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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动 车 组 风 驰 电 掣 、盾 构 机 凿 壁 穿

岩 …… 作 为 国 家 重 点 工 业 基 地 ，东 北

集 聚 着一批关乎国家产业安全的传统

装备制造龙头企业，维护国家产业安全

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坚持科技创新

引领，突破关键技术锻造大国重器，始

终是东北的使命担当。

“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

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

口，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实现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自 主 可 控 ，把 创 新 主 动

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着一批

批“探索者”勇往直前，不断攀登关键技

术高峰。

硬核底气：大国重器亮
“绝活”

【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

重 ，是 一 个 现 代 化 大 国 必 不 可 少

的。—2018 年 9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考察中国一重集

团有限公司时指出】

【一线故事】

在第十五届中国航展上，由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倾力打造的多款战机惊艳亮相，战

机的敏捷灵活性和强大稳定性让现场

观众热血沸腾。

歼 -35、歼 -35A 及 歼 -16、歼 -15、

歼-11B……秉承“一机多型空海孪生”

设计理念，歼-35 系列以其隐身制空、

远距攻面、多源感知等卓越性能，彰显

了我国航空工业的顶尖实力，也展示了

沈飞在航空武器装备研制领域的深厚

积累。

“航空报国是一代代沈飞人传承下

来的精神财富。看到我们的国产战机

翱翔天际，内心分外自豪。尽全力把大

国重器托举得更稳更高，是我们不懈的

追求。”沈飞“80 后”首席技能专家方文

墨说。

东北立足国家战略需要，站在维护

“五大安全”的高度，深入推进关键核心

技术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越来越

多大国重器精彩亮相。

11 月 11 日 12 时 03 分，我国在东风

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力箭一号遥

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 05B

星、吉林一号平台 02A03 星等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长光卫星是中国第一家商

业遥感卫星公司，“吉林一号”卫星星座

是 长 光 卫 星 在 建 的 核 心 工 程 。 至 此 ，

“吉林一号”在轨卫星数量增至 117 颗，

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

星星座，成为全球重要的航天遥感信息

来源之一。

白鹤滩水电站，仅次于三峡电站的

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当由哈电集团副

总工程师覃大清团队研发的、世界单机

容量最大的 100 万千瓦白鹤滩水电机组

投产发电时，哈电人热泪盈眶。

100 万千瓦是世界水电机组的“珠

穆朗玛峰”，代表着我国水力发电装备

技术登上了世界之巅。

“全球首个巨型长短叶片转轮‘零

配重’，一根手指就能拨动 338 吨重的转

轮转动，堪称一颗完美的心脏。”忆起研

发设计过程，覃大清难掩激动之情。

哈工大空间机械臂等多项“硬核”

技术为神舟十五号等大国重器保驾护

航 ；中 国 一 重 锻 造 的 毛 坯 钢 锭 重 量 达

600 吨级，接近锻件制造极限；由沈鼓集

团为青海格尔木 60MW 液态空气储能

示范项目研发生产的关键设备——水

平剖分式离心压缩机组一次性机械试

车成功……一个个大国重器精彩亮相

的背后，是东北传统制造业企业锚定关

键技术、勇攀高峰的坚定决心。关键核

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进程，需要在更多关键领域实现“从 0

到 1”的技术突破。

追“光”逐“绿”：“老字号”
向“智”而行

【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

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

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

升级。—202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

会上强调】

【一线故事】

走进沈阳沈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透平公司转子车间，工人们熟练操作数

控机床，电子屏幕上，生产进度、关键件

完成率清晰可见。“我们完成了核心车

间的数字化升级，实现生产和运营的数

字化管理，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车间

主任梁辰说。

离沈鼓集团不远，北方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加装“数字引擎”，让企业焕发新

生机。

今年 3 月，北方重工自主设计研发

的“双江口水电站超高土石坝防渗土料

输送、掺合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我们创新开发了连续

自动给料、计量、调节的防渗土料精准

控制系统，供料能力提升了 5 倍，物料

配比合格率提升了 90%。”技术总监李

志波说。

新质生产力正为东北传统制造业

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向“新”升级

动力。在装备、能源、材料等既有优势

产业基础上提升含“新”量，助力东北传

统制造业摆脱粗放生产，智能、现代、集

约的工业体系逐步建立。

人机协同作业、智能在线检测、质

量精准追溯……始建于 1954 年的中车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原长春客

车厂）已打造转向架装配、整车装配和

调 试 等 4 条 数 字 化 产 线 ，实 现 生 产 计

划、作业执行、物流配送的全过程数字

化管控。

在中车长客的转向架事业部总成

产线组，操作台旁竖着智能扭矩系统指

示灯。“现在工人使用的是智能力矩扳

手，只有达到数值精准的力矩，指示灯

才亮起绿色。这种力度，最有利于车辆

安全。”中车长客总经理助理兼流程与

数字化部部长程继辉说，以前产线日产

量是 12个转向架，现在能达到 18个转向

架，整体生产效能提升了 50%。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是东北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重要着力点。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东北不少传统制

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断

提升。目前，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累

计 建 设 省 级 数 字 化 车 间 、智 能 工 厂 超

800 个。一批批快速建设起来的智能工

厂，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拓展了技术

创新和升级路径。

自立自强：延链补链强链
守护战略安全

【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形成较为

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202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

【一线故事】

大连华锐船用曲轴有限公司加工

车间里，世界首支、全球最大 24000TEU

甲 醇 双 燃 料 动 力 集 装 箱 船 用 曲 轴

12G95ME-C10.5 成功下线，完成了“全

球首制”。至此，这一型号曲轴全链条

实现国产化。

大型船用曲轴被称为“巨轮之芯”，

是船用柴油机的核心部件，具有技术要

求高、制造难度大等特点。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大型船用曲轴生产制造技术被

国外企业垄断。

“我们进入了世界曲轴制造的第一

梯队，能有今天的成果，归根到底离不

开自立自强的创新精神。”公司副总经

理郎雪刚说。

从科技创新引领，到规划招商，再

到支持企业发展，东北多地全程倾力扶

持链主企业，拉长产业链，提高本地配

套率，营造良好的产业链生态。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碳纤维产业

链领先企业，吉林化纤集团下辖及管理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碳谷碳纤

维股份有限公司等 40 多家企业，形成了

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

链生态。

“我们规划了 10 平方公里碳纤维产

业发展区，全方位打造碳纤维‘零碳’制

品产业园。”吉林市市长王吉说，近三

年，吉林市碳纤维产业产值增长 6 倍以

上，目前碳纤维原丝产能全球第一、碳

丝产能全国第一。

近日，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沈阳航

空动力产业园正式全面运营。产业园

是沈阳市与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

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携手打造的航空发

动机研发及产业基地，将吸纳相关企业

参与航空发动机研制生产配套，引领带

动国内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发展。

中国航发黎明“李志强班”现任班

长温尚志最近刚带领团队解决了飞附

机匣难题。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

给“李志强班”职工回信，勉励航空发动

机研制战线上的广大职工为建设航空

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贡

献力量。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努力攻克

更多关键核心技术，通过延链、补链、强

链，让中国的飞机用上更强劲的‘中国

心’，让中国飞机飞得更高、更远！”温尚

志说。

目前，沈阳市正深入推进“聚链成

群 、聚 群 成 势 ”，已 有 6 户 企 业 成 功 获

评 国 家 链 主 企 业 ，突 破 产 业 链 断 点 堵

点 49 个。

在辽宁，盘锦市依托辽宁中蓝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的行业龙头优势，以商招

商、延链招商引入关联企业打造光学电

子供应链“微产业园”；在吉林，总投资

339 亿元的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

项目正加紧建设，计划 2025 年全面投

产；在黑龙江，鹤岗加速延展石墨开采、

加工等全产业链条，努力打造石墨新材

料产业技术创新高地……东北正努力

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

路子，奋力谱写全面振兴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12月 6日电）

把 主 动 权 握 在 自 己 手 里
—东北传统制造业关键技术攻关观察

新华社记者 牛纪伟 孙仁斌 于也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型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近日对外公布。

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义、背

景是什么？主要目标有哪些？包括哪些重点任务？

意见要求，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深度融合，以信息平台建设为牵引，以智能设施

建设为基础，以智慧应用场景为依托，推动城市基础

设施数字化改造，构建智能高效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

体系，持续提升城市设施韧性、管理韧性、空间韧性，

推动城市安全发展。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工程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罗翔说，打造韧性城市，一方面要解决好城市资

源合理配置、基础工程建设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增强

各种危机的快速反应、快速响应和迅速恢复能力。

意见提出了十一项重点任务，包括实施智能化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推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

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发展智慧住区、提升房屋建筑

管理智慧化水平、开展数字家庭建设、推动智能建造

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等。

“运用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

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

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罗翔说。

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为例，各地在加快推进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同时，还同步利用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搭建了相关安全运行监测平台，实现

地下综合管廊本体、入廊管线一体化在线监控管理，

以有效提升城市安全风险防控能力。

根据意见，到 2027 年，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

得明显进展，对韧性城市建设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到 2030 年，新型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建成一批高水

平韧性城市，城市安全韧性持续提升，城市运行更安

全、更有序、更智慧、更高效。罗翔说，推进新型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题中

应有之义，对于补齐城市发展短板，有效扩大内需，打

造宜居、智慧、韧性城市，更好支撑城市产业升级、融

合、创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意义重大。

新型基础设施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重点方向，是

实现科学技术突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支撑创新创

业的重要载体。罗翔说，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强化科技引领和人才培养，有利于促进和推动经

济转型升级，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

优化供给质量，以供给改善牵引新的需求，培育经济

增长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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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7日电（记者 韩佳

诺 谢希瑶）商务部全国家电以旧换新数

据平台显示，截至 12 月 6 日 24 时，2963.8

万名消费者购买 8大类家电产品 4585 万

台，带动销售 2019.7亿元，其中一级能效

产品销售额占比超过 90%。

近期，各地深入开展家电以旧换新

工作，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全国家电

以旧换新销售额突破 1000 亿元用时 79

天，从 1000 亿元到 2000 亿元仅用 40 天，

更新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各地一视同仁支持不同规模、不同

所有制、不同注册地企业参与政策。例

如，重庆 11 次增补政策参与企业，销售

门店由 1318 家增至 9053 家；四川动态调

整企业名单，目前销售企业 6482 家，回

收企业 2121家。

各地简化资金审核环节，优化补贴

申 领 方 式 ，减 轻 政 策 参 与 企 业 垫 资 压

力。例如，湖北按照“每天一审核、两天

一公示、一周一拨付”要求，确保企业垫

资时间最长不超过 7 天；河南郑州依托

政务平台“郑好办”组建专班，通过数智

化手段提高审核效率；山西围绕加快资

金兑付制定专门政策，实行滚动清算，

主动为企业纾困解难。

各 地 改 造 提 升 废 旧 家 电 回 收 网

络 ，便 利 消 费 者 交 售 旧 机 ，推 动 形 成

“ 去 旧 更 容 易 、换 新 更 便 利 ”有 效 机

制 。 例 如 ，吉 林 组 织 61 家 回 收 企 业 ，

300 余 台 回 收 车 辆 ，完 成 收 旧 购 新 近

40 万 台 ；北 京 设 置 10211 个 废 旧 家 电

家 具 等 大 件 垃 圾 投 放 点 ，基 本 做 到 居

住小区（村）全覆盖；湖北搭建公共服

务 平 台 ，为 消 费 者 提 供 以 旧 换 新 一 站

式服务。

各地密切跟踪家电以旧换新领域

存在的风险隐患，加强全流程监管，做

好 风 险 防 控 ，有 力 保 障 资 金 安 全 。 目

前，全国 10 余个省份发布加强监管相关

通知。四川市、县两级开展联合执法监

督；河南新乡成立 10 个督导组，开展大

回访活动；贵州省级平台建立交易预警

处置机制。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指导地方抢抓岁末年尾消费旺季，充

分释放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效应，不断激

发家电市场活力，确保家电以旧换新工

作平稳有序推进。

全国家电以旧换新销售额突破 2000亿元

哈尔滨
采冰节启幕

12 月 7 日，第五届哈尔滨采冰节在松花

江畔开幕，标志着“冰城”哈尔滨进入了采冰

季。今年的采冰节以“采头冰·庆亚冬”为主

题，精彩的采冰仪式和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

和游客参与。

右图：12 月 7 日，市民和游客在第五届哈

尔滨采冰节现场品尝美食（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下图：12 月 7 日，在第五届哈尔滨采冰节

现场，“采冰汉子”在运送头冰。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上接第一版）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西藏全区实

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84.42 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4.8%。前

三季度，猪牛羊出栏 147.85 万头（只），

增长 48.6%。肉蛋奶产量 48.78 万吨，

增长 23.4%。其中猪牛羊肉产量 8.04

万吨，增长 41.8%。

传统民族手工业焕发
生机活力

今年 1 月，“上海工匠”、Sandriver

沙涓品牌创始人郭秀玲携氆氇工匠和

江孜羊绒产品亮相巴黎时尚家居设计

展，获外国客商点赞。“氆氇这种传统

文化让全球看到了西藏文化的魅力。”

郭秀玲说。

走进位于江孜县、上海援建的阿

佳格桑工坊，记者见到郭秀玲和江孜

工匠格桑卓玛正忙着对工人进行技术

指导。在她们旁边，47 岁的本地村民

央金正坐在新型织布机前，脚下踩动

踏板，手上的梭子从经线中穿过，再用

梳理板将线压紧……央金嘴里哼着小

曲，娴熟地操作着：“以前做过苦力活，

现在在这里织氆氇，别提多轻松了。”

央金还去过上海学习技艺，现在她 22

岁的女儿也在这里工作。

“江孜氆氇”是一项拥有 2000 年

历史的非遗技艺，一般自天然雪域取

材，以绵羊脖颈下 14.3—14.9 微米的

珍 稀 细 软 毛 为 原 料 ，要 经 历 反 复 清

洗、梳理、染色、纺线、织造等多个步

骤，才能形成一块块色彩斑斓、图案

丰富的氆氇制品。去年，上海援藏工

作队引入郭秀玲领衔的沙涓品牌，通

过“企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

打造氆氇制作的“前店后坊”模式，已

实现近 30 名当地藏族妇女在家门口

就业。

郭秀玲团队通过研发新材料、设

计新样式、改造织布机等，使升级后的

氆氇织品不仅保留了藏族传统编织的

原汁原味，而且使产品质量大大提升，

并开发出披肩、围巾、靠垫等多样化产

品，受到更多消费者喜欢。

“作为专注技术 30 多年的‘上海

工匠’，我看到很多手工艺在传承中遇

到困难。我希望能推动氆氇手工艺受

市场青睐、被世界看见。”郭秀玲说，要

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加入

现代设计，推出高质量的产品。

如今，上海浦东援藏江孜小组正

全力打造氆氇全产业链塑造，涵盖原

材料、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当地正

在建设纤维检测中心，未来，羊毛原料

不必再寄往其他地区进行检测。

近年来，西藏立足资源优势，充

分挖掘民族文化内涵，以适应市场多

元化需求为导向，重点发展藏毯及藏

式纺织品、藏香、唐卡、藏式家具、民

族特色旅游商品等产业，加快促进民

族手工艺品向旅游商品的转化，扩大

产业规模，并逐步加大现代技术装备

的引进和推广应用，强化产品创新、

工艺创新和营销模式创新等关键环

节，让传统民族手工业在创新中焕发

生机与活力。

据统计，西藏现阶段民族工艺产

品花色、品种达到 2000 多种。截至目

前，西藏民族手工业注册并存续经营

的经营主体达 2500 余家，其中规上企

业 6家，从业者 3.4万余人。

文旅产业创新发展

冬天的西藏米林市派镇索松村呈

现出静谧而壮美的景象，远处的南迦

巴瓦峰巨大的三角形峰体终年积雪，

时常被云雾笼罩，难得一睹真容，众多

游客慕名而来。索松村周边是茂密的

原始森林，冬季的森林虽然少了夏日

的绿意，但树木挺拔壮观。村庄脚下

的雅鲁藏布江清澈奔涌，与雪山、森林

共同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

白 天 的 索 松 村 很 是 静 谧 ，一 到

了 晚 上 ，整 个 村 子 就 变 得 热 闹 起

来 。 道 路 两 旁 的 烧 烤 摊 、小 酒 馆 开

始 营 业 ，“ 青 春 没 有 售 价 ，相 约 南 迦

巴 瓦 ”等 醒 目 标 语 在 灯 光 下 闪 闪 发

光 ，轻 松 、优 美 的 音 乐 穿 透 村 庄 ，三

三 两 两 的 游 客 在 这 里 吃 着 烧 烤 ，唱

着 歌 ，用 他 们 的 话 说 ：“ 我 们 在 这 里

找到了诗和远方。”

28 岁的拉姆在路边吆喝：“正宗

牦牛肉串，一串 8 块钱！”吆喝声引来

游客驻足。“现在村里旅游很火爆，只

要肯干，肯定能挣钱。”拉姆说，这里

的村民一年四季都有活儿干，有些村

民在村里的酒店打工，有些当了宾馆

老板，几乎每个村民都因为旅游忙碌

起来了。

43 岁的久美多吉在村里开了一

家宾馆：“以前都是土路，没有桥，车子

根本进不来，进村只能过河，很危险。

用水和用电也不方便，就算满村桃花

开了，但能进得来的游客却很少，种植

养殖业是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日子过

得很紧巴。”久美多吉说，2014 年修建

了雅鲁藏布江大桥以后，游客到索松

村就变得很方便，他家的旅馆从几个

床位扩大到现在的 33 间客房，水、电、

网样样俱全，生意红火，今年宾馆收入

就有 80多万元。

久美多吉的宾馆是 2017 年开业

的 ，“这 个 宾 馆 当 时 投 入 了 300 多 万

元，一半钱是银行贷款，目前贷款基本

还完了。”他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自

己的信心越来越足了。

索松村位于雅鲁藏布江畔的一处

半山腰，面对南迦巴瓦峰，有成片的桃

林，它是欣赏南迦巴瓦峰最佳位置之

一，因此旅游业是索松村农牧民重要

的经济来源，全村共有 30 家家庭旅

馆，人均收入达 3.4万元。

“十四五”以来，西藏累计落实资

金 201.6 亿元用于文化旅游基础设施、

国家公园保护设施、历史城镇保护提

升、交通服务等领域项目建设，有力推

进了西藏文化旅游产业更好更快发

展。数据显示，今年 1—9 月，西藏接

待国内外游客 5700 多万人次，同比增

长 15% ，西 藏 文 化 产 业 产 值 约 89 亿

元，实现旅游总花费 670.55 亿元，同比

增长 13%。

（转载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

年 11月 28日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