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推荐

“互联网+体育”朝气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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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云”预订、远程学习健身课、运动

装备线上购……“互联网+体育”正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有力助推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国

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强调提供全民健身智慧化服务，推动线上

和智能体育赛事活动开展，支持开展智能健身、

云赛事、虚拟运动等新兴运动。如何推动体育

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成为业界关注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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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讯

广东工业投资增速
“反超”固定资产投资

本报讯 在日前召开的《广东省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新闻发布会上，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吴东文表示，

广东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

年工业投资增速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上半年，全省完成工业投资4519.26亿

元，同比增长24.5%，两年平均增长7.2%，是

自2016年以来广东工业投资增速首次超过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吴东文说。

据吴东文介绍，通过实施《广东省加快

先进制造业项目投资建设若干政策措施》等

措施，设立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广东

大力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达产。

除此之外，广东还优化存量全面推动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并建立以省长为“总链长”的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的“链长制”，实施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稳步提高

制造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广东地

区生产总值为 57,226.31 亿元，同比增长

13.0%，两年平均增长5.0%。 （吴 涛）

2020年上海工业再制造
总产值达43亿元

本报讯 2020年，上海工业再制造平

稳发展，再制造总产值达43亿元，其中包括

航空发动机120台、汽车发动机8000台、大

型工程机械零部件5000余个、小型工程机

械零部件10万余个等。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阮力表示，上海将进一步优化调整能源结构

和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

产业与绿色金融服务融合升级；加快布局储

能、氢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低碳能源

领域创新研发和推广应用。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披露的数

据显示，2020年上海规模以上工业用能总

量同比减少1.16%，同比下降59.2 万吨标

煤，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2.8%。

长三角区域也已经初步建立循环经济

与资源综合利用合作机制，上海市和长三

角其他三省固废协同利用量约1000万吨，

包括一般固废、废纺、废塑料、废纸、废电

池等。 （郑莹莹）

西部地区纺织品服装
出口增长强劲

本报讯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日前披

露，2021年上半年，中国西部地区纺织品服

装出口增长强劲，东部地区出口实现增长。

具体来看，西部地区上半年出口纺织品

服装69.6亿美元，同比增长约30%，占我国

纺织品服装出口市场的4.9%；东部地区出

口1214.9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4%，约占我

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市场的87%；中部地区出

口101.3亿美元，同比下降4.2%；东北三省

出口17.8亿美元，同比下降约12%。

从出口前五位省份看，按出口金额排序

分别为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福建，分别出

口纺织品服装367.8亿美元、226.6亿美元、

217.1亿美元、135.3亿美元和122.3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18.6%、11.3%、4.5%、28.0%

和35.8%。

此外，由于目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

界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国内纺织出口面

临的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纺织外贸企业成本

压力加大等，综合判断，2021年全年我国纺

织品服装出口仍面临考验。 （闫晓虹）

□ 牛纪伟 王炳坤 谢希瑶 白涌泉

8月20日上午，辽宁鞍山。

随着辽宁省国资委主任王永威

和鞍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成旭

签字起身，双手紧握，同处辽宁省的

鞍钢集团和本钢集团，由此宣告正

式牵手。

诞生于一个多世纪前，相距仅

60多公里的鞍钢、本钢，亲历了中

国近代钢铁工业的蹒跚起步、新中

国工业建设的艰难开局、改革开放

后工业化的高速发展……

从钢铁报国到钢铁筑梦，两家

百年企业牵手打造巨型钢铁“航

母”，将会释放出促进东北传统产业

振兴的磅礴力量，开启从高速增长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航程。

打造我国北方巨型钢铁“航母”

“今天，是鞍钢发展史上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

8月20日，鞍钢重组本钢大会

在辽宁鞍山召开，鞍钢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谭成旭难掩激动。

6300万吨——这是鞍钢集团重

组本钢后拥有的粗钢产能。这一规

模仅次于宝武集团，使新鞍钢跃升为

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钢铁“航母”。

鞍钢集团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管

理的中央企业，被称为“共和国钢铁

工业长子”。本钢集团是辽宁省最

大省属国有企业，被称为“共和国的

功勋企业”。

此次重组，辽宁省国资委将所

持本钢51%的股权无偿划转给鞍

钢，本钢成为鞍钢的控股子企业。

到2025年，鞍钢将实现7000万吨

粗钢、超5000万吨铁精矿、3000亿

元营业收入、百亿元级利润的发展

目标。

钢铁“航母”启航在即，其具备

的多重优势被业内看好。

一直以来，作为东北最大两家钢

铁企业，鞍钢、本钢难以摆脱近距离、

同质化竞争的尴尬。“鞍钢重组本钢

后，将围绕‘要素管控+管理移植’‘战

略引领+资源系统’两条主线，释放两

家在采购、销售、创新、物流、矿产资

源、国际贸易、产业金融等方面的优

势。”鞍钢集团总法律顾问计岩说，通

过资源整合，可减少重复投入，形成

创新合力，在更多领域实现领跑。

此次重组对东北振兴的引领作

用不容小视。在辽宁省社科院副院

长梁启东看来，这艘钢铁“航母”的

诞生，有利于调整和优化东北地区

板带材、棒线材和优特钢的钢铁产

业布局，形成新兴钢铁产业生态圈，

助力辽宁做好结构调整大文章。

从企业转型到区域发展，此次

重组背负的期待远不止于此。

辽宁本溪市南芬区，本钢集团

南芬露天铁矿。

长3.3公里、宽1.7公里的巨大

露天矿坑中，数十辆运岩大型矿用

汽车、洒水车、牙轮钻机等正有序作

业。这个曾经的亚洲最大单体露天

铁矿，开采历史已超百年。

“鞍钢、本钢与其他钢企最大的

不同，就是拥有探明储量巨大的铁

矿资源。”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

王国清说，2020年我国进口铁矿石

超11亿吨，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

80%，此次重组有利于全国铁矿资

源最富集地区的统筹规划和合理开

发，打造世界级铁矿山企业，提升自

有铁矿的供给能力。

正因为如此，鞍钢重组本钢后

将目标定位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成为供给和应用

钢铁原创技术的“策源地”、构建产

业新格局和助力东北振兴的“顶梁

柱”、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的“压

舱石”。

百年钢厂破解联合重组之困

这是一场迟来的牵手。

早在2005年8月，鞍钢与本钢就

宣布联合重组，组建鞍本钢铁集团。

但这之后，双方仅做到统计报

表的基本统一，资产整合却迟迟不

见进展。

2010年，鞍钢重组了同为央企

的攀钢集团，本钢也与同处本溪市

的北台钢铁集团合并，鞍钢、本钢似

乎在各自路上越走越远。

“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兼并重组

过程中面临不少难题。”王国清介

绍，一方面，企业的税收和利润上缴

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如何分配？另一

方面，企业管理、人员安排、产业布

局如何协同？

深化改革，不进则退。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

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的攻关期。如何破除机制体制障

碍，打破兼并重组坚冰？此次整合

进行了探索。

此次重组后，鞍钢、本钢的法人

注册地不变，更不会减少对地方的

纳税。本钢集团已形成的品牌、商

标、字号可以由其继续持有并使用，

保留各级主管部门授予的各类主体

资格及相关政策。

谭成旭说，辽宁省“不求所有，

但求所在”的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

此前支持鞍钢实施的改革减负举

措，也为重组减少了阻力。

2020 年对鞍钢具有历史意

义。这一年，鞍钢妥善解决了37万

人的厂办大集体改革和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难题。“双方解决了历史遗

留问题，重组起来自然没有了后顾

之忧。”谭成旭说。

既要解开历史“疙瘩”，也要稳

定未来预期。

重组后的鞍钢集团在职职工接

近20万人。谭成旭表示，重组计划

承诺不减员，“未来将通过矿业弹性

生产、减少劳务派遣等改革措施，逐

步解决人员冗余问题。”

重组大会上，中国诚通、中国国

新两家央企与鞍钢集团签署了鞍钢

股权多元化改革增资协议。据了

解，本钢集团下一步的混合所有制

改革将继续推进，不会受重组影响。

对于企业前景，全国劳动模范、

本钢机电安装公司首席操作罗佳全

充满期待。他说，重组不仅是行业

大事，也是我们一线职工的大事，

“关系到我们今后的生活幸福和发

展空间。”

资产重组只是“万里长征”第一

步，做到生产经营和企业文化的深

度融合，鞍钢、本钢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

钢铁业高质量发展步履稳健

“十四五”开局，我国钢铁行业

重任在肩。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我国钢铁

行业首批实现碳中和的大型钢铁企

业。”谭成旭为新鞍钢谋划绿色发展

新蓝图。

谭成旭介绍，目前鞍钢的吨钢排

放量与全国行业平均值相当，而本钢

则高于平均值，重组后鞍钢将推动节

能减排技术向本钢复制推广，并合力

研发新技术，向绿色冶金工厂转型。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减排

任务艰巨。

不仅是绿色转型有赖于钢铁企

业聚力攻坚，钢铁行业现存的新一

轮供需失衡、投资过热。以及资源

保障难度加大等问题，都亟待通过

联合重组来破题。

事实上，“十三五”以来，中国钢

铁业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

出低谷，兼并重组的步伐已经在加

快，由规模优势带来的发展红利也

初步显现。

宝钢与武钢重组成立中国宝武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相继重组马钢、

重钢、太钢和昆钢，引领行业创新实

现多个品种打破国外垄断；河钢集

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

打造国际产能合作“中国样板”……

在此次重组中，鞍钢还将以市场

化改革为统领，引领本钢集团“二次

创业”。计岩表示，鞍钢近年以深化

改革激发澎湃动力，今年上半年盈利

在鞍钢历史上首次突破200亿元，

“一些先进管理经验和体制机制，鞍

钢和本钢也将相互学习、对标。”

2020年，中国排名前10的钢

铁企业粗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

重达到39%，比2015年提高4.6个

百分点。

展望2025年，中国将打造若干

家世界级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以及

专业化一流企业，全国产能规模排

名前10位的钢铁企业，其合计产量

要达到国内钢铁产量的60%。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执行会长

何文波认为，随着鞍钢重组本钢的完

成，“南有宝武、北有鞍钢”的钢铁产

业新格局将全面形成，有利于行业在

更高层次开展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

在他看来，我国钢铁业从兼并

重组、打造巨型“航母”中破题，贯穿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之路将越走越

深，越走越开阔。

百年鞍钢本钢牵手 北方最大钢铁“航母”启航
释放出促进东北传统产业振兴的磅礴力量，开启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航程

鞍钢重组本钢后将目标定位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成为供给和应用钢铁原创技术

的“策源地”、构建产业新格局和助力东北振兴的“顶梁柱”、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的“压舱石”。图为在鞍

钢股份冷轧厂的镀锌线作业区，工人对钢卷进行质量检测。 新华社记者 杨 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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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记者 张 玮

立秋过后，内蒙古大兴安岭进

入秋采季节，今年雨水丰盈，林区迎

来大丰收，山间小路上总能碰到来

来往往上山采野的人。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是我国

最大的国有林区，拥有我国最大的

寒温带明亮针叶林区，森林资源面

积837.02万公顷，生态功能区总面

积10.67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蓄

积量分别占我国重点国有林区的

近1/3。

1952年，内蒙古大兴安岭开发

建设，肩负起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使

命；“天保工程”实施后，内蒙古大兴

安岭于2015年全面禁伐……从拿

起斧头到放下伐具，这片林海见证

了时代的变迁，也见证着老林区换

新貌的点点滴滴。

旅游循环绿色“新血液”

曾经的采伐工、如今的林家乐

老板李岩这几日忙碌往返于山间和

家里。“今时不同往日，我们采的野

蘑菇、稠李子、蓝莓、松子……可以

通过网络平台销售一部分，再储存

一部分供游客来品尝。所以，这个

季节大家都很忙。”李岩说。

“深山老林”化身“世外桃源”，

这是内蒙古大兴安岭全面禁伐以来

转型的成果。

冬天的“冰雪王国”，夏天的“绿

野仙踪”，春天和秋天的“调色

盘”……当林业经济变轨转向林下

经济，当“砍树”人变为“看树”人，这

里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人间仙境。

年收入破10万元，成为当地小

有名气的“富翁”……如今，像李岩

这样转型做旅游的林业工人在林区

比比皆是。

目前，百余个旅游项目纳入当

地《旅游发展规划》，内蒙古大兴安

岭正在致力打造中国地标性森林生

态旅游康养目的地。

新经济带来高端“价值控”

“绿色水库”“绿色碳库”“净

化环境氧吧库”“生物多样性基

因库”……如今的内蒙古大兴安

岭已经成为坐拥千亿元资产的

生态库。

7月下旬，有关大兴安岭维管

束植物最为完整的基础资料《大兴

安岭植物志》正式出版发行。

北京植物园首席科学家马金

双说：“它让中国最大国有林区的

植物有了‘户口簿’，这对科学保护

和合理利用大兴安岭植物资源，以

及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具有

重要意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新的目标给

“绿色碳库”带来了新机遇。

2021年4月，内蒙古大兴安岭

林业碳汇首宗挂牌竞价，并以总价

299万元成交，成为迄今为止我国

华北地区最大一笔国际林业碳汇

交易。

截至目前，内蒙古大兴安岭已

实施碳汇交易7笔，交易额累计达

725万元。

目前，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森

林碳储总量已达17.2亿吨，开发储

备国际国内标准林业碳汇项目 9

个，正在开发的碳汇项目8个，预计

项目总减排量可达7000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

内蒙古森工集团表示，下一步，

内蒙古大兴安岭将全力打造我国最

大的碳汇储备基地。

科技入驻智慧“新林区”

颜士文是摩天岭的第二任瞭望

员，虽然如今的“新林区”安装了森

林防火视频监控系统，退休了的他

却依然坚持跑山，不是为了采秋，是

要走遍绰源林区内9个有人驻守的

瞭望塔，将所有瞭望塔位置标记在

自己的林相图上，为秋季防火做更

充分的准备。

近年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

采取智能化手段，对森林资源进行

全方位监控，进一步提升科技含量，

实现传统林区向智慧林区的转变。

如今的新林区不再“与世绝

缘”。今年，121座4G基站即将建

成，林区公网覆盖率将由之前的

10%提升到50%，在重点区域将达

到70%。

新经济入驻老林区 大兴安岭点绿成金换新貌
内蒙古大兴安岭将全力打造我国最大的碳汇储备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