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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华 铭 张海帝

安徽如何守好实体经济这个根

基，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壮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日前，记

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军。

陈军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安徽省

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改造升级传统产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

产业提振了发展信心、增强了行动自

觉、注入了强大动力，引领安徽走出一

条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

为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指明了前进

方向。

一是创新引领作用稳步增强。安

徽下好创新先手棋，全力打造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区域创

新能力升至全国第七位，连续13年稳

居全国第一方阵，为发展新质生产力

提供不竭动力。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强

化，服务保障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等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累计建成运行大科学装置4个，在建

6个，预研谋划3个，形成梯次推进格

局；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加凸显，80%

以上的安徽省科技攻坚项目由企业牵

头，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比重达

81.3%，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 7533

家；创新生态持续优化，新增建设高水

平新型研发机构6家、产业创新研究

院11家，安徽高等研究院组建招生；

安徽省属高校与新兴产业紧密相关专

业点占比达64.9%，A类、B+类学科

均实现“零的突破”。

二是传统产业加速向绿向智发

展。运用绿色技术、数智技术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推动煤电、钢铁、有色、建

材、化工、纺织等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

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

业绿色化发展，编制工业重点领域企

业和项目能效清单，深入开展重点企

业“一企一策”节能降碳诊断升级改

造；实施亿元以上重点技改项目1345

个，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20.4%。促

进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实施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六大攻坚行动、数商高

质量发展行动，全省智能算力规模超

过16000P、居全国前列。加快制造业

“智改数转网联”，打造省级重点工业

互联网平台22家、省级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典型示范项目103个，工业互

联网平台设备连接数突破千万台，工

业云平台应用率升至全国第三位。

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能级持续提

升。聚焦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

术、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

重点领域，着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新兴产业聚集地，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提高至

43.6%，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

支撑。陈军告诉记者，安徽着力健全

“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一

链一策”推动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取得积极成效。其中，新能源汽车产

量168.4万辆，居全国第二位，整车出

口跃居全国首位，晶圆代工能力居全

国前三位，显示面板产能居全国第二

位。高质量建设安徽省重大新兴产业

基地，推动基地成为促进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聚发展的主阵地，26个重大基

地实现产值约1.2万亿元。

四是未来产业加速开辟新赛道。

据陈军介绍：“依托创新资源优势和新

兴产业发展基础，安徽着力实施未来

产业培育壮大工程，努力建设具有重

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未来技术策源

地、未来场景应用地和未来产业集聚

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

量子科技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位，聚

变能源商业化进程走在世界前列，低

空经济规模居全国前列。”安徽省构建

系统布局体系，制定全国首个省级层

面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地方性法

规，印发实施未来产业发展行动方案

及支持政策，明确量子科技、空天信

息、通用智能、低碳能源等“7+N”重点

培育领域；探索开展先行先试，筹建合

肥量子科技、芜湖低空经济、蚌埠智能

传感器、马鞍山视觉大模型等首批10

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系统推进科

技创新、示范应用、体制机制、政策举

措等方面先行先试。

陈军表示，下一步，安徽省将紧盯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强

化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促进各

类先进生产要素资源向发展新质生产

力集聚，加快建设体现安徽特色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

安徽积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访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军

□ 陈 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是

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唯有

“让实干为要成为干部最鲜明的特色”，

每个人在岗位上“不驰于空想，不骛于

虚声”，每项政策在落实中“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无数微小的奋斗才能汇聚

成推动时代向前的磅礴力量，一步一个

脚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实干为要”要真干。真干，是褪

去浮华、躬身一线、沉入泥土的务实品

格。真干者的字典里，没有“绕道”与

“退却”，只有“向前”与“突破”。从乡

村讲台上跋涉群山、点亮星火的坚韧，

到科技创新里焊刻苍穹、解码深空的

孤勇，再到改革深水区刀刃向内、自我

革命的魄力；当驻村干部用绣花功夫

推动“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矩阵，第一

书记让壮锦织艺通过跨境电商走向

RCEP 市场，村民们终于挑起了增收

的“金扁担”；梧州骑楼城利用 AR 导

览和数字孪生技术改善民生，实现“留

人留形留乡愁”；凭祥“中国—东盟数

字边贸”系统运用区块链溯源技术，把

跨境农产品通关时效从 3 天缩短至

6 小时以内……这些浸润汗水的细节

诠释着：真干，永远写在沾着泥土的鞋

底上。这些实践揭示了真干的要义，

是以人民需求为坐标，用行动把民生

痛点转化为百姓生活的幸福支点。恰

似春蚕食桑——没有惊天动地的轰

鸣，唯有昼夜不息的坚持，却在某个清

晨突然织就满目锦绣。

“实干为要”要会干。会干，是保

持咬定青山的定力。广西民族博物馆

的文物修复师们用数月时间完成显微

镜下的毫厘之工，让壮锦的斑斓色彩

得以跨越千年继续述说骆越文明的故

事；建设南凭高铁的工程师们调试15

万组数据，将崇凭段施工现场的电钻

轰鸣弱化为图书馆翻书声，最终解决

喀斯特地貌中直面轮轨噪声的世纪难

题。会干，是掌握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百色凌云县党员带领茶农运用AI制茶

大师系统精准还原百年手工技艺，用

“数字茶经”解构非遗传承密码，使千年

茶马古道飘起智慧茶香；河池环江县干

部带着毛南族群众利用AI蚕病诊断系

统降低桑蚕死亡率，用数字赋农撬动传

统产业升级，改写大山命运；崇左文保

团队用数字技术让千年图腾青春永驻，

平陆运河建设者以“北斗导航+智能调

度”系统重构千年黄金水道……这种四

两拨千斤的智慧，源自对事物本质的透

彻理解，将有限资源转化为最大效能。

会干，是逐光而行，以创新密钥解锁发

展方程的精彩答案。既要尊重历史积

淀的厚重，又要勇于创新，拥抱技术迭

代的轻盈。

“实干为要”要同心加油干。同心

加油干，是凝聚团结共识，同心破壁。

当壮乡工匠通过云上产业链协同平台

汇聚 10 万条螺蛳粉生产工艺改良建

议时，每一袋成品都是产业共同体意

识的厚重载体，承载着智能化时代的

集体创造。站在百年变局的历史隘

口，唯有让团结共识凝聚从物理叠加

跃迁至化学融合，方能铸就“万人操

弓，共射一招”的磅礴伟力。同心加油

干，是以山海合奏，镌刻奋进和声。当

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广西30多万驻

村干部与壮、瑶、苗等各族群众同吃同

住，用脚步丈量十万大山的沟壑，用智

慧点亮大石山区的希望。这背后是党

员干部与广大群众手挽手、肩并肩创

造的奇迹，是让每个奋斗者的微光聚

成星河，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的生动写照。同心加油干，

是以法治赋能，绵延实干群峰。广西

优化整合杰出人才培养、八桂学者、特

聘专家、八桂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和

人才小高地，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

人才支撑与制度保障，形成“1+1>2”

的叠加效应；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

将72类数字经济业态纳入法治框架，

使友谊关口岸的跨境结算时间从3天

缩短至8分钟……这印证了法治是释

放改革势能、创新发展生命力的根本

保障。让“摸着石头过河”与制度设计

形成共振，将治理能力、技术变革与法

治护航形成三角支撑，便能为现代化

建设注入不竭动力，书写更多“山海和

鸣”的精彩故事。

回望来时路，湘江战役的烽火淬

炼了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昆仑关的

巍峨镌刻着寸土不让的家国情怀，这

份精神已刻入民族骨髓，在新时代绽

放出新的光彩。看！平陆运河的碧波

连通江海，螺蛳粉的酸辣香飘世界，

跨境班列的汽笛响彻云霄，历史与实

践深刻诠释了实干精神的时代内核。

听！“让实干为要成为干部最鲜明的特

色”这一奋进强音擂响！我们当以“朝

受命、夕饮冰”的紧迫感，“昼无为、夜

难寐”的责任感，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

上奋楫争先。因为这片热土终将证

明：真干，我们有穿越关山的勇气！会

干，我们凝聚拨云见日的智慧！撸起

袖子同心加油干，我们就是书写奇迹

的力量！这，不正是以担当之笔书写

新时代广西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答

卷吗？

支持重庆打造国家重要的汽车研发制造基地
重庆代表团建议：

“实干为要”要真干会干同心加油干
以担当之笔书写新时代广西高质量发展答卷

3月3~6日，2025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会展中心举行。大会吸引了包括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

电信、华为、中兴、联想、小米、科大讯飞等在内的300多家中国企业，这些企业将分享领域内最新发展洞察和创新成果。

图为人们经过中国移动展区。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 摄

□ 季晓莉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

开展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行动，提到“经典产业”这个词——要

深入推进制造业“增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工作，加强全面质量管理，

打造名品精品、经典产业。

国际上以法国奢侈品、日本匠

人工艺为代表的经典产业，通过品

牌化运营，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高附

加值的产品，占据了价值链顶端。

而我国不少历史经典产业“有文化

无品牌、有技艺无溢价”，虽然承载

着传统工艺技法和深厚文化底蕴，

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比

如像黄酒、丝绸、茶叶、中医药等，

但却面临着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

升级的迫切需求，亟需在提升品

质、创造品牌、优化产能等方面走

出新路。

有代表委员建议，将历史经典

产业纳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鼓励类范畴；也有人建议，打造历

史经典产业国家级品牌聚合平台。

记者认为，中国经典产业崛起，必

然要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

舞台上的整体复兴与绽放，在影响

力达到的地方积聚势能，在渐入佳

境的过程中把品牌价值搞上去。

惊蛰时节，各地农民抢抓农时，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图为3月5日，在

江苏省兴化市陈堡镇蔡堡村，种植户使用植保无人机为小麦施肥。

新华社发 周社根 摄

打造经典产业 提升品牌价值

无人机助力江苏兴化春耕无人机助力江苏兴化春耕

□ 雷茂盛

□ 本报记者 赵庆国

近日，出席全国两会的重庆代表

团提出全团建议，呼吁国家层面支持

重庆打造国家重要的汽车研发制造基

地、创建汽车领域国家级科技创新平

台，支持川渝两地共建国家燃料电池

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

重庆作为我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

地，近年来按照整零协同、软硬结合、

共建生态的思路，制定实施世界级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规

划，支持整车龙头企业与科技领军企

业跨界融合，推动零部件企业从服务

传统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配套

实施便捷超充行动计划。2024年，重

庆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95.3万辆，整

车生产规模进入全国省市前三位，主

流新能源汽车单车价值达到23.6万

元，20万元以上新能源车型占比达到

48.3%，汽车产业增加值增长26.7%，

对全市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7%，带动重庆地区生产总值跃居

全国城市第四位，汽车产业对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带动作用。

重庆加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是服务国家战略、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水平的现实路径。从区位来

看，重庆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

交汇处，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重

庆汽车产业已形成央企有长安汽车、民

企有赛力斯集团龙头带动，10多家整车

企业布局的整车体系；长安汽车率先实

现核心技术对合资品牌的反向输出，赛

力斯集团问界系列产品闯入高端市场，

打破国外品牌的垄断，全市汽车行业研

发投入强度达到3.1%，高于全国1.3个

百分点，整车主力产品普遍达到L2级以

上级别的自动驾驶水平；成功入选全国

首批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

点、“车路云一体化”应用“双试点”。

重庆加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是实现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推

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长、关联度

高、带动性强，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赛道，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目前，重庆已聚集整车企业

19家、具备年产近400万辆汽车的生产

能力，拥有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1200

家，汽车产量占全国8.1%、汽车出口量

占全国7.4%，汽车产业对重庆市及周

边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不断提升。当

前，川渝两地正积极落实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以智能网联和新

能源为主攻方向强化汽车产业协作，共

建高水平汽车研发制造基地，并积极争

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带动西部地区

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为此，代表们提出三点具体建议：

一是支持重庆打造国家重要的汽车研

发制造基地，在重庆布局车规级芯片

等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重大项

目，并在项目资金、股权投资等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支持成渝地区创建国家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先进制造业集

群；二是支持重庆在汽车领域创建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

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科技

创新平台；三是支持川渝两地共建国

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

本报讯 记者王进报道 “三

八”国际妇女节即将到来，正在召开

的全国两会上，女代表、女委员们都

带来了哪些建议，又有什么新期待？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电网四川电力

（广安）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总队

长蒙媛对记者说：“作为一名来自能

源电力行业的人大代表，我深刻感受

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过去

5年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尤其是在能

源和电力领域的发展令人瞩目。有

幸见证了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

工程的建成投运，让西南电网主网架

电压等级从500千伏提升至1000千

伏，每年最大可输送清洁电能350亿

千瓦时，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能源支撑。”

蒙媛告诉记者，此次全国两会

上，她十分关注有关深化川渝合作、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

走实的话题，并带来了关于加快四川

电力系统调节性电源建设助力安全

可靠电力供应保障体系构建等多项

建议。

“四川是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和

全国优质清洁能源基地，拥有丰富的

可再生能源资源，全省风光新能源资

源开发潜力巨大，但新能源‘靠天吃

饭’特征更加明显，加之极端天气频

发，给电力保供、新能源消纳和系统

安全稳定带来严峻挑战。”蒙媛建议，

加快四川电力系统调节性电源建设，

着力构建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保障

体系，积极稳妥应对新能源出力与用

电负荷的“双重不确定性”。

一是加大四川调节性电源支持

力度。建议国家有关部委支持四川

加快建成投运全省首批新型储能示

范项目，按照国家关于市场化新能源

配储等要求加大配储力度；加快推进

道孚、仁和、绵竹、江油等抽水蓄能电

站纳规实施，加强四川新增火电等调

节性电源纳规指标支持力度；建立健

全虚拟电厂相关市场机制，积极推进

虚拟电厂建设，激发需求侧资源参与

系统调节的潜力。

二是支持四川预留输电通道。

深化四川立体枢纽大电网输电通道

布局研究，强化输电通道资源要素保

障，预留充足电力线路廊道。

蒙媛代表：

加快四川电力系统调节性电源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