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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底 召 开 的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会 议 指

出，要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既要逆势而上，在短板领域加快突

破，也要顺势而为，在优势领域做大做强。会

议强调，“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的关键所在”，要求“改善消费环境，促

进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有效带动激发民间

投资”。

各地密集推出新举措，发力强实体、促消

费、扩投资，把发挥政策效力和激发经营主体

活力结合起来，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动力，统筹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

持续增强。日前，记者在辽宁、河南、云南等

地的生产经营一线实地探访。

辽宁沈阳——
发力强实体

走进沈鼓集团沈鼓云远程监测及故障诊

断服务中心，十几名工作人员正紧张忙碌。

工位对面的一块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型

设备在全国各大项目现场使用情况。

“一个闪动的‘点’，就代表着一个项目在

使用的沈鼓设备。”机组服务部经理张大伟介

绍，这是沈鼓集团推出的数字服务平台沈鼓

云，可提供机组预知性维修和诊断服务，目前

已联网各类机组 2000 余台，产品服务覆盖多

个省份。

成立 70 多年来，沈鼓集团为我国能源化

工行业提供了万余台（套）大型离心压缩机、

大型往复式压缩机、大型核泵等“工业心脏”

高端装备。而今，“老字号”如何焕发新活力？

“我们坚定走数字化转型之路，推进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产品和企业业务场景深度融

合，从根本上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转变，全面

提升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沈鼓集团董事长

戴继双介绍，一季度，集团工业总产值同比增

长 7.3%，产品订货同比增长 140.3%，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 58.8%。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着力推动制造

业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沈阳正在深化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今年一季

度 ，全 市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8.0%；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1.6%。

“工业是沈阳的发展根基和独特优势，我

们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装备制造

等产业赋能增效，一批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

投入使用。”沈阳市工信局局长张文哲说，截

至目前，全市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62.9% ，数 字 化 研 发 设 计 工 具 普 及 率 达

76.4%。沈阳市科技局二级巡视员郭玉福介

绍，一季度，全市新增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909 家，同比增长 33%；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50.73 亿元，同比增长 36.33%。

近年来，辽宁作为制造业大省，坚持把发

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充分发挥工业引

领带动作用。今年初，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

三年行动方案正式出台，提出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实现新突破。

“我们将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

行动，加快建设先进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冶

金新材料 3 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做强做大集

成电路、航空装备、数控机床、新能源汽车等

22 个重点产业集群。”辽宁省工信厅副厅长

陈虎说。

云南昆明——
创新促消费

5 月以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中

路蓝花楹盛放，引来众多游客。

客流带来现金流。教场中路的吴记蛋糕

坊一天营收就超过 3000 元。“以前卖给老主

顾，一天也就几个鲜花饼，勉强够付房租；现

在卖给游客，做多少卖多少，生意特别好！”店

主吴文婷说。

“我们新推出的蓝花楹主题蛋糕，也成了

‘爆款’。”吴文婷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来，云

南旅游市场迅速恢复，自己早早就开始为蓝

花楹盛花期的客流备货。

教场中路的车水马龙，离不开五华区莲

华街道的整体推广。为吸引更多游客集聚、

扩大消费，当地组织 160 家主题文创商铺入

驻“昆明第五届蓝花楹文化艺术节”，将蓝花

楹与云南特色美食、文化等创新结合，通过

“花季音乐会”、赏花巴士、百米主题壁画等打

造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自蓝花楹开放以

来，教场中路每日人流量近 12 万人次，成为

昆明重要的文化地标和旅游打卡地。

消费复苏，商家信心满满。仅“五一”假

期 5 天时间，昆明官渡区新螺蛳湾国际商贸

城一期商户林飞龙就在商贸城采购节上实现

了百万元销售收入。整个采购节期间，300 多

家参展商营业总额超过 3.1 亿元，签约金额突

破 22 亿元。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昆明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784.75 亿元，同比增长

4.7%。特别是，一季度全市住宿营业额同比

增长 30.1%、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15%。

促消费成为各方共识。云南省为居民发

放消费券，为自驾游旅客发放电子加油券，为

新能源汽车、家电等商品消费发放消费补贴，

开展“云集好物”及“彩云”系列促消费活动。

河南郑州——
积极扩投资

二季度伊始，河南省郑州市连续迎来重

点项目的重要节点。

4 月 6 日，郑州比亚迪一期工程投产仪式

在航空港区兴港新能源产业园举行。自签约

以来，项目 37 天内实现开工，17 个月顺利投

产；待全部建成后，新能源汽车年产能可达百

万辆。

两天之后，郑州经开区海立海尔压缩机

生产基地项目开工。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主

要生产行业先进的变频高效旋转式压缩机。

投产后，年产量可达 1500 万台。

这些项目是民间投资信心持续恢复的缩

影。一季度，郑州民间投资增长 3.8%，较去

年同期提高 6.2 个百分点。

抓项目、抓生产、抓招商。郑州市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 1 月面向金融机构推

介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社会事业 3类 72个

项目，总投资达 1835 亿元，融资需求达 1205
亿元；2 月推出 2023 年第一批面向民间资本

推介项目，涉及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保障性

安居工程等 7 个领域 67 个项目，总投资 1003
亿元。

上街区天马新材料电子陶瓷粉体材料生

产基地、巩义市恒星科技超精细金刚线建设

项目、荥阳市智能加油机生产线建设项目等

一批民间投资项目陆续落地。郑州发布完善

政策环境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实施方案，河

南省也出台促进经济稳定向好政策措施，积

极扩大有效投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城市发展与治理研究院副

教授韩柯子分析指出：“投资是稳增长、促发

展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必须一以贯之推

动扩大有效投资。地方还要引导资金投向供

需多方受益、具有较大乘数效应的新型基础

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民生短板等领域，提

升投资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促进供需高水平

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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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方位R

海 风 猎 猎 ，吹 动 巨 大 的 叶

片。在直径 158 米的叶轮带动

下，三个大叶片转动一圈可扫风

近 2 万平方米，相当于 2.7 个标

准足球场大小。风力生成的源

源不断的绿色电力，将通过一条

5 公里长的动态海缆接入海上

油田群电网。这座庞大的“海上

建筑”是我国首座深远海浮式风

电平台“海油观澜号”。 5 月 20
日，“海油观澜号”成功并入文昌

油田群电网，开启为海上油气田

输送绿电的新里程。

目前国内外海上油田均采

用化石能源提供电能，风力发电

则为深远海油田群的用电提供

了一种更加绿色的方式。“海油

观澜号”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将达

2200 万 千 瓦 时 ，全 部 用 于 油 田

群生产用电，每年可节约天然气

燃料近 1000 万立方米，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2.2 万吨。

作为我国第一个工作海域

距离海岸线 100 公里以上、水深

超 过 100 米 的 浮 式 风 电 平 台 ，

“海油观澜号”整体高度超 200
米，吃水总重达 1.1 万吨，固定在

海洋深处。“海油观澜号”在设计

建造中，创新应用风机与浮式基

础的一体化设计和迭代技术，确

保在超 17 级的强台风下安全稳

定运行。

近年来，我国海上风电持续

发展。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

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介

绍 ，2022 年 我 国 海 上 风 电 新 增

装机 516 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

达到 3051 万千瓦，稳居全球第

一。依托规模化开发与技术进

步，我国海上风电的经济性大幅

提高，2010—2021 年，我国海上

风电度电成本的降幅接近 56%，

海上风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已

降至 0.33 元/千瓦时左右。

国家气候中心数据显示，我

国深远海风资源技术可开发量

超过 20 亿千瓦，潜力巨大。“希

望通过‘海油观澜号’的建设，推

动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在核心

技术、大型海上安装装备以及产

业链资源整合等方面取得实质

性突破，探索海上风电与海洋油

气融合发展。”中海油执行副总

裁兼新能源部总经理杨云说。

图为“海油观澜号”。

中国海油供图

海上风电走向深远海—

“观澜”并网 输送绿电
本报记者 冉永平 丁怡婷

（上接第一版）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

心，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

制定基础研究三年行动方案；布局建设苏州实验室、太湖

实验室等一批重大创新平台；2022 年以来牵头实施 2 项国家

“卡脖子”重点科技专项、15 项重大基础研究，组织实施 115 项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项目……2022 年，江苏全社会研发投入强

度达 3%，达到创新型国家和地区中等水平，对全国的贡献超

过 12%；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50.4 件，保持全国前列。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只有不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创新才

有不竭动力。

成立于 1966 年的扬力集团，是一家金属成形机床制造企

业。走进车间，一台 3250 吨大型智能化偏载多工位闭式压力

机正在组装，即将交付客户。

据介绍，这台压力机是国内首台套产品，可以实现汽车大

型覆盖件一次冲压成形，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提升了制

造精度，是汽车制造领域的高端产品。

“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的，市场倒逼企业不断

创新，稍微慢一点就会掉队落伍。”扬力集团副总裁张军表示，

在国家和江苏省相关政策支持下，公司建成 8 个研究所和 1 个

智能制造中心，每年研发投入达 1 亿元。

目前，江苏 85%以上的研发投入由企业完成，80%的科技

平台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在企业，70%的有效发明专

利由企业创造。

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江

苏着力构建科创金融、开放创新等生态体系，加强基础研究、

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全链条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

人才链在产学研深度合作中贯通融合，高新技术企业达 4.4 万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 8 万家。

推动产业结构加快迈向中高端

这段时间，靖江造船业频频传来好消息：江苏扬子江船业

集团建造的首制 24000 标箱（TEU）超大型集装箱船命名交

付；江苏新时代造船有限公司投资 17.5 亿元打造的高端船舶

智能化分段制造项目一期工程完工，进入全面试生产，企业造

船效率不断提高……

近年来，泰州靖江市积极引导造船企业向世界一流企业

学习，把“智改数转”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加大

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全力打造现代化造船基地，向世界一流

船舶产业基地蜕变。

船舶产业是江苏的传统优势产业。仅靖江市的造船企

业，2022 年手持订单占全球比重达 10.7%，订单生产计划排到

2026 年。

为进一步提升产业集中度、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优势企

业竞争力，2022 年 7 月，江苏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全省船舶与

海工装备产业竞争力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包含 6部分 18条政

策措施，其中第一部分便是“加快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江苏以实体经济见长，制造业规模多年保持全国第一。

江苏制造业覆盖全部 31 个大类，其中销售产值居全国前三的

有 18 个。

近年来，江苏不断激发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

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加快迈

向中高端，围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努力

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迈向中高端，发展实现高质量。一手补足短板，推动

机械、石化等传统产业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一手锻造长板，着力培育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产业链供应链

优化升级。

在苏州，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目前

已聚集生物医药创新企业 620 多家，布局创新药研发、高端医

疗器械、生物技术三大重点产业集群。

在常州，围绕新能源产业链，一个个创新产业集群正在集

聚，产业链长、涉及领域全，产值已突破 5000 亿元，汇聚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中游企业超过 3400家。

…………

聚链成群，筑起江苏高质量发展的“高原”。目前，江苏已

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10 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6 个，在

集群建设的引领带动下，2022 年江苏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达 37.3%，居全国前列。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
护良性互动

南京市浦口区，万里长江进入江苏后的第一站。站在长

江北岸不远处的东龙山上远眺，宽阔的江面上，船舶川流不

息；蜿蜒的江岸边，挺拔的林木随风摇曳。

“以前，长江岸边厂棚林立、机器轰鸣，船厂切割、轧钢、喷

漆、除锈，不仅污染空气，还严重污染长江。”桥林街道周营村

村民张芳回忆。

2018 年起，浦口区全力整治长江岸线，恢复生态岸线约

11 公里。昔日厂棚林立的“十里造船带”，如今已蝶变滨江生

态风光带。

浦口区长江岸线的变化，是江苏坚决落实“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要求的一个缩影。

近 年 来 ，江 苏 大 力 整 治 沿 江 生 态 ，累 计 关 停 化 工 企 业

3876 家，腾退长江生产岸线 81 公里，生态岸线占比提升到

64.1%，长江干流江苏段水质连续 5 年保持Ⅱ类。

生态环境之变，折射的是江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之变。

如何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中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成为摆在江苏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今年 4 月，一个投资总额超 10 亿元的汽车零部件项目有

意落户江宁高新区，因生产工艺中涉及电镀工艺，对环境影

响较大，因而被拒绝“入园”。 2023 年以来，《全省生态环境

系统服务高质量发展十项措施》《关于支持生态环境高水平

保护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相继发布，推出一系列

服务地方、企业绿色发展的针对性举措，支持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的政策举措，协同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

“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今后的持续发展。”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尹荣尧表示，面对特殊省情，江苏致

力寻求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的“最大公约数”，坚持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良性互动。

2022 年，江苏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2 万亿元，5 年连跨 4 个

万亿元台阶的同时，单位 GDP 的能耗、碳排放强度比 10 年

前 分 别 下 降 48.3% 、43.4% ，实 现 经 济 增 长 与 污 染 排 放 有 效

“脱钩”。

江苏生态环境质量指标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江豚重现长江江苏段，桃花水母再现太湖，蓝天白云成为常

态，绿水青山触手可及……绿色成为江苏高质量发展的鲜明

底色，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江苏百姓最有幸福感的公共产品，

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画卷正在江苏大地徐徐铺展。

（本报记者白光迪参与采写）

图①：5 月 20 日，安徽潜山，工人在建设

中的无岳（无为至岳西）高速项目摊铺沥青。

吴均奇摄（影像中国）

图②：5 月 20 日，内蒙古呼和浩特，游客

在“音乐美食季”活动中选购糖画。

丁根厚摄（人民视觉）

图③：5 月 22 日，山东滨州，一家风电装

备制造企业的工人在赶制风电设备。

初宝瑞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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