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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新闻

改革发展动态

改革时评

□ 王 迪

四川省自贡市的地名，来自两口

盐井“自流井”“贡井”的首字。

从公元1世纪开凿第一口盐井以

来，近2000年里，这座川南城市的命

运一直和盐息息相关。至今，盐业仍

然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

创新：引领生产技术迭代升级

四川省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馆

长程龙刚介绍，北宋庆历年间，现自贡

市荣县境内出现了冲击式凿井法，即

利用钻头击碎岩石，“这种技术便于获

取岩层深处品质更高的卤水资源。”

使用这种方法，凿成于1835年的

自贡燊海井深度达到1001.42米，是

世界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

新中国成立以来，自贡继续引领

全国井矿盐生产技术的迭代更新。

“我们为70%以上的全国大型制盐

装置提供了技术。”自贡市轻工业设计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许景媛说。

这个成立于1953年的研究院，致力于

制盐关键技术的研发，获得国家、部省

级重大科技成果奖和发明奖40多项。

中国井矿盐企业近年采用大型化

工生产设备和先进工艺，提升了技术

装备水平，降低了能源消耗。从2004

到 2009年，行业的吨盐综合能耗从

181.67千克标煤下降到137.62千克

标煤，年均降低9.3%。目前，部分企

业综合能耗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改革：走出四川四海“咸”宜

2016年国务院印发《盐业体制改

革方案》，取消了食盐生产批发区域限

制，改革了食盐政府定价机制，改革了

工业盐的运销管理，为中国盐业发展

注入新活力。自贡盐得以走出四川盆

地，进入国内外大市场。

“盐业改革让盐业生产企业的创

新能力极大释放，能够为市场提供丰

富的产品、满足了个体差异化需求。”

四川自贡驰宇盐品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总工程师黄森田说。

自贡制盐企业已成功在广东、江

苏、浙江、河南、甘肃等20多个省区市

建立营销网络，与多家国内知名企业

签订了独家供应和重点供应协议；自

贡盐成为老干妈、郫县豆瓣、涪陵榨菜

等加工食品的原料，并入驻伊藤洋华

堂、红旗连锁、山东银座、大润发等知

名品牌连锁超市。其20多个食盐单

品已出口到日本、韩国、菲律宾、毛里

求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谁创新，谁成本低才能活下来。”

黄森田说。他表示，传统盐产品利润微

薄，自贡的卤水天然富含硼、碘、锂、钾、

锶等元素，公司的主要利润来自天然钙

盐、低钠盐、富锶盐等功能性产品。

转型：融合文旅“盐”续魅力

作为因盐而兴的老工业城市，自

贡也在经历转型的阵痛。

从2009年至2018年，自贡盐及

盐化工产业在低谷徘徊，被高耗能、

污染大、利润低等问题困扰。2017

年，自贡被纳入全国首批12个老工

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示范区。

在探索转型的过程中，废弃的厂

房被改造成文旅产业的试验项目。

自贡市曾经的最大盐厂，变成了

当地的文化地标。原本用于输送盐的

工业廊道，成为展示自贡老照片的艺

术长廊，巨大的制盐设备周围散布着

咖啡店、书店和礼品店……

“自贡市的盐业文明内容和形态

非常丰富。以市中心为核心的30平

方公里范围内，有明、清、民国的盐场

作坊，也有1949年后兴建的盐厂，共

同组成了清晰的工业文明脉络。”自贡

市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青山表示，这些工业遗产可以变为

发展文旅产业的优质资源。

凿成于1835年的燊海井仍然在

按传统方式产盐。延续了千百年的传

统手艺吸引了广大旅游者。而今，这

口井每天生产的2000公斤盐不再作

为普通食盐销售，成了深受欢迎的旅

游纪念品。

一 粒 盐 引 发 的 创 新 和 转 型
盐业体制改革让自贡盐走出四川盆地进入国内外大市场

□ 熊争艳 王 希

历经40多年上下求索、砥砺奋

进，万华公司一鼓作气谋改革、一气

呵成求创新、一以贯之闯新路，从

计划到走向市场，从昔日生产合成

革的传统国企到成长为现代化大

型企业，从白手起家到成为全球异

氰酸酯行业领军者，以改革创新不

懈探索有力回答了时代之问，成为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伟大实践的生

动诠释。

改革开放是伟大的觉醒，也孕

育了伟大的创造。与改革开放同频

共振，是万华成长的幸运，也是万华

成功的秘诀。如同深刻的化学反应

释放出强大能量，万华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积极

投身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在搏风

击浪中勇当“弄潮儿”，展现了中国

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的鲜明气质。

开拓市场、勇闯天下，重在练好

内功。万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拥

有自主创新能力。为引进异氰酸酯

技术，万华曾吃过亏、上过当，得到

了刻骨铭心的教训：关键核心技术

买不来、要不来，必须靠自主创新。

正是凭借这样的志向和决心，万华

人自强不息，攻坚克难，通过实施

“创新工程”和“人才工程”等，技术

创新能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闯出

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万华40多年来的嬗变，是国有

企业发生历史性 变 化 的 生 动 缩

影。通过改革创新，国有企业日益

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企业活力显著

增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有效发挥，

规模实力、经营效益和国际竞争力

都实现了巨大飞跃，同民营企业相

得益彰、共同发展，汇聚成中国经济

澎湃的海洋。

万华改革创新、发展壮大的实

践表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只要坚

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就

一定能够做强做优做大。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出台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

措施，成为新时代国企改革遵循的

重要指导原则，国企改革呈现出千

帆竞发、百舸争流的良好态势。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我们坚信，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国有企业一定能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落

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上走在前列，不断创造新的更大

奇迹，为中国经济巨轮劈波斩浪提

供强劲动力。

□ 赵丹平 赵宇飞 石龙洪 伍鲲鹏

作为最早到重庆投资的台商之

一，李文勋至今记得1989年初到重庆

时的情景：市区出租车不多，只有两座

跨江大桥，交通物流不便，除一些老厂

矿外没什么像样的企业，产品配套能

力落后……

30年间，大陆西部地区迅速崛起，

台商“西进”大潮也乘势而起，重庆已发

展成为台资企业在大陆西部聚集的重

镇，3万余名台商台胞在此安居乐业，

将深沉的感情倾注在“第二故乡”。

如今，重庆台商融入西部大开发

战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享

广阔发展机遇，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

转型升级，助推着重庆及西部地区实

现高质量发展。

西部机遇吸引台商

30年前，李文勋决定投资130万

美元在重庆建一座热水器厂。30年

后，李文勋创办的百吉集团已从一个

小热水器厂成长为年产值超过3亿元

人民币的制造企业。

百吉集团的发展历程，见证着大

陆西部地区的崛起。

如今，重庆已从封闭落后的内陆老

工业城市，成长为国际物流体系四通

八达、产业商贸繁荣发展的中心城市，

被赋予西部大开发战略支点、“一带一

路”与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重要定位。

“西部崛起的巨大机遇，是台商选

择重庆的重要原因之一。”重庆市台办

副主任刘建南说，2007年前后，重庆

打造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台湾英业达、

广达等十大电子厂商和上下游企业陆

续落户重庆，并带动重庆台商台胞数

量爆发式增长。

目前，重庆已成为大陆西部台资

企业数量和投资总额最多的省市之

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

重庆市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725家，累

计合同台资282.96亿美元，实际使用

台资62.33亿美元。

多位台商表示，除广阔的发展机

遇、便捷的交通、良好的区位优势外，

“交心”是他们选择重庆的重要原因。

“重庆敞开怀抱，欢迎我们来投

资。当地领导经常主动询问企业是否

有困难，并及时予以解决，这份诚意让

我坚定地选择重庆。”展旺塑胶（重庆）

有限公司董事长梁辉炎回忆，当初为

确保企业顺利投产，当地政府安排专

人全程提供“保姆式服务”，帮助租赁

厂房、发布招工信息，并解决台籍员工

就医、子女就学等难题。

去年8月，为落实“惠台31条措

施”，重庆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台“重

庆58条惠台措施”，涵盖渝台经济交

流合作、社会文化交流合作、台胞在渝

就业创业和居住生活等方面。

“在心理上，重庆台商认为台湾人

和重庆人的身份并没有什么不同，因

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人不是外

人，台商台胞在重庆也能享受同等待

遇。”李文勋说。

重庆台商将深沉的感情倾注在

“第二故乡”。在渝台商专门成立重庆

台商儿童暨家庭扶助专项基金，对家

庭发生重大变故的孩子给予救助，目

前已救助近百名重庆儿童；每年季节

性血荒来临时，台胞们都会走上街头

开展献血活动，传递两岸同胞血浓于

水的大爱。

共享“一带一路”机遇

凌晨时分，重庆团结村站，一列中

欧班列缓缓驶出站台，搭载着重庆恒旸

绿科技有限公司的太阳能电池板等产

品，驶向1万余公里外的德国杜伊斯堡。

重庆恒旸绿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2017年落户重庆的台资企业，从事半

导体设备、太阳能电池板等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海外客户分布在德

国、法国等欧洲国家。

“通过中欧班列经陆路直达欧洲，

比海运节约一个多月，对于注重效率

的科技型企业至关重要。”公司技术部

总监李衍霖说，重庆等大陆西部地区

不但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要素成本

优势，而且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点地区。

如今，广大台商充分意识到西部

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

机遇，并积极参与、融入其中，希望共

享发展红利。

作为跨境电商平台“台湾直购网”

的创始人，44岁的台商何玉玲依托互

联网，让凤梨、芒果、牛樟芝、木质工艺

品等台湾特产直接对接大陆消费者，

并已将商品卖到中亚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

向 西 拥 抱 更 美 好 的 未 来
以改革创新回答时代之问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发改委、

河南省工信厅、河南省财政厅联合

发布《关于印发河南省第一批智能

化示范园区建设试点名单的通知》，

认定郑州航空港产业集聚区等10

个产业集聚区为河南首批智能化示

范园区建设试点。

通知指出，为加快推动智能化

示范园区建设，符合条件的园区管

理服务综合系统（智能制造公共服

务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智

能化改造、企业上云等项目，将优先

纳入相关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对试

点中探索形成的有创新、有特色、有

价值的先进技术和业务模式，要及

时进行总结推广。此外，河南将适

时开展试点园区评估评价工作，对

评价合格的将命名为省级智能化示

范园区，对工作成效不明显或未按

期完成试点任务的，将取消试点园

区资格。

据了解，上述10个建设试点名

单包括：郑州航空港产业集聚区、郑

州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洛新产业

集聚区、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区、林州市产业集聚区、焦作工业产

业集聚区、孟州市产业集聚区、长葛

市产业集聚区、禹州市产业集聚区

和长垣县产业集聚区。

（张浩然）

本报讯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深

入推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

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中

央财政对符合条件的投保企业按照

实际投保费率不超过3%及实际投

保年度保费的 80%给予保险补

偿。保险期间应连续不间断，保险

补偿期间按保险期限据实核算，不

超过3年。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是指经

过创新，其品种、规格或技术参数等

有重大突破，具有知识产权但尚未

取得市场业绩的首台（套）或首批次

装备、系统和核心部件等。其中，

“首台（套）”是指用户首次使用的前

3台（套）装备产品；“首批次”是指

用户首次使用的同品种、同技术规

格参数、同批签订合同、同批生产交

付的装备产品。同时，部分关键零

部件和小型关键装备覆盖范围扩展

到用户在首年度内（即从用户首次

购买之日至当年12月31日期间）

购买使用的同品种、同技术规格参

数的装备产品。

通知提出，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保险补偿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决定性作用，由中央财政对符合

条件的投保企业给予适当额度保险

补偿，利用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强化

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降低用户风

险，并引导培育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保险市场，加快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研发应用。

制造《目录》内装备，且投保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综合险或选

择国际通行保险条款投保的企业，

在装备交付用户、保单正式生效、

累计保费满20万元后集中申请保

险补偿。 （李 勇）

河南试点建设首批智能化示范园区
认定10个产业集聚区为建设试点

首台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加码
按投保费率不超过3%及年度保费80%给予补偿

青藏科考首次获得青藏科考首次获得
70700000米高空观测数据米高空观测数据

来自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和长光所的

50多名科研人员近日利用2300立

方米浮空艇开展了地表至海拔

7000米高空的大气水汽稳定同位

素、大气黑碳和大气甲烷含量等大

气组分的综合观测，首次获得了青

藏高原海拔7000米高空的大气组

分变化科学数据，为揭示“亚洲水

塔”水的来源提供了关键科学数据

和新理论基础。图为在纳木错多圈

层综合观测站的观测营地。

新华社记者 田金文 摄

西部地区迅速崛起，台商乘势“西进”融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重庆成为台资企业在大陆西部聚集的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