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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安徽省两会获悉，安徽省今

年将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

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持

续推动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大力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安徽深入推进
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 吴 涛 孟盈如 周 颖

1月14日开幕的广东省十三届

人大三次会议上，广东省省长马兴瑞

披露了让人心暖的信息：2019年广

东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突破10万

亿元。比数据更引人注目的是支撑

高质量发展的“三新”即：新活力、新

体系、新使命信号。

创新转型间“鸟枪换炮”

提起纺织产业，人们的第一印

象大多是织布。

一些企业早已“鸟枪换炮”，从

织布料变成“织汽车”“织家电”，开

拓出一片新天地，实现升级和跨越。

1984年成立的广东新会美达锦

纶股份有限公司原来主要生产锦纶

丝线及相关材料，供应国内纱线、服

装市场。后来嗅到市场变化，企业

开始主动求变。

“公司向工程塑料、建筑材料等

方向发展，如今改性材料被广泛应

用于汽车、工业齿轮、家电及电子设

备，实现从传统纺织到化工新材料

的跨越。”美达锦纶公司技术中心副

总监陈伟明告诉新华社记者。

去年，新材料在公司产品总量

中占比超过一半，营收规模从转型

前的5亿元左右提升到约40亿元，

产能增长6倍多。企业彻底甩掉了

“夕阳产业”的帽子。

这是广东制造业持续主动进行

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来自广东省工信厅的数据显

示，近5年广东已推动3万多家工业

企业进行技改，2019年前10个月，

工业技改投资 3076 亿元，增长

12.3%。6000家工业企业应用了工

业互联网，50万家中小微企业“上云

用云”，工业信息化水平跃升。

目前，广东正大力培育制造业

骨干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支

持企业突破核心技术、提升制造能

级、拓展全球布局，全省主营业务收

入超千亿元的企业达29家，6家制

造业企业跻身世界500强。

“世界工厂”悄然华丽蝶变。“10

多年前，广东已主动谋求经济转型升

级，并一直持续到现在。”暨南大学区

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覃成林说，面对

“后有追兵”，广东没有一味追求体量

和增速，更关心质量和结构。广东

“智造”加速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跃

升，支撑起制造强省的“钢铁脊梁”。

现代经济体系呼之欲出

现代化经济体系，正呼之欲出。

今年春节，明珞汽车有20多名

员工不能回家过春节。因为合作伙

伴——设在上海的全球知名汽车生

产商大规模扩产，作为生产设备供

应商，公司必须派出团队到现场为

其调试设备。

在工业机器人领域，明珞是个

“新人”，但他的目光却瞄准了库卡、

柯马等老牌“劲旅”，很快“后来居

上”。这一“逆袭”，源于创新。

“汽车生产设备需要所有的机

器人、传输线达到一致性，但一套设

备有成千上万个零部件，以前靠人

工一个一个现场调试，费时很长。

公司利用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技

术研发出虚拟制造技术，可通过虚

拟现场完成90%的调试，大大缩短

客户投资生产周期。”明珞公司副总

经理龙璞说。

如今明珞已走向全球市场，成

为奔驰等汽车品牌的设备供应商，

企业规模增长到10亿元。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和

新材料等产业，正成为广东经济发

展的新动力。4K电视产量约占全国

一半，5G产业产值约占全国40%，

工业机器人产量约占全国1/5……

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科技发展与促

进处处长任红轩看来，持续不断的

科技创新，不断壮大的高技术制造

业和先进制造业，使得广东现代化

经济体系不断夯实，经济活力十足、

潜力无限。

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竞争的

制高点之一。2017 年，广东出台

首个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文件，

如今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广东经

济增长的重要支撑。2019年前三

季度，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2.2 万亿元，在服务业中占比超过

一半，同比增长7.6%，其中科技和

软件信息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增

速超过10%。

“快速发展的高质量制造业和

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形成

了较完善的经济结构，构成广东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主体，推动广东经

济在高位上高质量发展。”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说。

锐意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在拥有众多千亿元级企业的广

东经济巨轮上，仍处于初创期的工

业互联网企业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

司并不起眼，却一样享有地方政府

的“首席服务官”。

树联互根琶洲项目开发总监

曾炜说，公司正在总部大楼建设

期，大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

用地批准书，小到建筑外立面和

草地，大量事务需要与所在地政

府沟通。得益于海珠区“所有问

题与‘首席服务官’沟通机制，大

大减少企业沟通成本，项目建设

高效快速。”

锐意改革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是广东吸引国际国内资本、技术和

人才，不断高位发展的“源头活水”。

通过审批事项清单改革，广东

整改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实

现一网通办、一窗受理、并行办理，

企业业务办理时限平均压减56%，

最快3天“当上老板”。通过“粤商

通”等数字政府建设，众多事项实现

电脑或手机端办结，“办事不求人”

成为众多企业最新的“客户体验”。

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生物医药巨头来了。2019 年

10月，默克广东创新中心投入运营。

制造业巨头来了。2019年11月，

通用电气广东揭阳海上风电机组总装

基地在揭阳市临港产业园区动工。

化工材料巨头来了。2019 年

11月，巴斯夫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投

资项目、我国重化工业行业中首个

外商独资项目、投资总额100亿美

元的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在湛江

东海岛上启动。

“广阔的市场、良好的营商环境

和积极开放的政策，是我们选择广

东的原因。”巴斯夫大中华区总裁兼

董事长柯迪文说。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下，第一

经济大省稳字当头。站在新台阶

上，广东正迎来粤港澳大湾区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

叠加”的重大历史机遇，前景广阔、

大有可为。

凌 寒 溢 梅 香
——广东经济再上新台阶释放“三新”信号

深圳进口水果深圳进口水果““船边直提船边直提””
更快送更快送达消费者达消费者

深圳海关近日在蛇口港实施

一项改善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贸

易便利化的举措——“船边直

提”，即经过申报无需查验的水果

货主可以直接在码头船边提货出

闸运走。借助这项创新改革，深

圳前海将实现“水果进口—经销

商码头提货—快递派送到消费者

手上”新型进口水果销售模式。

图为深圳海关关员核对进口智利

车厘子的标签信息。

新华社发（深圳海关供图）

□ 方益波

在涉及千家万户民生利益的老旧小区

改造中，浙江一些地方重视结合地域特色，

强调本地居民的主体责任，改不改由老百

姓决定，怎么改和老百姓协商，改得好不好

请老百姓评价，体现了“大家的事大家商量

着办”的精神，这种工作思路值得肯定。

但是，在快速推进的城乡建设工程中，

也要警惕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盆景化”

倾向。即便展示多视角下的“美”，也要尊

重当地的历史文脉和禀赋特色，以原住民

为建设和治理的主体，形成和现实生活血

脉相连的美学标准、工作导向和评价体系。

故土容易引发乡愁类的美好情感，然

而乡愁不会在盆景中产生。这方面有过深

刻的教训，一些地方以新为美，以洋为美，

拆了老建筑，建起“新奇特”，实现了长官意

志的“美”、书本上的“美”，却丢失了本土的

生活的真实美，以至于城市布景化、文物景

区化、景区一致化，这些都是前车之鉴。

从城镇化建设到美丽乡村建设，从老

旧小区改造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些项

目的推进，总体上看取得了重要成果，提升

了生活质量，但在推进过程中，有的地方片

面理解和执行政策文件，顾此失彼，人居环

境改善了，养猪生产忽略了；也有的地方照

搬照抄，重建了一个“画报上的新农村”，看

起来很美，本乡本土的历史遗存却消逝了；

还有的地方把个别人理解的“美化”观念强

加给百姓，老黄瓜刷绿漆，成了“样子货”。

新华社发表的评论认为，提升中心城

市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也要结合当地

实际。城镇化建设抑或美化乡村环境，尤

其需要植根厚土，与民俗肌理相互契合,如

此方能获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而养在花

盆中、装在画框里的，只能是一种观赏文

玩，碰一下就碎了一地。

如何避免“盆景化”？作风上，要走群

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发

挥百姓主体作用，形成共建共享的治理共

同体，而不能“从文件中来，到文件中去”；

认识上，要懂得欣赏老、旧、土的美，尊重本

土文化，避免来自行政权力、资本力量、知

识霸权的傲慢，警惕出于专业技术的优越

感，以及不尊重群众、不尊重当地看似粗黑

浅陋实则大有讲究的生活痕迹，实现专业

性和群众性的结合。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不久前召开的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从农村实

际出发，因地制宜，尊重农民意愿，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把当务之急的事一件一件解

决好。把每一项工程做到基层生活中去，

做到百姓心坎里去，实实在在为群众需求

服务，为生活品质提升服务，为滋养城乡环

境的文化内涵服务。

盆景里
生长不出乡愁

□ 周 凯

如翡翠般碧绿的水体，四周高

耸的岩壁，十余座天然湖泊像珍珠一

般“镶嵌”在群山之中……在重庆市

渝北区铜锣山脉深处，这一奇特的景

观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成为有着“重

庆小九寨”之称的网红打卡地。

然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满

目疮痍的废弃矿坑群。在长江经济

带共抓大保护的理念指引下，重庆

市渝北区近年来加大生态修复，让

废弃矿坑群变了样。

纵贯重庆市主城区的铜锣山

脉，石灰岩矿储量丰富，开采历史悠

久。20世纪末，随着重庆市直辖后

城市的快速发展，加上毗邻319国

道，运输条件便利，铜锣山一度成为

重庆市最大的石灰岩矿区。

石船镇石壁村是铜锣山采石场

的主要聚集地。当地村民告诉新华

社记者，2002年左右开采规模达到

高峰，山上10公里长的区域内，大大

小小的采石场火力全开，削掉了一

座又一座山头，每天进出大货车近

7000辆次。

“那时候通过采矿、租地等方

式，村集体经济一年收入有两三亿

元。很多采石场每年营业额上千万

元，一些村民都成了大老板。”石壁

村村民娄中强回忆说。

“富是富了，但是村里整天灰蒙

蒙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马

路被大货车压得坑坑洼洼，山上到处

都是大大小小的坑，环境破坏实在是

太严重。”村里一位采石场老板坦言。

采矿业带来可观利益的同时，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触目惊心——森

林被砍伐，耕地被破坏，地质安全隐

患突出，群山之中被挖出41座巨大

露天矿坑。

面对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重

庆渝北区委、区政府2012年下定决

心，将铜锣山采石场全面关停。

石壁村原有1843户村民。矿

业经济的清零，让这个繁华的区域

很快冷清下来，一些村民搬到城里

住或者外出务工，住在村里的只有

400多人。

53岁的村民娄忠珍说：“因为村

里很多土地被破坏了，不能种植。

有条件的进城了，留守在家的村民

只能想办法复垦一些自留地。过去

还能在采石场务工，矿山关停了之

后收入大幅下降。”

就在村民们担忧村经济未来如

何发展时，这片得到保护的山水开

始“回馈”村民。日积月累，41个矿

坑中有11个矿坑竟然蓄积了清澈的

水体，在矿物质的作用下形成了或

蓝或绿的湖泊群，极具观赏价值。

面对大自然的二次馈赠和依然

脆弱的生态，渝北区从2016年开始

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战略导向，加快开展消除安全隐患、

植绿覆盖裸土、保护坑中水体等生

态修复工程，打造铜锣山国家矿山

公园，并成功申报国家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

渝北区秉持“自然修复为主、人

工修复为辅”的理念。在即将完成

治理的7、8、9号三个矿坑，新华社记

者在现场看到，湖畔种植了花草树

木，石径原料取自矿坑中的矿石。

在初步治理好的12号矿坑，绝壁环

绕、水光潋滟，周边植被长势良好，

让人难以相信这里曾是废弃矿坑。

渝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

胡天才说：“经过四期修复，这些废

弃矿坑已治理2300亩。我们正在

规划后续治理工程，使其成为生态

公园、旅游公园，不能再走过去牺牲

生态的老路。”

为让村民同步增收，渝北区实

施新建10万亩特色经果林和10万

亩生态林的“双十万工程”，引导村

民通过土地入股分红的方式，走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新路。

“我们村约1000亩土地入股，

110多户村民成了股东，主要是栽种

李子树。李子挂果后，预计1亩地每

年分红近1万元。矿山公园还没建

成就已名声在外，部分矿坑被网友

称为‘重庆小九寨’。再过几年生态

旅游发展起来了，我们这里就是名

副其实的金山银山。”石壁村村支书

黄伟说。

矿山关停后外出打工多年的村

民娄小梅，最近也回到石壁村开起

了餐馆和便利店。“等矿山公园建好

后，游客肯定很多，这里绝对能赚

钱！”她笑着说。

大保护让废弃矿坑群变身“网红小九寨”
重庆市渝北区近年来加大生态修复，新建10万亩特色经果林和10万亩

生态林的“双十万工程”，引导当地村民走生态产业化发展新路

中小微企业成为
地方外贸增长大引擎

福建省石狮市商务部门近日有消息称，

当地预计2019年外贸出口总额可达335亿

元，同比增长107%，将拉动所在泉州地区

外贸出口增长超过14个百分点，为福建全

省外贸出口增长贡献约两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