在我们深切缅怀、

沉痛悼念遇难同胞的同时，我

们将继续通过纪念馆多样化的

教育功能的实现，告诉人们团

结一致的重要性，奋发图强的

重要性，勇敢斗争的重要性，

珍爱和平的重要性。” 

                          申冉 葛勇 文　　　 

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收官 

       11 月 23 日晚，戏曲百戏

( 昆山 ) 盛典圆满落幕。通过

持续三年的努力，作为“百戏

之祖”昆曲发源地的昆山终于

将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的成

果转化为舞台呈现，实现了全

国 348 个剧种同“台”竞技

的“大团圆”。

　　 2020 年戏曲百戏 ( 昆山 )

盛典以“汇中国百戏展戏曲新

颜”为主题。展现了中国戏曲

经典剧目的独特魅力，还让少

数民族剧种、稀有剧种、濒危

剧种走上全国性舞台，激发了

中国戏曲艺术发展活力和潜

力。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司

长明文军在闭幕式致辞中表

示，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百戏

( 昆山 ) 盛典将全国地方戏曲

剧种普查的成果转化为舞台呈

现， 在 3 年 内 对 348 个 剧 种

和木偶剧、皮影戏的代表性经

典作品进行巡礼展示，是全国

性的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戏曲

展演展示活动，在中国戏曲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连续三年举办的戏曲百

戏 ( 昆山 ) 盛典上，408 个剧

目在昆山进行了 201 场演出，

共 12000 名演职人员参演，现

场观众人数达 11 万人次，网

络直播观看量超 1.5 亿人次。

　　江苏省淮剧团团长陈明矿

说，中国戏曲博大精深，百戏

盛典通过网络宣传直播、观众

现场感受、专家的研讨品论、

戏曲人的交流，唤醒人们对传

统艺术的尊重和喜爱。

　　保护与传承，是戏曲百

戏 ( 昆山 ) 盛典的另一主题。

3 年来，昆山已完成每场大戏

折子戏初剪累计 7000 分钟；

口述史采访 350 人，累计记录

103T 素材；举办 80 场特色戏

曲文旅延伸活动，接收到各参

演单位捐赠的代表性藏品 4411

余件 ( 套 )。

　　闭幕式戏曲晚会上，当代

知名戏曲表演艺术家们齐聚，

昆曲、京剧、婺剧、花鼓戏等

剧种的精彩上演，为百戏盛典

圆满收官。                 钟升文

     ▲ 近日，在南京首届马术比赛嘉年华活动中，参加障碍赛的
马术运动员驰骋赛场，一展英姿。                                 泱波 摄

     ▲ 11 月 20 日，航拍南京紫金山景致。眼下的南京紫金山层林尽染，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画卷。
                                                                                                                                            泱波 摄

“云上智造”时代即将到来
业发展均遭受了不可避免的影

响，“面对疫情，供应链被破

坏，可迁移性降低，这成为制

造业需要克服的关键障碍。在

这样的背景下，智能制造的角

色变得尤其重要，善于运用数

字化方案的企业，能更从容应

对风险、迅速适应变化。疫情

所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

产业变革，正持续帮助保障基

本服务和供应链，加强商业和

社会的弹性面对未知的挑战和

冲击。”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对于企业来说，更是升级发展

的必经之路。

    “向上连接生产、向下服

务用户。零售企业与智能制造

有着紧密的联系，是连接和协

同智能制造的重要端口。”苏

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在开

幕式上分享了企业转型发展的

“秘诀”，“苏宁的 C2M 集

团 (Customer-to-Maker，客户

直连制造端 )，是一个基于大

数据洞察，协同供应链，集 IP

打造、目标市场预测、精准投

放及用户数据回流为一体的平

台，实现了消费需求驱动的数

字化、规模化生产，目前该平

台已经发展成为近千亿规模的

智能制造产业集团。”

   　记者了解到，作为连续五

届世界智能制造大会的主办

地，江苏南京近年来也持续加

快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等系统布局，对市域内企业

实施互联网提升计划，推动智

能制造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

展；同时完善技术应用和产品

推广机制，推出更多应用场

景，为智能制造发展提供最优

保障。

　    在当天的大会上，由中

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和

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联盟共同发布的《2020 世界、

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和《2020 国内智能制造标杆

企业》名单中，基于工业互联

网平台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

案，基于云 - 边 - 端一体化协

同解决方案、跨行业融合等技

术均占据了一席之位，也展示

了“云”概念在未来智能制造

中的不可或缺。    

                              申冉   文　　　 

全国348个剧种终得“大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