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深化改革打通堵点卡点
本报记者 佘 颖 马春阳 徐晓燕

习近平总书记5日参加十四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

指出，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

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深

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

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堵点卡点。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

古鄂尔多斯控股集团总

裁王臻表示，推动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关

键在于创新，而

保 护 知 识 产

权就是保

护创新。近年来，知识产权领域的商

标侵权现象屡见不鲜，不仅侵蚀了优

质品牌的市场规模，更为品牌创新、

产业发展带来打击。应加大对商标

侵权等损害公平竞争行为的打击力

度，完善品牌维权的争端解决机制。

“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

点，也是不少产业的痛点。”全国人大

代表、蒙牛集团全球研发创新中心研

发总监史玉东表示，以乳业为例，当

前乳业科技创新过程中仍存在创新

产品发展不足、高附加值乳源产品加

工不足、现有标法体系与行业创

新发展需求不协同等问题。政府应

加快出台相关鼓励政策，畅通乳制品

行业创新发展路径，引导行业全面推

进乳业技术革新。

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全

国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谢

茹认为，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力量，科创企业还存在资本意识

不够强、上市公司研发强度不够高、

股权投资作用有待增强等问题。要

打通科技转化的金融堵点，分型分

类摸排企业情况，建立股改后备企

业库并动态更新。希望相关部门加

强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引导，解决科

创企业初创阶段融资难、融资贵和

市场失灵等问题。

“虽然培育新质生产力暂时存在

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但在党和国家的

引领和支持下，我们将加快产业行业

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深度融合，前

瞻布局未来产业，在变革中赢得未来

主动权。”王臻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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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地 制 宜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代表委员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人大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佘惠敏 李子娇

习近平

总 书 记 在 参

加 十 四 届 全 国

人大二次会议江苏

代 表 团 审 议 时 强 调 ，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要突出构建

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这个重点，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

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加强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巩固传统

产业领先地位，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使江苏

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能向总书记汇报工作，我非常

振奋。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指明了

前进方向。”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

通市委书记吴新明说，当前，南通六

大重点产业集群产值规模突破万亿

元大关，规上工业总产值到了冲刺

2 万亿元的关键阶段。虽然南通正

面临着区域格局之变、城市布局之

变、发展要求之变，但抓经济抓发展

的核心任务没有变，吃改革饭、走开

放路、打创新牌的发展路径没有变。

下一步，南通将抓紧“规划、招商”两

大关键，以精准化招商突破一批链主

企业和产业链关键环节项目，不断厚

植发展优势；聚焦“产业、创新”两大

重点，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坚持项

目支撑、创新驱动、集群发展，推动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融合。同时，在

深度融入长三角创新链产业链中锻

造长板，产业兴市、制造强市。

“在会场向总书记汇报发言，我

深感荣幸；现场聆听总书记讲话，我

深受鼓舞。”全国人大代表、中车南京

浦镇车辆有限公司车体分厂电焊工

孙景南是一名“大国工匠”，工作 30

多年来，参与焊接的车体从绿皮车到

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见证了我国

轨道交通行业从“追赶者”到“领跑

者”的发展历程。近年来，孙景南代

表带领团队完成技术攻关 200 多项，

创造经济效益 4500 多万元。

孙景南代表表示，加快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产业工人立

足生产实践的技术创新。希望国家

有关部门依托协同创新中心与产教

融合平台，通过专兼结合、互兼互派、

挂职锻炼等形式，实现高端人才共

享，为装备制造行业技术协同创新提

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如何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高级专

家徐晋建议，一方面，要发挥好创新

引领产业发展的动力作用，强化体系

化基础研究，支持科技创新突破转

化，赋能生产制造转型创新；另一方

面，要完善体制机制和配套政策体

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深化人才引

育用留方式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多方主

体共同参与、有效协作的产业生态。

从实际出发找准发展方向
本报记者 杨开新 杨啸林

习近平总书记 5 日参加十四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

时强调，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

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

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

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

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

“不同地区的基础条件各有差

别，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也就有

着各自的目标、重点和路径。因地制

宜是各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应有之道。”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

市委会专职副主委曹阿民认为，如果

盲目扎堆，搞所谓的“弯道超车”“换

道超车”，可能导致项目投资失衡、产

能过剩等问题。不仅难以发展出新

质生产力，反而可能对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各地应尊重客

观规律、开阔发展视野，从本地资源

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现实因

素出发，对重点发展哪些产业进行科

学研判，从而找准发展方向和突破

口。既能充分挖掘现实生产力的潜

力，也能发展出适合当地的新产业、

新模式、新动能。

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

区发展改革委主任李郁华表示，构

建具有地方特色和发展优势的现代

化 产 业 体 系 要 着 重 发 挥“ 四 种 效

应”。一是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效

应。要牢牢扭住自主创新这个“牛

鼻子”，着力培育创新主体、打造创

新平台、营造创新生态，充分发挥重

点实验室作用，提高创新成果转化

率 ，以 科 技 创 新 开 辟 新 领 域 、新 赛

道、新路径；二是发挥产业集群的规

模效应。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 实 体 经 济 上 ，做 好 特 色 产 业“ 加

法”、低端产业“减法”、高端产业“乘

法”、落后产能“除法”，巩固提升传

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前瞻布

局未来产业；三是发挥数字经济的

乘 数 效 应 。 比 如 宁 夏 将 有 效 发 挥

“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作用，大力发

展“ 数 字 + ”产 业 ，真 正 把“ 交 换 中

心”“算力中心”变成“投资中心”“效

益中心”；四是注重发挥绿色转型的

示范效应。绿色转型是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有效路径，要推动传统产业

在绿色改造中脱“旧”向“新”、重点

产业在巩固提升中再造优势，夯实

绿色发展的产业基础。

运用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
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 包元凯

习近平总书记 5 日下午在参加

十 四 届 全 国 人 大 二 次 会 议 江 苏 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

不 是 忽 视 、放 弃 传 统 产 业 ，要 防 止

一 哄 而 上 、泡 沫 化 ，也 不 要 搞 一 种

模式。

“传统产业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基底，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 发 展 有 着 重 要 的 基 础 性 支 撑 作

用。”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聊城市市

长张百顺表示，传统产业与新质生产

力不是对立关系，关键是要用新技术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协同推进传

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

业培育。

传统产业是聊城的“家底”，产值

占工业总产值的 70%。“铜、铝、化工、

钢管、轴承、纺织、钢板等产品在全国

占有相当份额，是培育和形成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载体。”张百顺代表表示，

下一步，聊城市将立足现有产业基

础，强化科技、人才赋能，全力以赴攻

坚新技术、研发新产品、催生新产业；

狠抓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促

进数实深度融合；以“高效办成一件

事”为抓手，深化制度创新、流程再

造，努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度耦

合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不断提升全

要素生产率，推动生产力水平整体

跃升。

“对 于 传 统 煤 炭 行 业 而 言 ，加

快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是 推 动 产 业

发 展 由 规 模 速 度 型 向 质 量 效 益 型

转 变 的 关 键 ，是 实 现 结 构 优 化 、形

态 重 塑 、素 质 提 升 的 根 本 所 在 ，意

义 重 大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山 西 焦

煤 集 团 党 委 书 记 、董 事 长 赵 建

泽说。

赵建泽委员建议，要坚持科技

创新。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核心要素。煤炭行业科技创新一

定要跳出传统的“修修补补”模式，

真正把牢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的制高点。同时，坚持把绿色低碳

作为解决生态环保问题治本之策。

加紧绿色开采技术推广，因地制宜

开展充填开采、保水开采；推进煤炭

清洁高效深度利用，加强洗选领域

技术革新和工艺改造，同步引深洗

选系统对标管理，提高精煤回收率，

减少矸石带煤量；坚持循环发展，高

度重视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

3 月 6 日，人大江苏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

表王剑锋（左三）在发言。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位于浙江湖州长兴县的浙江加力仓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全自

动机器人高速运转，制造智能物流车。 谭云俸摄（中经视觉）

习近平总书记 5 日下午参加十四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论述为如何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指 明 了 方 向 ，提 供 了 方

法论。

从 2023 年在地方考察调研期间首提

“新质生产力”，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再到中央政治

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系统阐述，

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

要论述，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科学指引。

向新而生，向质图强。发展新

质生产力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

由之路。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 产 业 变 革 ，我 们 必 须 抢 抓 机

遇，加大创新力度，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目前，战略性新兴

产业在我国蓬勃发展，占 GDP

比重从“十三五”初期的 8%左

右提高到“十四五”中期的超

过 13% ，2025 年 有 望 超 过

17%，积蓄起强大发展动力。

坚 持 从 实 际 出 发 ，先 立

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

论。正确掌握这一方法论，

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发

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

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

上、泡沫化；另一方面，发展

新质生产力也不是搞一种模

式，要避免千篇一律，眉毛胡

子一把抓，同质化发展。

有所选择才能有所突破，有所作为必先有所不

为，如此才能集中优势力量，实现跨越式突破、创新

性发展。放眼全国，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产业基础不

同，科研条件也不同，各有所长各有特点。发展新质

生产力不是依葫芦画瓢，一成不变，需要我们摆脱套

路 化 思 维 和 路 径 依 赖 ，结 合 自 身 实 际 ，努 力 推 动 新 产

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阵地。

要坚持守正创新，辩证看待新与旧的关系，正确处理传

统产业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传统产业应主动拥抱新质生

产力，善于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统筹推进

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从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的层面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靠谋划新一轮全面深化

改革，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随着新质生产力积厚成势，必将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行稳致

远，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上澎湃奔涌的壮丽美景。

向新而生

积厚成势
李万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