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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 6月 12日电 在《大公报》

创刊 12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

贺信，向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一个多世纪

以来，《大公报》秉承“忘己之为大，无私

之谓公”的办报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

国，为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为香港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

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大公

报》旗帜鲜明发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

共识，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增进香港

与 内 地 交 流 、促 进 人 心 回 归 作 出 了

贡献。

习近平希望《大公报》不忘初心，弘

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不断扩大

传播力和影响力，为“一国两制”实践行

稳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贺信

全文另发）

《大公报》创刊 120 周年庆祝仪式

12 日下午在香港举行，仪式上宣读了

习近平的贺信。

《大 公 报》创 刊 于 1902 年 6 月 17
日，是目前世界上仍在发行的历史最

悠久的中文报纸。 2016 年与香港《文

汇报》合并组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

团后，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形成了立足

香 港 、面 向 全 球 华 人 的 全 媒 体 传 播

格局。

习近平致信祝贺《大公报》创刊120周年强调

弘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 为“一国两制”实践
行 稳 致 远 书 写 更 为 精 彩 的 时 代 篇 章

值此《大公报》创刊 120 周年之际，

我向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 个 多 世 纪 以 来 ，《大 公 报》秉 承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办报宗

旨，立言为公，文章报国，为新中国建

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香港回

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

用。进入新时代，《大公报》旗帜鲜明发

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共识，为维护香

港社会稳定、增进香港与内地交流、促

进人心回归作出了贡献。

希望《大公报》不忘初心，弘扬爱国

传统，锐意创新发展，不断扩大传播力

和影响力，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

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习近平

2022 年 6 月 12 日

（新华社北京 6月 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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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

业结构调整上取得新突破，着力在推进农

业现代化上不断取得新成果，着力在保障

和改善民生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着力在生

态文明建设上取得新成效，使湖北经济更

好、结构更优、质量更高、后劲更足、实力更

强。”201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

察时，对湖北广大干部群众寄予殷切期望。

2020 年 5 月，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面对打赢了

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 6100 多万荆楚

儿女的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做了鼓舞人心

的重要讲话：“湖北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多年积累的综合优势没有改变，

在 国 家 和 区 域 发 展 中 的 重 要 地 位 没 有

改 变。”

从田间地头到城乡社区，从港口码头

到科技园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 4 次赴湖北考察，为湖北改革发展

擘画蓝图、指引航向，为做好新时代湖北各

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行走荆楚大地，处处生机勃勃。湖北

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

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

构建新发展格局，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主动

作为、奋发有为，正着力推动疫后重振和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

起重要战略支点，努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上走在全国前列，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着力在“转方式”“调结
构”上取得新突破

武汉东湖高新区——“中国光谷”，一

片 创 新 创 业 的 热 土 ，是 全 国 第 二 个 国 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3 年 7 月和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来到这里，了解

示范区建设和企业创新发展情况。

2018 年 4 月 26 日，在烽火科技集团考

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已经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资源

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行不通了，

必须依靠创新。企业必须在核心技术上不

断实现突破，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关键技术，掌控产业发展主导权。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总裁曾军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总书记

来到公司展厅，察看烽火自主研制的芯片、

光纤等产品，了解产品性能、国产化率等情

况，谆谆嘱托我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

心技术，是企业的‘命门’所在。”

为了突破关键技术难题，4 年多来，烽火通信不断加大研

发投入，去年底成功研发出我国首款 400G 相干商用硅光收

发芯片，这是目前国际上集成度最高的商用硅光集成芯片之

一。2021 年，烽火通信出口合同额同比增长 49%。

2018 年 4 月 2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工程坝区，察看三峡工程和

坝区周边生态环境。“总书记叮嘱我们，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

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

要靠自己拼搏。”三峡电站运行部主任张

晓宇说，“十三五”以来，三峡集团组织实

施了 58 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掌握了智能

大坝建造、水电站专用检修机器人、智慧

水务系统等关键技术。

近年来，湖北紧紧依靠创新驱动加快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全力

打造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加快建设以东湖科学城为核心区域的

光谷科创大走廊。2021 年，全省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 4100 户，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 30.2%。

走进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武汉重型机

床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超

重型数控镗铣床轮台飞速旋转。2013 年 7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说，

工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要大力发扬自力

更 生 精 神 ，研 发 生 产 我 们 自 己 的 品 牌 产

品，形成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国

家繁荣富强，工人阶级要把这个历史责任

承担起来！

武重集团是“一五”时期 156 个重点工

程 之 一 ，是 中 国 机 床 行 业 的“ 老 字 号 ”。

2013 年企业经营正面临亏损困境，“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发展方向。”武

重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琢玉说，公司

不断完善科技成果分配激励机制，陆续自

主研发了超重型高档数控卧式镗车床、数

控龙门移动式多主轴钻床等一批具有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产 品 ，获 得 207 项 国 家 专

利。2016 年，武重扭亏为盈，近几年新签

订单金额年均增长 16%。今年一季度，武

重实现销售收入 3.5 亿元。

10 年来，湖北陆续推进“科技十条”、

“新九条”、科研人员职务赋权等一系列科

研 体 制 改 革 ，将 科 技 人 员 在 成 果 转 化 中

的 收 益 比 例 提 高 到 最 低 70%、最 高 99%，

加 快 推 动 科 研 优 势 转 化 为 发 展 优 势 。

2017 年 至 2021 年 ，全 省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增长 98.1%。

化科研优势为发展优势，长飞光纤光

缆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见证。在这里，一根

长 6 米 、直 径 23 厘 米 的 水 滴 状 光 纤 预 制

棒，只需 1 秒便可拉成头发丝粗细的光纤。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长飞光

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庄丹说，9 年来，

长飞单根光纤预制棒拉丝长度从 7000 公

里延长到 1 万公里，技术领跑全球。

依靠创新驱动，今年一季度湖北省地

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7%，增速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1 至 4 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8.6%，在全国工业大省中位

居前列。

着力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上取得新成果

走进鄂州市鄂城区东港村水稻育种基地，一行行碧绿的

秧苗齐整连片。凑近一看，每簇秧苗颜色、形状都不相同。这

里是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的试验田。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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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省，在推动

长 江 生 态 保 护 和 绿 色 发 展 中 ，坚 持

“中游省份上游责任”，让绿色成为高

质量发展的底色，确保“一江清水向

东流”。

2018 年 4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情况的

第一站，就来到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

产业园，叮嘱要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的

重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我们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全面实施‘关停、转型、搬

迁、治污、复绿’五大工程。”兴发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国璋介绍，兴发集

团彻底摒弃旧的发展思路，封堵全部

直 排 口 ，拆 除 、搬 迁 沿 江 化 工 装 置

32 套。

走在长江堤岸边，宛如踏入城市

公园。几年前这里还是生产车间，如

今则是兴发集团的绿色景观带，岸线

长近千米，面积达 800 多亩。

“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

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兴发集团推进工艺改进和

环 保 提 升 ，园 区 综 合 排 放 削 减 30% ，

“四废”综合利用率达 95%以上；加快

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成功培育微电子

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

剂等三大优势产业，开发电子级、医药

级、食品级主导产品 15 个系列 591 种，

精细产品产能超过 150 万吨，60%的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2021 年，经营业绩创下历史最

好成绩，利润超“十三五”时期总和，利

税比 2017 年增长了 4.12 倍。

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关键

是 要 处 理 好 绿 水 青 山 和 金 山 银 山 的

关系。

近年来，湖北每年出台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工作要点，强力推动长江

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全省累计完

成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 439 家，沿

江一公里内 118 家化工企业全部“清

零”。12480 个长江入河排污口实现应

查尽查，1211 个长江干线非法码头被

取缔，3 万多渔民退捕上岸……目前，

湖北境内长江、汉江、清江干流水质提

升并保持在Ⅱ类，珍稀水生生物种群

不断恢复。

长江大保护倒逼湖北产业转型升

级，迈向高质量发展。2017 至 2021 年，

湖北省实施技术改造项目 2.24 万个，

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由 39.9%提

高至 47.1%。同时，集成电路、新型显

示器件、下一代信息网络、生物医药等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规 模 和 能 级 持 续 提

升。2021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营业总量首次突破万亿元

大关。《湖北省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十四五”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

湖北将着力打造长江经济带绿色崛起

先行区。

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范昊天 宋静思

导
读

高 效 统 筹 疫 情 防 控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第四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

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

柱和依靠力量”“要坚定不移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

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

素活力”。

这 是 一 份 来 之 不 易 的 成 绩 单 。

2021 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6.3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9.5%，营业收入、利润

总额、净利润等主要指标均创历史最好

水平。今年一季度，面对经济发展环境

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中央

企业攻坚克难，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9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5.4%，实现平稳开局。

这是一张令人振奋的“创新榜”。3
月 25 日，随着中核集团福清核电 6 号机

组具备商运条件，“华龙一号”示范工程

全面建成投运；4 月 20 日，中国海油自

主研发的旋转导向钻井与随钻测井“璇

玑”系统智能化生产线投产，正式迈入

大规模产业化阶段；5 月 20 日，全球在

建规模最大的水电工程——由三峡集

团投资建设的白鹤滩水电站 16 台百万

千瓦机组全部安装完成，向全面投产目

标发起最后冲刺。

从经济效益稳步增长、为稳定宏观

经济大盘发挥重要作用，到创新能力不

断增强、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积

极贡献，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背后，

离不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2020 年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启动以来，国资国企

精心谋划、扎实推进，目前已完成大部

分改革任务，预计今年 6 月底前将基本

完成主体任务。

——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

制度，让国有企业运转更高效。

重组整合、重大收购、中长期激励、

董事会授权、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

化管理……一份记录显示，2021 年，中

远海运集团党组共召开 35 次党组会，

前置研究涉及 53 个重要改革议题，有

效发挥了集团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促

落实”的领导作用。

从“前置事项清单”全面完成、党的

领导与公司治理相统一在制度上更加

完善， （下转第十二版）

（相关报道见第六、七版）

改 革 助 力 国 企 高 质 量 发 展
本报记者 刘志强

连接现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彩

传承创新 感受非遗之美
第十三版

帮扶困难高校毕业生就业

一对一摸清需求 实打实培训技能
第十四版

在吉林省梨树县郭家店镇蔬菜村，

310 多亩玉米地绿意盎然。

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韩凤香带着记者仔细看地里

的土，“捧在手里感受一下，又软又轻，

因为土里腐殖质越来越多了。”韩凤香

把“梨树模式”防风固土、培肥地力、抗

旱保墒、节本增效的效果总结为“养地

增产”。在蔬菜村这块田地上，种植玉

米曾经最高的亩产是 1200 斤，现在已

能轻松超过 1500 斤。

目前，韩凤香的合作社不断壮大，

已有社员 158 名，生产规模扩大到 2 个

乡 镇 10 个 村 ，经 营 耕 地 面 积 达 1.5 万

亩，全部采用“梨树模式”。

“田里的土越来越肥沃，饭碗才能

端得越来越稳。”韩凤香说，在梨树县，

“梨树模式”比传统种法增产 10%左右，

每亩节约成本 100 元左右。

今年，吉林省优化提升“梨树模式”，

保护性耕作面积将达到 3200 万亩，预计

到“十四五”末期将达到 4000万亩。

近年来，吉林多措并举推动黑土地

保护利用。“全力促进黑土地数量、质量

同步提升，为全省粮食产量先后跨越

600 亿斤、700 亿斤、800 亿斤 3 个百亿斤

台阶提供了有力支撑。”吉林省农业部

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5 月，《吉林

省 黑 土 地 保 护 总 体 规 划（2021—2025
年）》正式发布实施，在此前黑土地保护

的基础上，形成了更加全面系统的保护

利用措施。

去年，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江敬安

作为“科技特派员”来到合作社，解了韩

凤香的燃眉之急。“当时，我们正遇上除

草的难题，除草剂喷了两三遍效果都不

理想。江敬安进田踏查完，将情况反

映 给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吉 林 梨 树 试 验 站

的老师。随后站里组织植保团队，分析

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技术指导。”韩凤

香说。 （下转第四版）

推动黑土地保护利用，促进数量质量同步提升

吉 林 养 地 增 产 促 丰 收
本报记者 祝大伟

粮食生产一线探行

重庆市酉（阳）彭（水）高速公路铜西互通段建设工程稳步推进。酉彭高速建成后，从酉阳到重庆主城的时间预计将缩短至

3 小时以内。图为 6 月 12 日，互通段项目的桥墩上在架设预制桥梁。 陈碧生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