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 4 月 17 日电 （记者刘志强）

“一季度，中央企业生产运行平稳有序，经营

效益再创新高，呈现出稳中上升、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日前举行的国新办

发布会上，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

中央企业的运行情况和主要特点。

营业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中央

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7.8 万亿元，同比增

长 30.1%，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4.7%，两年平

均增长 7.1%。净利润创历史同期新高。一

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净利润 4152.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 倍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31.1%，两年平均增长 14.5%。

一季度，石油石化、冶金、机械、建筑等

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 1 倍。一季度，中

央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比 2019 年同期提升

了 0.6 个百分点。中央工业企业劳动生产总

值两年平均增速为 7.6%。

一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房地产）4978.9亿元，同比增长 36.5%，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29.7%，两 年 平 均 增 长

13.9%。（相关报道见第二版）

一季度

央企实现营收7.8万亿元
净利润创历史同期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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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奔小康

本报济南 4月 17日电 （记者徐锦

庚、李蕊）今 年 是 胜 利 油 田 发 现 60 周

年。位于黄河入海口的胜利油田迄今

累计生产原油 12.5 亿吨，占全国同期陆

上原油产量 1/5，目前保持年稳产 2340
万吨以上。

胜利油田有东西部两大探区。东

部老区 3.6 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涵盖全

球 2/3 以上的油藏类型，但是油藏分布

较为零散，勘探开发之难世界公认。在

高难度的勘探开发条件下，如何取得新

突破？

“关键还要靠科技进步，必须在油

气勘探最有潜力的地方求突破，在油气

开发最具难度的地方抓创新。”中国石

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胜利石油管理

局党委书记孔凡群介绍，“十三五”时

期 ，油 田 在 勘 探 开 发 领 域 共 有 9 项 理

论、18 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传统地震技术已无法清晰识别地

下薄、小、碎、深的地质新目标，如何给

地层拍出更清晰的“CT 图像”？“以前

‘用大网捕鱼’，捕得差不多了；现在只

有‘织密渔网’，才能捕着鱼。”胜利油田

物探研究院总工程师尚新民说。为“织

密渔网”，胜利油田突破单点高密度地

震技术，先后应用于 16 个区块，发现资

源量 5.3 亿吨。

胜利油田西部探区在新疆准噶尔盆

地，曾经多轮次勘探未果。胜利油田创

立“断毯组合远源输导”油气成藏模式，3
年发现 3个新油田，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过

亿吨，已连续 5年稳产百万吨以上。

得益于技术进步和理论创新，胜利

油田 60 年来共发现 81 个油气田，探明

石油地质储量 55.87 亿吨。

找到了油，能否采出，同样考验着

胜利人的智慧。胜利油田分公司副总

经理张宗檩介绍，经多年开发，胜利油

田含水率愈来愈高，目前综合含水率高

达 92%以上，可谓“水中捞油”；攻克“特

高含水期提高采收率技术”后，“十三

五”时期累计增油 1000 多万吨；此外，

还先后发明聚合物驱油、二元复合驱

油、非均相复合驱油等“石上刮油”技

术，累计产油近 7000 万吨。

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坚

持环保优先，将节能、减排、降碳贯穿全

链条。胜利油田将二氧化碳注入地下

驱油，促进碳中和，至今已在 7 个区块

注入二氧化碳 42 万吨，其中 39 万吨封

存 ，相 当 于 25 万 辆 汽 车 一 年 的 排 放

量。东部油区生产过程实现清洁能源

全覆盖，能源消耗总量和吨油气能耗连

续 6 年下降。

胜利油田分公司总经理牛栓文介

绍，“十四五”时期，胜利油田新能源占

比将由现在的 5%提升至 20%，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作出

贡献。（相关报道见第二版）

胜利油田 科技助力高质量发展
60年发现81个油气田，探明石油地质储量55.87亿吨

小麦返青，放眼望去，300 多亩沃野仿佛

铺上一层浅浅的绿地毯。

“看，长势喜人！”山东省邹平市明集镇

西宋村，种粮大户宋明泉流转经营 1900 多亩

地。过去几年，他还时不时种些山药、西蓝

花等经济作物，今年则全部种上了小麦。

明集镇 6.1 万亩土地，经政府引导，按照

100 亩至 2000 亩不等的规模，流转给 298 个

大户种粮。一批农民合作社等服务主体相

继涌现，对耕、种、管、收等环节，实行全流程

或“菜单式”托管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探索农村

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

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

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

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

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近年来，各地着力培

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发展土地流转

型和服务引领型规模经营，有效解决“谁来

种地”“怎样种地”等问题。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纳入名录系统家庭农场超过 300 万家，

农民合作社超过 220 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超过 90 万个。

高起点上保障粮食安全，深入推进现代

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是重要着力点。“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发展多种

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培育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专

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

业有机衔接。

从华北平原、江淮平原，再到洞庭湖平

原，一路探访，感受深切的，是各地提高粮食

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新探索、新举措，是新型经

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新活力、新动能。

家庭农场更有活力，
农民合作社更加红火

“一旦出现黄苗、弱苗，要看是不是得了

纹枯病和麦蜘蛛病。3 月 15 日至 4 月初这个

时间段，病虫害防治最关键……”山东省齐

河县葛庄村，农民郭云在田间地头进行了一场小麦植保直播，

吸引一大批“粉丝”。

开直播、操控无人机，46 岁的郭云得心应手。大家忍不

住问：“您真是农民？”她笑而不答，拿出一张新型职业农民证

书，上面写着“农民助理农艺师”。

走进郭云的云馨家庭农场，这里有培训室、农机库房、食

品加工车间。展柜里，陈列着各种证书、奖杯和奖牌。郭云最

看重的是“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这块牌子。

农机补贴，资金扶持，技术培训……郭云历数家庭农场一

路成长享受的政策红利。2016 年时，云馨家庭农场只有 40 亩

地；现如今，已拥有 40 余台大型机械，流转

经营土地 500 亩。

今年，郭云又有新打算：再上马一条桃

酥生产线，同物流企业合作建一个物流中转

站，延长产业链，融合一二三产业。

同齐河县一样，各地强化指导，把符合

条件的种养大户、专业大户纳入家庭农场名

录，开展精准支持、精准服务，着力把农业规

模经营户培育成有活力的家庭农场。

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是

需要突出抓好的重头戏。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推进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加大对

运行规范的农民合作社扶持力度。

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真武粮食种植

农地股份专业合作社正在加快推进高质量

发展。

作为真武村党总支领办的合作社，真武

合作社流转经营全村 1900 多亩土地，约定

入社成员收益以每亩 500 斤粳稻实物计价

保底加二次分红，各类政府补贴归农民所

有。折算下来，村民去年流转一亩地能分到

900 多元。

今 年 以 来 ，合 作 社 大 力 推 进 转 型 升

级 ，将 土 地 二 次 转 包 给 种 粮 能 手 ，租 金 每

亩每年 800 元。真武村党总支书记戴尔庆

说，转型后，合作社腾出手来，专注向种粮

大户提供种苗供应、机械设备、粮食烘干、

仓储、农资供应等服务。

从连云港市来到扬州市种地的李长猛，

2013 年起就在真武合作社担任田间管理员，

打理 460 亩地。元旦刚过，李长猛就与真武

合作社签下 1000 亩土地的管理协议。

着力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各项扶持政

策措施正在加快实施。江苏省计划将水稻

收入保险试点推广至全省 33 个产粮大县；

山东省将制定实施全方位的政策体系、服务

体系、保障体系，推动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高质量发展；湖南省进一步统筹财政资金，

以奖补资金支持农民合作社建设服务场地、

采购设施设备、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推进品

牌塑造。

产业类型日趋多样，合作内容不断丰

富，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锚定健康规范发展发力，农民合作

社越办越红火。

社会化服务更健全，小农户
种地更省心

田间地头，铁犁翻田，机器轰鸣——穿行在洞庭湖粮食主

产区湖南省益阳市，眼前一派忙碌的春耕景象。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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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亮，海棠园村的山上山下，村民身影

出现在田间地头。

其中的一个身影便是孙先海。走进他

家，天麻种和菌材码得整整齐齐。“新栽两亩

天麻，到年底能赚六七万元。”曾是贫困户的

孙先海靠着家门口的产业脱了贫。

陕西省宁陕县筒车湾镇海棠园村地处秦

巴山区，贫困发生率曾高达 46%，32 平方公里

的辖区内仅有 1056 亩耕地。

如今，水稻、天麻、蜂蜜、林麝等致富产业

分布山间。“以前的生计只靠外出打工，现在

就地发展产业，多条腿走路更踏实。”海棠园

村村支书李华文说，“要选对产业、选好产业，

让致富产业落地生金。”

2017 年起，在村支部引领下，海棠园村陆

续成立 5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 2 个种植养

殖园区，吸纳 150 余人就近务工，带动建档立

卡贫困户年均增收 2600 元以上。全村已种植

生态水稻 100 余亩，天麻、猪苓等中药材 6 万

余窝，养蜂 1000余箱，养殖林麝 300余只。

当地传统的养蜂方式，是把粗壮的原木截

成约 1米长的小段，对半劈开，凿空拼成桶状蜂

箱。“一年到头不怎么管，一桶每年只能产十来

斤蜜。”海棠园中蜂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

大华回忆。

老办法难让养蜂产业形成规模。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后，宁陕县请来

养蜂专家，指导蜂农采用新型标准化蜂箱。新法养蜂让刘大华当年就尝

到甜头，原本观望的村民纷纷要求加入合作社。

如今，合作社辐射周边 3 个镇 6 个村，有 20 个蜂场、3000 多箱蜜蜂。

刘大华算了一笔账：“新法养蜂，一箱能产 30 斤蜜，收购价在 1200 元左右，

按一名社员管 50 箱来算，年收入就是 6 万元。”

看到家乡发展势头好，不少能人回了乡，文治荣就是其中一位。他在

村里经营一家土特产经销店和一家电商物流服务站。蜂蜜、大米、干竹笋

摆入城镇超市货架，全村电商销售额去年突破 150 万元。

今年初，海棠园村引进香菇种植，村民张明学包下 2 万袋。“以前都是

看到人家赚了钱，我再跟进。现在菌袋生产厂家提供技术指导，合作社提

供包装冷藏服务，我的信心更足了。”

“去年来过一次就喜欢上了这里，我现在是回头客了。”在海棠园村观

光鱼塘，鱼篓里的十几条大鲤鱼是游客向兴伟垂钓一下午的收获。垂钓

节的 100 个名额两天就报满了。乡村旅游稳步推进，海棠园村的插秧节、

蜂蜜节、山货节在当地已小有名气。

2020 年 2 月，海棠园村脱贫出列。近百户村民搬进了楼房，水、电、路

进村入户，硬化道路 17公里、修建人饮工程 8处、架设网络线路 13公里……

“小车开到家、网络随处刷、喝水院中接、用电就插卡”，基础设施的改善让

村民的日子过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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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线 每 6.7 秒 产 出 一 台 微 波 炉 腔

体，生产精度达到 0.1 毫米。得益于云

端数字化管控生产过程，去年格兰仕微

波炉出货量增加了 600 万台。

去年 4 月，工业 4.0 示范基地一期

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正式投产，新增

年产 1100 万台微波炉的能力。“经过数

字化改造，效率更高，质量更好，竞争力

更强。”格兰仕集团董事长梁昭贤说，依

托这一项目，企业按下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快进键。

同格兰仕一样，越来越多的广东制

造业企业驶入智能制造的快车道。截

至今年 3 月底，全省已累计推动超过 1.5
万家工业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技术实

施数字化转型，带动 50 余万家企业“上

线用云”。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提出，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

引擎。广东正全力推动制造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快实现从制造

大省向制造强省的历史性转变。

——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一批

大型制造企业积极转型，向创新型先进

制造业企业迈进，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了

先机、掌握了主动。

1 月 31 日决定转产，2 月 10 日启动

搬迁，2 月 17 日口罩量产，3 月 12 日日

产量达到 500 万只，12 天后增至 1000 万

只，4 月下旬攀升至 2000 万只，居全球

产能第一——去年疫情防控关键时期，

比亚迪跨界转产速度引人注目。

“这背后的一个重要保障，就是我

们搭建了大量的数字化、自动化生产

线 。”比 亚 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王

传福说，数字化转型是汽车产业转型

的重要方向，其全球设计中心建立了

全新的数字化设计流程后，“创意、模

型 、验 证 都 可 以 通 过 系 统 反 复 调 试 、

推敲，从而提升效率，呈现最优方案，

而 之 前 这 个 过 程 需 要 花 费 几 周 甚 至

几个月。”

“数字化改造的关键，就是对生产

各环节实施深度变革和优化。”美的集

团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张小懿说，在

“5G+工业物联网”助力下，美的微波炉

车间 20 多款不同型号产品零切换共线

生产，订单交付周期缩短 56%，渠道库

存下降 40%，内部综合效率提升 28%。

——“上云用数赋智”，促进中小企

业集群成链提升竞争力。

针对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会

转、不能转、不敢转”问题，广东省探索

创设“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供给资源

池”，引进培育 370 多家优秀工业互联

网平台企业及服务商，将品牌商、加工

厂、原材料商等精准连接，塑造传统产

业集群的新型链条，蹚出一条中小微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径。

产值约 300 亿元的揭阳注塑行业，

拥 有 2500 多 家 企 业 ，其 中 85%是 家 庭

小作坊。广东省在揭东日用塑料品产

业集群试点“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

企业生产效率提高 20%至 40%。佛山

顺德小家电产业集群通过数字化整合

全产业链，帮助 200 家小企业交货周期

缩短 1/3、人均产值提高 1/3、服务人员

减少 1/3。

“广东将持续聚焦战略性产业集群

培育重点任务，高标准建设国家级工业

互联网示范区，全方位、全链条赋能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广东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厅长涂高坤说。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广东50余万家企业“上线用云”
本报记者 陈伟光 李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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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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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纲要

提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完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提高健身步道

等 便 民 健 身 场 所 覆 盖

面。河北省石家庄市正

定 县 打 造 15 分 钟 健 身

圈，建设健身绿道 56 公

里，建成各类运动广场

20 个，满足群众休闲健

身需求。

图为近日正定县周

汉河畔花红树绿、风景

宜人，群众在健身绿道

上骑行散步、沐浴春光。

武志伟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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