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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
记者报道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18 日晚在
湖北省武汉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
运动会开幕。外国政要、专家和代表团认为本届
军运会为各国军队提供了友好交流的平台，彰
显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埃及武装部队体育局局长哈齐姆准将说，
本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是埃及历史上参赛人员
最多的一次。中方在赛事组织和筹备方面展现
出世界一流水平，给埃方留下深刻印象。军运
会是军事体育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期
待通过此次军运会增进友谊、深化合作。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表示，

世界军人运动会有着促进各国军事文化交流互鉴
的作用。巴西本次派出了众多优秀的军人运动员，
其中不乏为国出征奥运会的运动健儿。本届武汉
军运会的硬件设施及后勤保障赢得世界瞩目。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皮
埃尔·皮卡尔说，世界军人运动会使我们再次意
识到团结在一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国际体育
和竞技运动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汇聚一
堂。这次军运会再次展示了中国在提高人民健
康水平、积极发展体育运动方面的努力，以及通
过体育传播友谊、促进和平的坚定意愿。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德国代表团团长克
里斯蒂安·吕茨肯多夫说，希望看到一届伟大的
军人运动会，“世界军运会对全球各个国家的军

人运动员都非常重要，举办军运会本身就是在
践行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体育传友谊’的理
念”。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军事评论员巴拉涅
茨说，体育就是和平这一精神完全适用于世界
军人运动会。军运会有助于拉近各国军人之间
的联系，促进相互理解，加强不同国家武装力量
之间的交流。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爱德赫雷·卡文斯说，
本届体育盛会彰显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
心，提醒世界各国军队应创造更多友好交流的
平台，共同应对世界和平、人类共同繁荣所面临
的挑战。中国通过主办运动会为世界各国军队
提供了文明交流的机会。

促进交流互鉴 凝聚和平力量
——国际社会热议第七届世界军运会在武汉举行

新华社武汉10月19日电（记
者 张悦姗 李劲峰）第七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19日迎来开幕后首个
比赛日，八一射击队为中国代表团
射落军运会首金！

开幕式火炬手之一金泳德领
衔的射击队获得了男子25米手枪
军事速射团体金牌，这也是本届军
运会产生的首枚金牌。

谢振翔、金泳德、姚兆楠组成
的队伍虽然在比赛中遭遇意外情
况，但在重压下充分展现了威武之
师的英雄本色。在一路领先打到最
后 10 发子弹时，谢振翔突然遇到

“手枪螺丝脱落”的意外，这位老将
并未慌乱，尽量将意外因素影响降
至最低。首次参加军运会的“95后”
姚兆楠，在一度落后的情形下有颗

“大心脏”，彰显了中国军体健儿顽
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

“首金”之外，今天军运会赛场
还创造了几个“首次”。

除了首次参加军运会就夺金
的姚兆楠，在本届军运会首次设立的乒乓球项
目中，名将樊振东带领的中国队在男子团体小
组赛A组比赛中以两个3：0先后轻取希腊队
和朝鲜队，取得“开门红”。马术场地障碍赛团
体和个人赛中，首次组队参赛的中国队发挥稳
定，在当日比赛过后暂列第15名，成绩最好的
毛立新居个人赛第19名。

空军五项是军运会最具军事特色的项目
之一。在19日进行的飞行比赛中，廖伟华以总
分第一的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

“金牌大户”游泳当日共产生了九枚金
牌，中国队拿到其中三分之二，还打破了四项
赛会纪录。名将王简嘉禾在女子 400 米自由
泳中夺冠，李广源登顶男子100米仰泳，朱梦
惠摘得女子50米自由泳金牌，柳雅欣拿下女
子 200 米仰泳冠军，还有一枚金牌来自女子
4X100 米混合泳接力。男子 4X200 米自由泳
接力出现戏剧性一幕，有选手出发抢跳，裁判
吹哨中止比赛，但比赛没能在第一时间停下
来，导致包括中国队第一棒汪顺在内的数名
选手游完了200米。好在中国队实力过硬，重
赛仍以 7 分 13 秒 35 的成绩稳稳将金牌收入
囊中，并打破了军运会纪录。

柔道比赛中国队也收获颇丰，陈晨、黄丽
茹、唐婧分别获得女子 48 公斤以下级、52 公
斤级、63公斤级金牌。击剑项目，孙一文在女
子重剑决赛中“决一剑”击败罗马尼亚运动员
夺冠，她在比分落后、出现缺氧头晕耳鸣的情
况下不得不中断比赛，经过几分钟的短暂治
疗，她在观众欢呼声中重新投入比赛并一剑
定乾坤击败对手。

其他比赛中，中国女足4：0大胜德国队，任
桂辛独中两元，吕悦云和肖裕仪分别打入一球，
两连胜后小组提前出线。中国男篮在A组小组
赛中104：71击败蒙古国队，中国女篮“首秀”则
以111：29的悬殊比分战胜加拿大队。

19日比赛结束后，中国军团以12金、4银、
6铜的成绩暂居金牌榜、奖牌榜第一。20日，水
上救生和定向越野两个军事特色项目即将开
赛，并分别产生六枚和两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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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此后，随着航空业、高速公路等兴
起，以传统铁路为代表的轨道交通一度趋于边
缘化。进入20世纪后半叶，高铁、磁浮、地铁、轻
轨等开始飞速发展，轨道交通开始“王者归来”。
全世界目前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拥有高速
铁路4.3万公里。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参加此次“博览会”
的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刘
勇等专家表示，轨道交通产业的带动效应十分
显著。先进轨道交通体系通过助力人才流、货物
流、信息流的广泛高速传输，能提高产业布局的
灵活性、提升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提振区域经
济的融合发展、促进人力资源的流动与共享，对
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博览会”举办地湖南，围绕轨道交通产业
就形成了规模近2000亿元的产业集群。

拥有中车株机、中车株所等知名轨道交通
企业的湖南省株洲市，如今是著名的“中国动力
谷”。在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只能维修一些蒸汽
机车。新中国成立后，这里造出了中国第一代电
力机车。如今，这里已是研制城际动车组、磁悬
浮列车、先进重载电力机车、高铁列车核心部件
等高端轨道装备的世界级工业重镇。

“就是够喝一杯咖啡的距离。”中车株机公
司宣传部副部长颜常青说，从公司所在地株洲

“田心”出发，大约5公里范围内可以找到生产
一台电力机车所需的上万个零部件的配套生产
企业。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和完善，“中国动力谷”
还在不断提升“轨道经济”的“含金量”。

中国列车“领跑”全球

在“博览会”上，有来自19个国家的行业部
门主管、驻华使领馆官员、行业商协会代表组成
的采购团，以及庞巴迪、西门子、西屋制动等世
界知名企业派出的参会团队。

能够举办如此“国际范”的活动，得益于中
国已是全球轨道交通产业体系的中坚力量。

规模大——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开通运
营高速铁路近3万公里，以“四纵四横”为骨架
的高速铁路网络基本成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高铁网络。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副总经理王同军表示：
“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最
发达的高铁网。”

载荷重——9月28日，连接7个省区、全长
1813.5公里的浩吉铁路开通运营，这是世界上一
次性建成并开通运营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按照
设计要求，浩吉铁路的重载列车一次能拉上万吨
货。如果说风驰电掣的高铁让中国铁路进入“高
铁时代”，那么绵延千里的浩吉铁路，则以载货

“洪荒之力”，引领中国铁路进入“新重载时代”。
覆盖广——我国地域宽广，地形复杂，中国

的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和集成了大量应
对极端环境的技术，高原铁路、高寒铁路、荒漠
铁路等一系列“建设禁区”都被一一攻破。

“轨道交通特别是地铁的建造离不开被喻为
装备界‘穿山甲’的盾构机，我们的盾构机力道
大、速度快、可经受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等极
限考验。”中国铁建重工首席科学家刘飞香说。

运行稳——每小时350公里，“复兴号”是目
前世界上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列车，有着十分出
色的安全运行记录。高速度同时实现高稳定、高
舒适，是中国高铁的“看家本领”。在高速行驶的
高铁列车窗台、小桌板上，矿泉水瓶能倒立，硬币
和签字笔能“叠罗汉”……让世人啧啧称奇。

创新能量“超越”梦想

自动唤醒、自动运行、自动诊断、自我修复，
能满足79个场景的使用要求，可随环境变化进
行调整适应……10月17日，湖南省株洲市，上
海地铁 18 号线全自动驾驶项目列车在中车株
机公司下线。这样“聪明”的列车将逐步进入人
们的生活。

未来已来。在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
造产业博览会上，一批新产品、新技术登台亮
相，有的企业“一口气”展出了10款创新产品，
包括中国商用磁浮2.0版列车、储能式现代有轨
电车、多流制电力机车等。

畅想未来，轨道交通会是什么样子？在博览
会上，不少业内人士用“更快速、更绿色、更智
能”来描述。

更快速——从蒸汽机车到电力机车，从

“绿皮车”到高铁，更快的速度是人类交通出行
的孜孜以求。随着设计时速 600 公里的高速磁
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高铁和航空运输之间
目前的“速度空白”也可望由新型磁浮列车来
填补；未来，采用“高温超导磁悬浮+真空管”、
时速可超过1000公里的“超级高铁”，也已成为
技术研发的热点。

更绿色——已在长沙运营3年多的磁浮快
线，具有低噪音、零排放、低辐射等特点，可以成
为未来城市轨道交通的有效解决方案；储能式
现代有轨电车，利用“超级电容”提供动力，车辆
运行无须架空接触网供电，利用车站停车上下
客的30秒时间即能充满电能，并且能将85％以
上的制动能量回收。

更智能——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
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推动轨道交通智
能化。今年6月，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
交通保障设施，中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全
线轨道贯通；采用虚拟轨道跟随控制技术，通过
车载各类传感器识别路面虚拟轨道线路的“智
轨”列车，已在一些城市测试、运行，有形的轨道
化为了无形，不要轨道的列车已经上路……

“智能无处不在，创新永无止境。”中国中车股
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徐宗祥介绍，“复兴号”动车
组设置了2560个传感器，是典型的智能化产品；新
一代碳纤维地铁车辆，可实现全自动驾驶，安装了
智慧车窗、智能空调、自感知照明系统。目前，中国
中车正在致力于打造智能轨道交通生态圈。

轨道之上，技术的变革仍在不断孕育。中车
株机新研发大楼里的基础研究与仿真部是中车
株机“最强大脑”之一，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前瞻
性研究和仿真分析。

“我们要坚守轨道交通技术进步的‘初
心’——更安全、便捷、快速地把乘客从一个点
送到另一个点。”中车株机公司基础研究与仿真
部负责人蒋忠城说，“绿皮车”时代，很多人“做
梦都不会想到”今天会有这么“牛”的高铁；再过
一二十年，人们可能将会迎来今天“连做梦都想
不到”的“更牛”高铁。

(新华社记者 刘紫凌 史卫燕 白田田)
（新华社长沙10月1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