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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2012 年至 2021 年，我国
制造业增加值从 16.98 万亿元
增加到 31.4 万亿元；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持续提升；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
的网络基础设施；一大批重大
标志性创新成果引领中国制
造不断攀上新高度⋯⋯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和信息
化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产业创
新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实
现整体跃升，有力夯实了经济
发展的根基。

中共中央宣传部 14 日举
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聚焦党的十八大以
来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成就。

固本培元 制造业综合
实力大幅跃升

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
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重分别从 2012 年的 9.4%、
28%提高到 2021 年的 15.1%
和 32.4%；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连续 7 年世界第一；传统产业
改造升级加快，数字化绿色化
转型全面推进⋯⋯会上发布
的一系列数据，勾勒出十年来
大国制造的非凡发展足迹。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很大
程 度 上 体 现 在 制 造 业 水 平
上。十年来，我国制造业规模
实力进一步壮大，有效增强了
我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
力。2012 年到 2021 年，我国
全部工业增加值由 20.9 万亿
元增加到 37.3 万亿元，以不变
价计算，年均增长 6.3%。

十年来，我国着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重点领域创
新迈上台阶。“嫦娥”探月、“北
斗”组网⋯⋯一大批重大标志
性创新成果引领中国制造不
断攀上新高度。

十年来，我国着力提高供
给体系质量。积极稳妥化解
过剩产能，1.4 亿吨“地条钢”
全面出清，电解铝、水泥等行
业落后产能基本出清。持续
实 施 重 大 技 术 改 造 升 级 工
程，2012 年以来技术改造投
资占工业投资比重持续稳定
在 40%以 上 。 新 能 源 汽 车、
智能手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
界前列，电子信息、轨道交通
等领域形成一大批先进制造
业集群。

大 国 制 造 步 履 铿 锵 ，但
也 要 看 到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发
展还存在着供给体系不能完
全 适 应 消 费 升 级 需 要、产 业 链 供 应 链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存在薄弱点等问
题 。 工 信 部 副 部 长 辛 国 斌 在 会 上 表
示，要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坚决把
党 中 央 决 策 部 署 落 到 实 处，加 快 制 造
强国建设步伐。

创新驱动 “中国创造”不断涌现
十 年 来 ，依 靠 创 新 推 动 制 造 业 高

质量发展，中国制造加速转向“中国创
造”。

重大技术装备是国家综合实力和
科技进步的重要标志。工信部副部长
徐晓兰在会上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把重大技术装备作为制造强
国建设的 重 点 领 域 ，聚 焦 先
进轨道交通装备、船舶与海
洋工程装备、航空航天装备
等重点领域，集中突破了一
批高水平装备，在全国范围
内 逐 步 形 成 了 一 批 各 有 优
势、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聚 焦 关 键 共 性 技 术 ，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以我
国集成电路产业为例，会上
数据显示，2021 年全行业销
售额首次突破万亿元，2018
年 至 2021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为
17% ，是 同 期 全 球 增 速 的 3
倍多。

“我们先后实施工业强基
工程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轨
道交通、电力装备等一批关键
基础产品和材料基本满足国
内需要，产业基础能力稳步提
升。”辛国斌说。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总额、
投入强度成倍提升，新产品销
售 收 入 占 业 务 收 入 比 重 从
11.9% 提 高 到 22.4% ，570 多
家工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投
入 2500 强。我国已培育 4 万
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4762 家“ 小 巨 人 ”企 业、848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小巨人’企业中，超六
成属于工业基础领域，超七成
深耕行业 10 年以上，超八成
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链，超九
成是国内外知名大企业的‘配
套专家’。”徐晓兰说，“小巨
人 ”企 业 平 均 研 发 强 度 达
10.3%，在强链补链稳链中发
挥重要作用。

积蓄势能 夯实数字中
国“基座”

数 字 经 济 关 系 发 展 大
局。十年来，我国信息通信业
实现迭代跨越，不断夯实数字
中国“基座”。

会 上 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
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
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地
级 市 全 面 建 成 光 网 城 市 。
4G 基 站 规 模 占 全 球 总 量 的
一 半 以 上 ，建 成 5G 基 站 达
到 161.5 万个。

数字应用从消费领域向
生产领域不断拓展。工信部
总工程师韩夏在会上说，电子
商务、电子政务、远程办公等
互联网应用全面普及，移动支
付年交易规模达 527 万亿元。
以 5G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
信技术在诸多行业领域加速
应用。

在新技术新应用的作用下，我国制
造业的内生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电信普
遍服务纵深推进，历史性实现全国行政
村“村村通宽带”，网络提速降费深入实
施，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和信息无障
碍工程加快推进。

“电信网络诈骗、App 侵害用户权
益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
治理。”韩夏表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不
断健全，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安
全保障体系基本构建，网络安全产业综
合实力快速提升。

（新华社北京 6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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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青山相对出，一江清水日边
来。

近年来，桂林市坚持生态立市、绿
色发展，切实践行“两山理论”，漓江生
态综合治理取得显著成效。近日，记者
从漓江之源到漓江之尾，探访漓江生态
之治，深刻感受到漓江生态之变。

一江清水见证生态之变
夏日的漓江，风光旖旎。
行走在漓江两岸，沿途可见一幅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漓江
之水婀娜多姿，竹筏摇曳，两岸青峰林
立，翠竹婆娑，一栋栋桂北特色民居掩
映其间。

可是谁能想到，清澈见底的漓江水
也曾遭遇危机。鱼餐馆泛滥，禽畜养殖
污水直排，风景名胜区内采石场达 18
家，让这条美丽之河蒙羞。

“治乱、治水、治山、治本”，桂林人
打响了漓江生态综合治理攻坚战，漓江
流域采石场全部关停复绿，风景名胜区
内养殖场全部关闭。如今的漓江流域
森林覆盖率超过 80%，干流水质常年
保持Ⅱ类标准，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提
升到 99%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消除比例保持 100%。

“桂林正把干流保护的做法向全流
域拓展。”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副主
任秦荣军说，漓江流域水系发达，除
160 多公里干流外，还有 450 多条支
流，这样做目的是打造更美更辽阔的山
水画卷。

在漓江支流甘棠江沿岸，记者看到
不少群众正在露营踏青。据介绍，甘棠
江两岸原有钢铁厂、水泥厂等多家企
业，废水直排江里，废渣堆满河滩，如今
这些企业都已搬迁至工业园区，河畔变
成了休闲公园。

在生态治理范围越来越宽的同时，
桂林市也在不断探索完善治理机制。

谈起漓江治理，秦荣军感慨万千。
10 余年前，他带着十几个工作队员去
查处非法采石，结果被巨石封路，遭到

几十人围攻。“这样的故事当时有很多，
问 题 在 于 漓 江 治 理 的 相 关 法 规 不 健
全。”

2012 年，广西开始实施第一部地
方综合性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广西壮族
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2013 年，《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划（2013-2025 年）》正式出台。立法
推动着漓江生态治理机制从行政管控
迈向全域法治化保护。

越来越绿的不仅是两岸青山，还有
产业体系。桂林溢达纺织有限公司是
象山区引进的重点企业，按照漓江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区里最终决定企业
只能在桂林建设纺纱、制衣等零排放的
生产线。

据了解，目前桂林已将漓江流域的
项目审批权上收到市级层面，全面构建
与最严生态保护相适应的绿色工业体
系，目前逐步建成电子信息、先进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

漓江生态综合治理力度空前
保护力度不断升级，传统产业怎么

办？桂林市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老

字号”中药生产企业，10 年前，三金药
业响应号召，从漓江穿过的中心城区搬
到了临桂区秧塘工业园。

漓江两岸曾经耸立着制药、棉纺、
机械等众多传统企业，从 2000 年开始，
桂林推进“退二进三”政策，第二产业有
序搬到工业园区，为第三产业发展腾挪
空间。此举帮助解决生产基地紧缺与
企业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也让漓江的
生态承载压力得到缓解。

漓江流域人口众多，统筹生态保护
和民生保障的关系难度大。记者在漓
江两岸采访时看到，在政府引导下，当
地群众正由传统种养、传统经营向生态
农业、旅游服务业等方向转型。

漓 江 上 游 水 源 青 狮 潭 水 库 周 边
500 米范围内曾有 300 多家养殖场，
2019 年记者在水库沿岸的灵川县公平
乡五美村采访时看到，许多村民正为养
猪场被关停而犯愁。

近日记者再赴五美村时发现，村里

发展起食用菌产业，不少村民参与其
中，一些村民开起农家乐，大家对美好
生活的信心足了。

伏龙洲是漓江上的一个小岛，岛
上 原 有 居 民 23 户 130 多 人 ，过 去 家
家 户 户 在 岛 上 开 餐 馆 ，油 污 直 排 漓
江，有的居民连剩饭剩菜、酒瓶子都
往江里扔。

从 2015 年 开 始 ，桂 林 市 对 伏 龙
洲进行生态修复改造，拆除岛上全部
鱼 餐馆，外迁安置岛民。如今伏龙洲
已变身生态公园，面积近 80 亩的小岛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记者采访时，碰见 69 岁的居民黄
岗带着孙子回到岛上散步，生活的变化
让他十分感慨。黄岗说，2019 年，他一
家 6 口从伏龙洲搬进位于市区的商品
房，儿子、儿媳分别在电子厂和保险公
司找到了工作，全家过上了好日子。

生活污水问题是江河生态保护的
“老大难”，近年来，桂林市投入资金十
几亿元治理这一顽疾，漓江污水直排现
象发生根本性改变。近日记者走访发
现，如今两岸群众生活“绿意盎然”，不
但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有序，而且村村
都有污水处理站。

让老百姓共享生态红利
漓江之美，美在生态，重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享、共生。如今，漓江流域的
生态文章越做越活，生态产业、文旅产
业方兴未艾。

走进“漓江源头第一村”兴安县华
江瑶族乡高寨村，竹林摇曳、溪水透亮，
一栋栋精致的小楼房点缀在绿荫丛中，
曾经深居于此的少数民族群众，如今成
了民宿、农家乐的经营好手。

村民邓凤志家有 14 间客房。他
说，每到旅游旺季，房间总是早早被订
满。村民过去主要以砍毛竹维持生计，
如今大多投身特色旅游、中草药种植等
生态产业中。

位于雁山区草坪回族乡的明村，三
面环山一面傍水，因地处风景名胜区
内，无法施工修路，一直以来，村民走动
只能靠渡船，“靠山不能吃山，靠水不能
吃水”让群众愁上眉头。

为了让村民吃上“生态饭”，当地政
府一边将明村码头修葺一新，买了大号
渡船，一边积极引导村民发展黄皮果产
业。“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采摘游、休
闲观光游，我们村会越来越好。”村民
黄文军说。

阳 朔 山 水 甲 桂 林 。 为 让 老 百 姓
共享生态红利，当地探索出一条“保
景富民、利益分享 ”之路。阳朔县成
立漓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将上万条
无序经营的竹筏统一收购、管理，组
织筏工培训，向考核通过者颁发证书
并予以聘用。

54 岁的赵土保是漓江景区的一名
筏工，他说，过去村民家里有竹筏就出
来拉客，有时漫天要价，有时又低价抢
生意，游客体验感不好。现在大家轮班
上岗，划竹筏、务农两不误。

赵土保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正常情
况下，他每年靠划竹筏挣 3 万多元，除
劳务收入外，一家 3 口人每年还能拿到
3000 多元的景区分红。此外，他和妻
子还在家打理 10 亩果树，家庭年收入
可以超 6 万元。

阳朔县漓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黄金峰说，公司成立后给近万名
沿江群众提供就业机会；此外，沿江 5
个乡镇 5.6 万多人每年还能获得景区
分红。“景区辐射带动周边群众走上共
同富裕之路。”

在漓江穿城而过的叠彩区，投资
10 多亿元的古宋城历史文化街区释放
无限潜力；雁山区引进的融创国际旅游
度假区投资 160 亿元，成为桂林文旅融
合新地标⋯⋯去年 4 月份以来，桂林以
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为目标，不断释放
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

今日漓江，山青水碧生态美，绿色
发展的成果正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漓江的生态一天天变好，我们
的生活水平也跟着水涨船高。”桂林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漓江游船分公司船队
船长黄有才说。

（记者 陈国军 王军伟 卢羡
婷 黄浩铭）

（新华社南宁 6 月 14 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希 刘羽佳

全面推行“两制一契”（对经理层实
施聘任制、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实施
干部公开选聘，一次性选拔 14 名年轻
干部⋯⋯一年多前，中国海油下属企业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经历了一
场规模不小的人事变动。

作为新鲜血液，“85 后”干部安海洋
成为这家企业最新设立的“一体化和新
能源事业部”副总经理。包括他在内，
2021 年底，中海油服各直属经营单位班
子 中 35 岁 左 右 年 轻 干 部 占 比 提 升 至
19.4%。

“改革打破了选人用人常规，能力
业绩成为考核晋升的首要条件，这让青
年业务骨干有了‘奔头’，也让企业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充满活力。”回想起当
时参加企业“年轻干部选聘专场”的情
景，安海洋语气中仍难掩激动。

国企改革，重在提升活力与效率。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以来，国资

国企系统在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方面
按下“加速键”，其中三项制度（劳动、人
事、分配制度）改革成了“牛鼻子”。

鼓励“能人举手”，实现上岗靠竞
争。2021 年，中国能建将总部 193 个岗
位面向全集团开放报名，成功实施自组
建以来规模最大的总部岗位公开竞聘，
平均 7 个人竞聘一个岗位，竞争最激烈
的岗位同时有 24 人参与竞争，人员更
替率达 28%。

打破“铁交椅”，干部能上也要能
下。在南方电网，2021 年新聘任管理人
员竞争上岗比例达 73.1%，管理人员末
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比例达 10.2%。“通
过改革，管理人员整体素质和履职能力
迈上了新的台阶。”这家企业的相关负
责人表示。

干部竞聘上岗不是终点。如何充
分激发他们的活力和创造力？契约化
管理是关键一招。

在东方电气集团下属的东方锅炉
等多家企业，企业与全体中层干部都签
订了岗位合同书和年度目标责任书。

“我们将收入、利润、订单三项事关企业
生存发展的硬指标跟中层干部收入挂

钩，目标清晰可见，同时推动考核结果
年底刚性兑现，未完成目标的会降职降
级，不适应的还要及时调整。总之，就
是要看得见任务、算得清收入！”东方电
气集团深改办副主任黄颉说。

改与不改大不一样。面对复杂的
国内外环境，大刀阔斧的改革激发了东
方电气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集
团 14 户二级企业中 11 户连续两年超额
完成年度契约目标，集团主要经济效益
指标连续两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激励机制是提升企业活力和效率
的动力源泉。近年来，国有企业不断丰
富中长期激励“政策包”和“工具箱”，增
加相关改革穿透力。

针对前几年员工队伍活力不足、关
键岗位人才流失率高等突出问题，云南
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聚焦科研人员等
关键群体，建立起股权激励、超额利润
分享等短中长期相结合的多元化激励
体系，企业面貌焕然一新，经营业绩持
续增长。

锚定“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
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目标，推广经
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推进
市场化用工，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积极
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坚持以混
促改⋯⋯通过开展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国资国企正加快形成反应灵敏、运行高
效、充满活力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统计显示，截至今年 4 月底，共有
3.56 万户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开展了
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含
职 业 经 理 人），占 比 达 99.0% ；在 地 方
国企层面，共有 598 户地方一级企业、
4.86 万户各级子企业已与经理层签订
了有关合同或契约；中央企业和地方
已 开 展 中 长 期 激 励 的 子 企 业 分 别 为
4592 户 和 2754 户 ，激 励 人 数 合 计 达
44.39 万人。

“三项制度改革不能浅尝辄止，也
不会一劳永逸。”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
记、主任郝鹏表示，下一步，要加快健全
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推动各层
级企业全面深入实施三项制度改革，加
大对关键岗位核心人才、突出贡献员工
等的激励力度。

（新华社北京 6 月 14 日电）

向 改 革 要 动 力 要 活 力
——国有企业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观察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华能集 团 西 坡 光 伏 电 站 工 作 人 员 李 静（右）和 同 事 在 现 场 巡 检（6 月 13 日
摄）。6 月 13 日，甘肃省金昌市华能集团西坡光伏电站的全景监控系统顺利完成
各项调试工作，将于 6 月 15 日正式投入运行。据介绍，华能集团投用的光伏电
站全景监控系统依托智能诊断和数字化平台，实时监控光伏发电设备的健康状
态，遇到突发故障可达到毫秒级响应，有效提升设备运行效率，保障电网运行的
安全稳定。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光伏电站全景监控系统将在甘肃投用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4 日 电 （记 者
谢希瑶 潘洁）商务部 14 日发布数据显
示，2022年1至5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 56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3%，折
合877.7亿美元，同比增长22.6%。

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 42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8%。
高 技 术 产 业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同 比 增 长

42.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32.9%，
高技术服务业增长 45.4%。

从来源地看，韩国、美国、德国实际
对 华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52.8% 、27.1% 、
21.4%（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中部、西
部 地 区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6.1%、35.6%和 17.9%。

前 5 个月我国吸收外资同比增长 17.3%

呵 护“ 一 江 清 水 两 岸 青 山 ”
——来自漓江生态保护的答卷

广西桂林市城区景色广西桂林市城区景色（（20212021 年年 1111 月月 2424 日摄日摄，，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周华周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