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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

是创新创业的主体，是整个经

济充满生机活力的基础，也是

读懂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

窗口。我们约请记者对 5 家企

业进行了采访，这些企业有大

有小，来自新能源、家电、中试

平台、种业、餐饮等不同领域。

新的一年，面对困难 和 挑 战 ，

企业怎么看？把握机遇、坚定

信心，如何加油干？让我们听

听企业的声音。

——编   者   

记者：作为链主企业，如何带动产

业链创造更多价值，避免陷入“卷价

格”的怪圈？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曾毓群：近些年，部分供应链

企业通过“卷价格”的方式寻求市场占

有率。我们认为，锂电和新能源产业链

的健康发展，不能靠层层压低价格来实

现，而应该创造“高价值”产品，带动企

业进一步研发，让整条产业链受益。

作为链主企业，我们通过开放式

创新的方式，推动上下游企业技术创

新、全产业链发展和价值的提升。为

增强供应链韧性和协同性，我们在正

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等上游重要环

节，与供应商推进新技术研发；也与下

游车企展开合作，让整车上的电池更

好用，提高产品的迭代速度。

跳出“卷价格”的怪圈，还需要产

业链企业共同向外看，开拓市场，做大

蛋糕。我们观察到，一些高能耗、高排

放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就用到了与新

能源相关的产品。我想，传统产业的

再造对产业链提出了新的需求，也提

供了全新机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综合

整治‘内卷式’竞争”。我们坚信，参

与国际竞争，引领全球绿色转型，需

要整条供应链协同发力，也需要链主

企业通过开放式创新，为产业链创造

更多价值。我们将与上下游企业展

开合作，让新能源产业链更成熟，涌

现出更多面向市场的技术应用。我

们还将发力锂电的回收利用，携手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打造集电池生产、使

用、梯次利用、回收资源再生为一体

的生态闭环。

图为管理人员在宁德时代电芯制

造生产线上调试设备。

本报记者   刘晓宇摄   

一家新能源产业链主企业—

不卷价格卷创新
本报记者   刘晓宇

记者：新 兴 科 技 产 业 研 发 投 入

大 、验 证 周 期 长 、投 资 回 收 难 度 大 。

作为中试平台，如何打通科技与产业

之间的创新堵点，提升科技成果转化

水平？

武汉中关村硬创空间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朱志猛：小微企业自己搭建

平台做测试验证，成本太高了。而现

在只需支付一定的费用，就能享受到

产品的贴片、性能测试、认证检测等集

成服务，加快了产品研发进度。湖北

武汉创现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蔡毅告

诉我，得益于我们的帮助，2024 年他

们在海外推出了软表面清洁机器人，

市场反响不错。

一直以来，科技成果转化存在一

些难点，比如科技成果供给端和市场

需求端不匹配，多学科资源不匹配。

如何发挥平台在创新链、产业链

中承上启下的优势？我们是由北京中

关村硬创空间集团和武汉高科国有控

股集团共同组建的科技服务企业，北

京提供科技成果，武汉高科提供当地

的供应链支持并进行推广。双方优势

互补，为科技企业提供服务和解决方

案。我们还开展了高校院所和科技企

业的撮合对接，政府也在科技人员培

育、平台发展方面给予我们激励。

公 司 为 500 余 家 企 业 提 供 了

2500 多次技术服务，创造服务收入的

同时，也带动服务对象创收。今年，我

们会继续加强政产学研用的协同，着

手设立成果转化中试天使基金，搭建

“技术—资本—产业”融合发展平台；

还计划进行 3 期 2000 多万元的设备投

入，围绕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新能

源储能等前沿领域，充分发挥平台专

业能力和优势，帮助更多中小企业打

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图为中试实验室工程师进行产品

测试。

武汉中关村硬创空间科技有限

公司供图

一家中试平台企业—

打通堵点促转化
本报记者   范昊天

记者：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是商

业化育种面临的难题，如何克服问题，

利用各方支持，推动种业创新？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水稻测评

总监周华：在商业化育种起步阶段，资

源、人才、技术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

校，与企业、市场存在一定距离，阻碍

创新。

我们采取揭榜挂帅方式，对种业

创新难题进行协同攻关。我们出题

目，院校出专家人才，成果和收益两者

共享。不久前，第二批“揭榜挂帅”项

目立项，我们对结果充满期待。

种业创新不是企业一家唱“独角

戏”。集团成立之初，在海南三亚设立

了分支机构，政府协调科研用地，给予

支持。后来，我们把总部从北京迁入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去年初，为鼓励

种业创新，海南出台多项措施。好政

策助力好种子加速涌现，同年 4 月，我

们举办了早造水稻展示观摩会，一个

由我们和研究机构共同研发，具有抗

白叶枯病、抗倒伏、产量高等优良性状

的 水 稻 品 种 ，受 到 广 泛 欢 迎 。 2024
年，我们共有 138 个品种通过国家审

定，168 个新品种获得授权。

今年是我在三亚南繁的第二十六

个年头，看到种业越来越受重视，我越

干越有劲！新的一年，在各方支持下，

我们将在生物育种、成果转化等方面

持续发力，为种业创新作出新贡献。

图为育种工人清理水稻田里的杂

草，为育秧做准备。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一家种业企业—

揭榜挂帅解难题
本报记者   曹文轩

记者：作为家电产业链上游企业，

如何将“两新”政策的机遇化为企业内

在的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斐雪派克电器（青岛）有限公司总

经理孙利：“两新”政策提振了家电产

品销量，作为家电企业的电机供应商，

我们的产品销量随之增加。以广泛应

用于高能效洗衣机的一款直驱电机为

例 ，2024 年 其 产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14%。

“两新”政策在 2025 年加力扩围，我们

有信心继续实现公司的发展，推动技

术与产品创新。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企业发展不

能有依赖政策的“等靠要”想法，而是

要主动将政策助力内化为企业自身市

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此，我们正努力将销量增长带来

的收益，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研发实

力。在“两新”政策推动下，消费者对高

品质家电的需求提升了，我们通过技术

研发，着力解决消费者使用家电时的一

些痛点问题，比如通过算法对运转中的

电机做出精准控制和适时调整，有效降

低滚筒洗衣机的振动噪声。

我们也期望国家进一步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出台相应细则，辅导我们用

好政策，为企业创新保驾护航。

市 场 与 环 境 是 多 变 的 ，企 业 要

敢 于 创 新 与 变 化 ，才 能 不 被 淘 汰 。

2025 年，我们会继续深挖企业内部潜

力，专注于下一代领先技术产品的开

发、测试及市场开拓工作，满足和响应

市场变化，实现企业的创新发展。

图 为 斐 雪 派 克 工 厂 智 能 制 造 生

产线。

斐雪派克电器（青岛）有限公司

供图

一家家电产业链上游企业—

用好政策练内功
本报记者   李   蕊

记者：餐饮消费新需求不断涌现，

老字号如何紧扣市场变化，在竞争中

赢得主动？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黎钢：面对消费新趋势、新变化，

餐饮行业难免面临一些困难和冲击，

更好地吸引客流是重中之重。随着生

活水平提高，情绪、社交和文化价值成

为消费者选择餐厅时的考虑因素。同

时，生活节奏加快，消费者对于上菜速

度等服务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通过数字化转型，努力提供

更好的用餐环境。广州是美食之都，

餐饮门店客流如云，我们引入送餐机

器人，加快上菜速度。机器人无接触

配送，餐食更卫生，消费者更满意。我

们还推行数字化电子券，消费者通过

手机领取和使用，餐厅的客流量和销

售额也实现增长。

我们正与电商平台等外部合作方

联动，拓展其他客源群体，引流到线下

餐饮门店。

餐饮企业转型也少不了政府的支

持。2024 年 11 月，广州市政府财政投

入 10 亿元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我

们还积极参与广州精品美食周活动，

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提升品牌形象。

将老字号这块“金字招牌”越擦

越亮，我们一直在努力。 2025 年，我

们会继续深化数字化转型，根据消费

者 消 费 习 惯 和 偏 好 ，提 供 服 务 和 优

惠。我们也计划与各行业品牌跨界

联 动 ，为 消 费 者 带 来 更 多 惊 喜 和 便

利。相信随着餐饮企业数字化转型

不断深入，会有更多消费者来广州欣

赏珠江、海心沙的美丽景致，享受新

鲜出炉的广东味道，获得更加高品质

的美食体验。

图为广州酒家参加美食周活动。

广州市商务局供图   

一家餐饮企业—

紧贴需求谋转型
本报记者   王云娜

建议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

力度，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领域的研究和开发。进一步提高

智能制造、数字技术在工业生产

和管理方面的应用水平，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和发

展新兴产业。

——吉林网友   

建议完善创新资源向企业集

聚机制，构建广泛参与的科技奖

励机制。应完善企业主导的产学

研融合机制，将高校院所与企业

开展产学研合作情况作为考核评

价重要内容，强化评价结果运用；

研究制定顶尖孵化器建设实施方

案，省市协同打造一批顶尖孵化

器，有效提升企业育成能力和生

态支撑能力。

——湖南网友   

建议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支持力度，在项目申报等方面

向科技型企业倾斜。

——宁夏网友   

（以 上 留 言 摘 编 自 人 民 网

《人民建议》，施云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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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3 日电   （记者王立

彬）作为经略深海的“国之重器”，“蛟龙”

号升级换装后将于今年 2 月完成水池试

验，3 月开展应用海试。

记者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悉：目

前潜航员和技术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开

展“ 蛟 龙 ”号 升 级 改 造 工 作 ，主 要 包 括

7000 米级大容量、长寿命、高能量密度柔

性锂电池系统和高效直驱型低噪直流推

进等关键部件升级，同时优化液压系统、

视像传输系统、作业工具包和故障诊断辅

助决策等系统。

据悉，“蛟龙”号已经完成关键部件的

升级换装，将于 2025 年 2 月完成水池试

验，3 月在南海开展“蛟龙”号关键作业能

力提升应用海试。此次关键部件技术升

级将显著提升“蛟龙”号整体性能及安全

作业能力，提高深海探测技术自主可控

性，保持“蛟龙”号技术领先优势，为后续

深海科考应用航次提供技术支持。

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 7000 米级载人

潜水器，“蛟龙”号是我国认识深海和经略

深海的“国之重器”，调查范围已覆盖太平

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等海域，在促进人类

对深海认识、提升科学研究水平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升级换装
显著提升整体性能及安全作业能力

本报北京 2月 4日电   （记者常钦）自

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通

知，要求严格遵守“八不准”，坚决遏制新

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据介绍，2020 年 7 月《关于农村乱占

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印发以来，各

地疏堵结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遏制

新增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初步遏制了新增

问题高发的态势。但一些地方仍然存在

违反“八不准”要求，乱占、破坏耕地等问

题，影响了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工

作质效。

此次通知要求，坚决整治乱占、破坏

耕地违法行为，严防变相买卖、兼并土地，

切实防止“大棚房”死灰复燃，坚决整治征

占黑土地建“特色小镇”等各类侵占耕地

问题。强化全链条监管，把好土地资源开

发利用全过程、各环节监管关口，进一步

严格耕地保护工作，确保牢牢守住 18 亿

亩耕地红线和土地管理政策底线。

此次通知强调，坚持疏堵结合，切实

保 障 农 村 村 民 住 宅 建 设 等 合 理 用 地 需

求。加大土地资源要素保障力度。要统

筹安排补充耕地指标和新增建设用地计

划，切实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用地。继续单列农村村民住宅用地

规划和计划指标，依法保障农村村民住宅

建设合理用地需求。建立健全容错纠错

机制。分类稳妥开展违规占用耕地整改

复耕，坚决杜绝不切实际下任务、定时限，

强行砍树、毁果、填塘，虚假复耕等行为，

给基层留出合理必要的过渡期，循序渐进

推动。严防出现简单化、“一刀切”问题。

严守农村用地建房法律政策底线红线。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

坚决遏制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

上图：2 月 1 日 ，

广东梅州平远县石正

镇，金黄色的油菜花

盛开，吸引游客前来

观赏游玩。

冯锡权摄（影 像

中国）  
左图：2 月 4 日 ，

游 客 在 湖 北 秭 归 县

屈 原 故 里 景 区 赏 梅

游玩。

王   罡摄（影 像

中国）

正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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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时

本报南宁 2月 4日电   （记者庞革平、

张云河）记者从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今年 1 月，西部陆海新通道铁

海联运班列累计运输货物 10.4 万标箱，同

比增长 30.9%，继续保持较快增速。 1 月

29 日突破 10 万标箱，较去年提前 15 天，

为 2017 年开通以来运输货物突破 10 万标

箱数最快的一年。

岁末年初，年货物资运输需求比较旺

盛。1 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磷矿粉、

锌精矿、叶蜡石、纸浆等货物发运量较大，

菜籽油、大米等年货需求也比较旺盛。比

如，广西钦州港东站每天到发铁海联运班

列在 24 列左右。 1 月 10 日，该站单日装

车数达 660 车，单日作业次数达 1270 次，

均刷新纪录。钦州港东站作为西部陆海

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的枢纽站，许多进出

口货物在这里集结，为国内外消费者带来

更多选择。

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国内 18 个

省（区、市）73 个城市的 157 个站点，通达

127 个国家及地区的 555 个港口。

1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货运同比增 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