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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碳纤维材料，密度只有钢的 1/4，强度却是钢的 5 倍

至 10 倍，诸多优良性能加身，被工业界誉为“黑色黄金”，广泛

运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精尖领域。

“2017 年，二期年产 500 吨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尚在建设

中，如今年产 1800吨高端碳纤维的三期项目已投产，四期先进

复合材料生产线也已建成。”时任首席工程师杨晗说，如今企业

已能满足国家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对高性能碳纤维的需求。

“未来拟投资新建两条 2000 吨的生产线和一条柔性试验

线，预计到‘十四五’末，将实现年产 6000 吨高端碳纤维的目

标。”迈向世界一流碳纤维产业基地，山西钢科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常春报信心满满。

加快发展优势产业，传统产业也大有可为。

2014 年 5 月 24 日 ，在 上 海 汽 车 集 团 技 术 中 心 ，习 近 平

总书记参观了汽车造型设计、样车试制和新能源联调试验。

总书记肯定他们追赶前沿的创新精神，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

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回想起总书记考察时对上汽集团创新精神的肯定，上汽

集团捷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电驱业务执行总监王健倍感振

奋。8 年来，他带领的上汽集团智能电驱变速箱团队与国内

供应商一起勇啃“硬骨头”，逐步掌握了电机、逆变器、电机控

制软件等全部关键技术。明年三季度，换挡更快、动力更强、

油耗更低的第三代插电强混变速箱将批量装车。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指明了方

向。”上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虹说，上汽集团提出了电动

化、智能网联化、国际化、共享化目标，“十三五”期间累计投入研

发资金近 600亿元，打造了纯电专属系统化平台、机电一体化整

车架构、氢能专属架构等“七大技术底座”。“十四五”期间，上汽

集团将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领域投入 3000 亿元，聚焦滑板平

台、一体化铸造、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

将目光移至上游钢铁行业，中国宝武太钢不锈钢精密带

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卷卷钢带经过轧制、光亮、拉矫、纵

切等工序，最终变成超薄精密不锈钢箔材。一批批不同规格

的“手撕钢”从这里走向世界，进入航空航天、高端电子、新能

源等领域。

2020年 5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

有限公司考察调研时，拿起一片“手撕钢”——厚度仅为 0.02
毫米的不锈钢箔材，用手指轻轻扭折了一下，称赞说：“百炼钢

做成了绕指柔。”总书记指出：“产品和技术是企业安身立命之

本。希望企业在科技创新上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在支撑先进

制造业发展方面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总书记的话，振奋人心、坚定信心！”精带公司党委书记、

经理王天翔说，两年多来，研发团队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终

于将“手撕钢”厚度从 0.02 毫米突破至 0.015 毫米，性能与应用

也向新的领域延展。“去年产销量及利润较上年增长 2 倍，今

年前 5 月继续保持产销两旺，全年有望实现新突破。”

练就更强独门绝技，锻造更多产业长板。先进储能材料、

光伏材料、超硬材料等百余种材料产量居世界首位，动力电

池、增材制造等 22 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先后布局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

为支撑制造强国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
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
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

对于产业转型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高度关注。

2019年 9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

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

刷新世界纪录！2021 年 8 月，郑煤机研制的 10 米超大采

高两柱掩护式液压支架样机成功下线，创造了世界煤矿支护

装备新高度。

“从 8.8 米提升到 10 米，我们造出了全球采高最高、技术

指标最高的液压支架。”郑煤机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王永强骄

傲地说，“拼产品，我们已经比肩国际煤机领军企业！”

“这些年，我们一直牢记总书记嘱托，朝着高端化奋进。”

郑煤机党委书记、董事长焦承尧说，目前，企业销售网络覆盖

全国所有产煤区域，国际订单连年增长，今年 1 至 6 月份海外

销售额同比增长 469%。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既要有硬件突破，也要靠软件助力。

2017 年 12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徐工集团重型机

械有限公司时，来到公司起重机底盘装配车间，察看智能生产

线，观看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操作演示。总书记指出：“装

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脊梁，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

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

制造业大国。”

“我们一刻也不敢懈怠！”徐工机械董事长王民说，徐工机

械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历经 10 年工艺积累，2
年研发制造，解决了起重机行业转台结构件智能化焊接率低

的难题，“我们可以自豪地向总书记报告，世界第一条起重机

智能化生产线诞生在中国！”

如今徐工起重机械事业部的结构车间已经大变样，不再

有一群身着厚重焊接服的工人，取而代之的是成群的机器人

进行智能化焊接作业，可日产 40 台起重机。总书记观看过的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也迎来新升级，徐工汉云工业互联网

平台已成功赋能装备制造、有色金属、工程机械等 80 多个行

业，服务企业超 7 万家。

加快转型升级，要让绿色成为传统产业的鲜明底色。

2018年 10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在空调设备及系统运行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同科研人

员亲切交谈。总书记指出：“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一个关

键，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

“有了总书记的关心，我们干劲更足了。”格力电器董事长

董明珠说，1 万多名研发人员牢记总书记嘱托，努力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推动实现绿色化转型。

2021 年 4 月，在全球制冷技术创新大奖赛上，格力电器—

清华大学联合团队研发的“零碳源”空调技术力克 94 个国家

2100 多个项目，拿下最高奖项。

“采用‘零碳源’空调技术，碳排放比传统空调低 80%以

上，绿色化努力让企业焕发出全新活力。”董明珠说，格力电器

自主研发的光伏（储能）空调系统已落户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1 年绿色能源板块营业收入超 29 亿元，同比增长 63%。

“正如总书记离开格力电器时，我们高喊的‘请总书记

放心！我们一定加倍努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我们一定踔

厉奋发、再建新功！”董明珠说。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

优做强，把提升全产业链水平作为主攻方向。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推动科技创

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我们就一定能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王政、韩鑫、李心萍、贺林平、朱佩娴）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

7月 28日召开会议指出，要强化粮食安全保障。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南方双季晚

稻栽插已接近尾声，中稻正在抽穗扬花和灌浆；

北方春玉米开始灌浆，夏玉米陆续开始抽雄吐

丝，大豆进入开花结荚期。秋粮产量占全年粮

食产量 3/4，今年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超过

13亿亩，大部地区秋粮作物长势好于上年，夺取

全年粮食丰收有基础、有支撑、有条件。

稳产增产扎牢粮食
安全根基

“夏粮实收亩产 927.02 公斤！”听到来自

专家组的实收测评结果，安徽省涡阳县店集

镇宋牌坊村的宋来宝笑了：“夏粮是小头，秋

粮才是大头，要论丰收，秋粮产量必须跟上

来。”宋来宝正忙着用智慧农机给打着苞儿的

玉米追肥。

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多年稳定在 1.3 万亿

斤这个高平台上。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

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表示，要以超常超强的

力度，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落地，促进粮食生产

稳定发展。

——藏粮于地，夺取秋粮丰收有底气。

“立秋有雨兜兜有，秋霖夜雨定丰收。”河

南省渑池县天池镇东杨村党支部书记古保民

说，“农田建设高质量，铁杆庄稼长在项目区，

丰收增收有把握！”古保民介绍，麦收到手后，

就播种玉米，已经选了高产稳产品种。小麦和

玉米加一起，一年两季，每亩能赚 2000多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

长叶兴庆表示，耕地保护措施必须落地见效，

只有守住了 18 亿亩这个底线，才能守住粮食

安全。

到今年底，我国将确保全国累计建成 10
亿亩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十四五”期间，

我国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

护区为重点，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实施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建成 10.75 亿亩集中连

片高标准农田。

——藏粮于技，秋粮丰收有保障。

“这个新型玉米播种机，效果好，能做到

肥料种子一起播，还有多重功能，省时省工，

一天可以播 100 多亩地，播种效率特别高。”

山东省曲阜市防山镇齐李村期望之坡种植合

作社农机手孔凡勇说。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村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钟钰表示，解决种子、耕地两大要害问

题不断取得新成就，农业科技攻关进一步夯

实了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农 业 物 联 网 、耕 种 收 一 体 化 、种 业“ 芯

片”……经过多年科技攻关，我国粮食的单位

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超过 61%，科技已成为粮食生产的

重要驱动力。

抓品种、提品质，结构
调整持续向优

粮食生产继续推进结构调整，是居民消

费转型升级需要，也是农业发展内生动力的

要求。

——抓品种，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

农业相统一。

今年推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对贵

州省福泉市定希绿色农业公司来说是头一

遭。公司今年流转了 1000 亩耕地，推进这种

高效种植模式。在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罗

灿 江 仰 头 摸 摸 玉 米 穗 儿 ，低 头 摸 摸 大 豆 荚

儿。“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我们采取两行玉

米三行大豆的‘2+3’种植模式，庄稼长势喜

人！从测产情况看，每亩地收入 1000 多元没

问题！”罗灿江说。

确保大豆多增产，确保玉米不减产。今

年以来，为了增加油料供给，各地大力推广玉

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截至目前，全国有 16
个省份 1047 个县共 4 万多家新型经营主体积

极推进。今年，农业农村部成立大豆油料产

能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赴各地指导。

一台台农机奔驰，一垄垄良种播撒。农

业农村部提出，保夏粮、稳全年，扩大豆、增

油 料 ，今 年 确 保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稳 定 在

17.6 亿亩以上。今年，夏收油菜籽实

现“三增”，面积超过 1 亿亩，单产

创历史新高，产量是近年来增加

最多的一年。今年秋粮生产，

落实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1500 多万亩。

——提品质，转变粮

食发展方式提效率。

“种下良种就有好

收 成 ，1600 亩 核 心 区

全是优质小麦。”在山

东 省 平 度 市 蓼 兰 镇

青 农 种 子 产 销 合 作

社的良种田里，合作

社 理 事 长 侯 元 江

说，小麦新品种“青

农 7 号”连续两年亩

产过 800 公斤，今年

还将迎来丰收。近

年来，侯元江将良种

繁 育 与 品 种 示 范 相

结合，带动周边 30 多

个村庄 5000 多户农民

实施小麦育种，收购价

高出市场 10%。

一 粒 好 种 ，千 粒 好

粮。今年粮食生产中，良

种大显身手。山东发展优

质专用品种，重点发展比较效

益高的优质玉米、强筋小麦、鲜

食 玉 米 、高 蛋 白 大 豆 、高 油 酸 花

生、特色杂粮杂豆。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

文博表示，抓品种、提品质，调整结构要

实打实。今年各地着力优化粮食品种结构，

发展市场紧缺的优质专用品种，农作物良种

覆盖率在 96%以上。

党政同责，饭碗一起端，
责任一起扛

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党政

同责，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为粮食生产创造了

制度条件。

——稳政策，压实责任，调动粮农积极性。

“今年小麦最低收购价和市场价，都比去

年高。我家一季小麦，一季稻虾，种粮有赚。”

江苏省泗洪县石集乡汤杨村种粮大户臧如军

说。今年，江苏省继续对 26 个产粮大县奖补

1.33 亿元。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

表示，稳面积、稳产量、稳政策，中央提出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把粮食产量纳入宏观调控目

标，进一步压实了粮食生产责任。

今年，籼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每斤提高

2 分钱，玉米、水稻、小麦三大主粮市场价格

都比较好。针对农资价格上涨，中央财政安

排 300 亿元，对实际种粮农民进行一次性补

贴。同时，中央财政下达了稻谷补贴、玉米大

豆生产者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产粮（油）

大县奖励等一揽子政策资金。国家扩大三大

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

范围，让粮农种粮有保障。

——统筹疫情防控和粮食生产，确保秋

粮丰收到手。

这阵子，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天台山镇

任堡村田间正忙着“三秋”田管，外出做生意

的村民王振国并没有着急往家赶。“11 亩玉

米全交给了‘田保姆’。”王振国说，把土地托

管给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从小麦春管施肥、

病虫草害统防，再到小麦收获、运输、秸秆还

田，全都由合作社完成。

目前，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达 95.5
万个，服务覆盖全国约 38.4%的小农户。今

年秋粮生产，各地创新服务方式，大力发展农

业生产托管等专业化、社会化服务。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研究制定农业

生产防疫具体办法，落实分级分类差异化防

控措施。经过努力，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

下摆总体正常，夏种夏管压茬推进，为夺取秋

粮丰收打下扎实基础。

大国粮仓稳，丰收基础牢。亿万农

民按照中央决策部署，一环不松、一招

不落，全力抓好秋粮生产，确保全年粮

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

图①：8 月 4 日，浙江杭州临安区

天目山镇“天目粮仓”粮食基地，农技

人员遥控植保无人机对水稻进行喷药

除虫作业。 胡剑欢摄（影像中国）

图②：8月 11日，江西宜春上高县翰

堂镇有源村，收割中的稻田。

邹利强摄（影像中国）

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地区长势好于上年

全年粮食夺取丰收有支撑
本报记者 高云才

■■经济新方位经济新方位··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R

■■快评快评R

依靠农业现代化这根“金扁担”，万千农

户收获了“金豆子”。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方能解决“谁来种地”

“地怎么种”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问题。

“让农民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用最好的技

术种出最好的粮食。”如今，“老把式”用上种

田“新神器”，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

61%，科技成为粮食生产重要驱动力：农作物

良种覆盖率超 96%，种业“芯片”攻关捷报频

传；智能灌溉、无人机洒药，发展智慧农业，种

田有了科技范儿；今年夏收全国投入联合收

割机超 65 万台，先进机械显著提高了农业生

产效率。

农业科技到田入户靠的是众多俯身大地的

“田保姆”和“好老师”——95.5万个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专业化、社会化的生产托

管服务，近 50万名农技人员手把手给予指导。

先进的科学技术、机械装备和生产方式

在广袤的乡土上，奏出田园交响曲，绘就丰收

新画卷。

农业现代科技仍有许多潜力可挖。夯实

粮食安全根基，种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没有止

境；让更多新品种、新科技从科研院所的实验

室走向田间地头，还需进一步打通产学研用链

条；想让农民学得会、用得上、真管用，农技推

广还应更精准对接农民需求……加大农业现

代科技研发、推广和应用，就可以让“金扁担”

一头挑起国家的“粮

袋子”，一头挑起农民

的“钱袋子”。

挑起“金扁担”

收获“金豆子”
郭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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