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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为切实维护国有资产安全，有
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国资委已下发通知持续深化中央企业
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提出各中央企业要把“查大案、
盯高发、治顽疾”作为做好责任追究工作的主攻方向。

根据国资委网站4月17日发布的《关于做好2023年中央
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的通知》，国资委要求中央企
业进一步健全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
强化责任追究“反向查、正向建”作用。

通知明确，中央企业要紧盯重大违规问题；紧盯违规问题
高发领域，强化对企业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
集部门和岗位的监督，严查股权投资、工程建设、资金管理、对
外担保、金融业务等领域违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
员责任；对国资委三令五申严禁的融资性贸易、“空转”“走单”
虚假业务问题“零容忍”。

通知要求，中央企业要持续构建权责清晰、约束有效的经
营投资责任体系，健全用好责任追究工作机制。通知明确，对
新设立的中央企业或新投资并购的子企业，要同步明确责任
追究职责主体，建立工作制度机制，确保工作体系有效覆盖。

据了解，近年来中央企业持续推动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
究工作走深走实，责任追究工作体系不断健全，追责力度精度
持续提升，企业合规经营理念有效强化，为促进中央企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华社电

国资委发文

要求“查大案、盯高发、治顽疾”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17日从交通
运输部获悉，为保障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合理劳动报酬
水平，将推动主要网约车和货运平台公司降低平台过高的抽
成比例或者会员费上限，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2023年推动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
业降低过高抽成工作方案》。根据方案，针对网约车平台公司，各
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在本地运营服务的网约车平台公司
部署推进落实工作；督促在本地运营服务的各网约车平台公司与
从业人员代表、行业协会等沟通协商，保障从业人员合理劳动报
酬水平；主动向社会公告降低本企业过高抽成比例上限的工作安
排。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在本省份运营服务的网约车平
台公司落实工作情况进行调研督导。交通运输部指导各省、城市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督促主要网约车平台公司明确工作安排、时间
节点及责任人；持续跟踪掌握各项目标任务进展情况及存在问
题，定期调度各网约车平台公司；组织对落实工作情况进行评估
和总结，将宣传推广各地及企业推进降低过高抽成比例、保障交
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的典型经验做法。各主要网约车平
台公司将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降低过高抽成比例上限有关工作。

针对货运平台公司，方案指出，相关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组织在本省份注册的货运平台法人公司，与货车司机、行业协会
等沟通协商，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或会员费上限，保障货车司机
合理收入；主动向社会公告本企业降低过高抽成比例或会员费上
限的承诺。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在本省份运营服务的货
运平台公司落实工作情况进行调研督导。交通运输部指导相关
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督促主要货运平台公司制定实施方案，明
确工作安排、时间节点及责任人；持续跟踪掌握各项目标任务进
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定期调度货运平台公司；组织对落实工作情
况进行评估和总结，宣传推广各地及企业推进降低过高抽成、保
障货车司机权益的典型经验做法。各货运平台公司将在10月底
前总结保障货车司机权益的工作经验和成效。

“人造太阳”长啥样？像太阳一样
是一个大火球吗？它不是火球，是人
造的、可控的核聚变实验装置，看上去
是个巨大的“罐子”，这“罐子”直径约8
米高11米重达400吨。

为什么叫它“人造太阳”？
它拥有类似太阳的运行机制，

利 用 核 聚 变 反 应 ，产 生 巨 大 的 能
量。核聚变反应是在一定条件下，
两个较轻的原子核聚合生成一个较
重的原子核，同时释放大量能量的
过程。
两个原子核是怎么聚合在一起的？

科学家给 EAST 内超导磁体通电
产生一个“磁笼子”，将氘或氚气体电
离形成等离子体，把带电的等离子体

“拴”在“磁笼子”里，两个原子核在“磁
笼子”里相互碰撞发生聚变反应。

这次“人造太阳”运行403秒意味
着什么？

这403秒不仅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还进一步验证了托卡马克长脉冲高约
束稳态运行的可行性，这为提升未来
聚变电站的发电效率、降低成本奠定
了坚实物理基础。

做这个，到底有多难？
非常难！这是历经122254次实验

取得的成功！EAST 核聚变实验需要
“超高温”“超低温”“超高真空”“超强
磁场”“超大电流”等极限条件。

有了它，能干嘛？
有了它，就有望实现能源自由。

因为核聚变是通过氘和氚发生反应释
放能量的。在地球上氘的含量丰富，1
升海水中有 0.03g 氘，可产生约 300 升
汽油燃烧的能量。

我们离真正建成“人造太阳”还有
多久？

“人造太阳”实现商用的路线是：
从实验装置，到实验堆，再到工程堆。
目前核聚变研究已从实验装置进入实
验堆和工程堆“章节”。

除了实现“能源自由”，“人造太
阳”对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帮助？

虽然“人造太阳”还在实验阶段，
核聚变研究的衍生技术正在悄然改变
我们的生活：例如等离子体空气净化
器、治疗癌症的“质子刀”、磁悬浮列
车、核磁共振等多方面的应用正在开
展。 本报综合消息

造一个“人造太阳”很难也很燃
模拟太阳产生能量的原理，在地球

上建造能够可控并持续反应的核聚变装
置——“人造太阳”，是人类终极能源梦
想。但要造出能实用的“人造太阳”，需
要上亿℃的等离子体、超过千秒的连续
运行时间和1兆安的等离子体电流，挑战
极大。为此，全球科学家已经努力了70
多年，中国科学家则为此奋斗了40多年。

403秒！第122254次实验！4月12
日21时，一项新的世界纪录诞生——正
在运行的世界首个全超导托卡马克核
聚变实验装置（EAST）成功实现了403
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
行，刷新了2017年托卡马克装置高约
束模式运行101秒的纪录。

抱着“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
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创新团队在40
年的核聚变征途中不断冲破极限，一
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如今部分核心
技术领跑，历经十二万多次实验终于
创造出新的世界纪录。

从1亿℃到-269℃
1.2米之间的“冰火两重天”

一般物质达到 10 万℃时，原子中
的电子就会脱离原子核的束缚，形成
等离子体。太阳可以维持几十亿年发
光发热，靠的就是核聚变。然而，要在
地球上实现可控核聚变却非常困难。

上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家建成了
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由封闭磁场组
成“容器”，可以把炙热的等离子体“托
举”到半空中持续加热。这个方法被视
为探索、解决未来稳态聚变反应堆工程
及物理问题的最有效途径。1994年12
月，由T-7改造成的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HT-7首次获得等离子体，成为中国第
一代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在此基础上，
等离子体所的科学家又提出了新的升级
改造计划——“HT-7U全超导非圆截面
托卡马克装置建设”计划。项目于2003
年10月更名为EAST，即“东方超环”。

直径 8 米、高 11 米的东方超环看

起来就像个巨大的锅炉。在它内部，
同时承载着1亿℃（等离子体）的超高
温和-269℃（超导体）的超低温，而两
个极端温度间的最短距离仅为1.2米，
可谓“一米之外，冰火两重天”。

2006年，东方超环正式建成，成为
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国际首个全超导
托卡马克装置。此后的17年间，EAST
大科学团队推动中国的“人造太阳”一
次次冲破极限，逼近核聚变所需的严
苛 条 件 ：2017 年 ，东 方 超 环 创 造 了
101.2秒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
录；2018年，实现了等离子体中心电子
温度1亿℃的稳定运行；2021年，成功
实现可重复的 1.2 亿℃101 秒和 1.6
亿℃20秒等离子体运行……

东方超环的成功建设和运行赢得
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认可。它先后两
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四
次获得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

自主发展68项关键技术
建设资金最少、建设速度最快
然而，在东方超环项目启动之初，摆在

EAST团队面前的是一条前途未知的荆棘
路。超大电流、超强磁场、超高真空……一
个个“拦路虎”背后，是许多关键技术由
发达国家掌握的“卡脖子”困境。

2000年，项目刚启动，就被超导材料
研制泼了凉水。超导材料是东方超环成
为世界第一个全超导装置的基础——没
有它，装置就建不成。而要实现超导，
必须让长度达到公里级、粗细却只有
0.8毫米的超导线没有任何折断甚至细
微的裂缝。面对这个难题，连请来的
国外专家都束手无策，这让团队成员
急得吃不下饭。

怎么办？只能靠自己，迎难而
上。在尝试无数种方案后，团队最终
做到每一根上千米长的超导线都能够
100%不断线。

“ 没 有 路 ，就 砍 出 一 条 路 。”在
EAST建设期间，团队很多人吃住在实
验室，几乎分不清白天黑夜。当EAST

总装“号角”吹响，各项系统部件陆续
就位，20项大的子系统、数百名工作人
员同时作战。

在科研经费有限的条件下，在相
对简陋的实验室里，EAST大科学团队
自主研发了68项关键技术，建成了20
个大系统，完成装置建设并实现工程
调试一次性成功。与国际同类项目相
比，东方超环建设资金最少、建设速度
最快，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走向世界聚变舞台中央
“中国设计”应用于国际大科学工程

怀揣梦想，EAST大科学团队逐步走
向世界聚变舞台的中央。2006年，东方
超环加入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
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成
为ITER中国工作组的重要成员。

团队承担了超导导体、校正场线
圈、超导馈线、电源、诊断等部件或装
置研制。最后，所有承担的部件研发
任务做到了 100%合格、100%国产化，
产品质量和进度均处于ITER 七方30
多个国家之首。

凭借领先的研发工艺和质量标准，
团队还通过国际竞标，赢得了欧盟难以
完成的大型超导磁体建造任务——面
对这个直径超 10 米、总重 400 吨的超
级线圈，中国团队用百余项行业标准
和上千个控制节点保证了绝缘质量的
零缺陷。

国际竞争，拼的是硬实力。凭借东
方超环领先的技术优势，团队修正了法
国主导的ITER电源和日本主导的超导
馈线设计方案的严重缺陷，实现了向欧
美发达国家的技术输出，让“中国设计”
应用于国际大科学工程。如今，东方超
环成为国际磁约束聚变装置中最前沿
的国际开发平台之一，40多个国家和地
区与之开展广泛交流合作。

目前，下一代“人造太阳”中国聚变
工程实验堆已完成工程设计，未来瞄准
建设世界首个聚变示范堆。打开“人造
太阳”的梦想之门，已不再只是远方。

“人造太阳”是一个大火球吗？

交通运输部推动主要网约车、
货运平台公司降低过高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