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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天水市委书记冯文戈：

抢抓产业转移机遇，促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
“传统产业门类多、体量大、

市场广、产值高，是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基底，在产业链供应链中
扮演着关键角色。”近日，全国人
大代表、甘肃省天水市委书记冯
文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加快
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必须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发展
壮大新兴产业，前瞻谋划未来产
业，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大力推
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

冯文戈介绍，天水作为国家
老工业基地和甘肃省装备制造
业基地，发展的基础在产业，振
兴的希望在工业。为此，天水按
照“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要
求，推动老工业基地走出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在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方面，天水以新发展理念引
领新型工业化，扎实推进“强工
业”行动，加大对骨干企业的支
持力度，着力打造集成电路封测
产业聚集区、先进制造业转型升
级示范区。聚焦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加快实施华天集成
电路高可靠性封测等 40 个“三
化”改造项目，促进传统产业迭
代升级。

“天水抢抓产业转移机遇，
深入实施‘建链延链补链强链’
行动，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
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冯文戈说，天水将加快华贸复合
陶瓷材料等项目建设，推进杰瑞
1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光轩高
端装备产业园等项目达产达效，
打造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天水

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区增容”步
伐，推进三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和
县区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提升园区承载能力。

冯文戈表示，天水将深入实施
“强科技”行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
业创新，鼓励支持创新平台建设，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
业。同时，统筹发挥甘肃省集成
电路制造材料创新联合体、甘肃
省高档数控机床创新联合体作
用，建设一批创新服务平台，提升
科技赋能和产业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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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立足国家重要能
源基地战略定位，全力扬优势、育
产业，促转型、提质量，新能源、新
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呈现蓬勃发展态势。”近日，全国
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
斯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汇良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

杜汇良表示，培育壮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应因地制宜。鄂尔多斯
作为传统能源大市，近年来积极耦
合新能源、变革新技术，加快建设
国家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全力
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高地。鄂
尔多斯已建成并网新能源装机

1040 万千瓦，到 2025 年将突破
5000万千瓦。在“绿电”加持下，
高能耗、高排放的煤化工产业正在
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杜汇良说：

“鄂尔多斯抢抓新能源大规模发展
‘窗口期’，坚持一体推进新能源发
电项目和装备制造业发展，大力发
展‘风光氢储车’等新兴产业，引进
产业链头部企业、配套企业52户，
2023年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投资
分别增长175%和266%，占总投资
的比重均超过40%。”

作为国家四个现代煤化工产
业示范区之一，鄂尔多斯已初步
构筑煤制油气、煤制醇醚、煤制烯

烃等现代煤化工产业体系，产能
突破2000万吨。“鄂尔多斯全面推
进煤化工与新能源耦合发展，积
极探索煤化工绿色发展新工艺、
新技术，加快建设国家非常规能
源战略储备、煤基可降解材料、煤
基高端化学品等‘六大基地’，推
动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
碳化发展。”杜汇良说。

杜汇良认为，科技创新是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撑。
鄂尔多斯以科技创新催生新质生
产力，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
展，出台“含金量”十足的科技、人
才新政，2023年财政科技投入增

长55.7%。创新开展规上工业企
业无研发投入、无研发机构、无发
明专利“三清零”行动，“三清零”
企业达到231家。与清华、北大等
顶尖院校共建了一批高能级科创
平台，落地了国内首个零碳机场、
世界规模最大的硅碳负极材料等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杜汇良表
示，下一步，将聚焦新型储能、氢
能、新型电力系统、高性能复合材
料等重点方向，大力实施科技“突
围”工程，积极开展科学家、企业
家“握手”行动，推动更多科技成
果从“实验室”进入“大市场”、迈
向“生产线”。

全国人大代表、鄂尔多斯市市长杜汇良：

用好新能源发展“窗口期”，培育新兴产业茁壮成长

“过去一年，通化市以习近平
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
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
效。”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
通化市市长高山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

高山介绍，在产业升级上，通
化抓医药健康、人参、文旅三个千
亿级产业集群建设的路径更加清
晰。去年，全市的医药健康全产业
链产值突破了600亿元；人参产业
产值占到了吉林省的“半壁江山”；
接待游客、旅游总收入分别增长

200%、293%，增速均高于全国、全
省的平均水平。

在改革开放上，通化是东北地
区唯一的全国新时代民营经济“两
个健康”先行区。去年，全市的审
批时限压缩率、社会信用体系等营
商环境指标保持在吉林省前列，招
商引资实现了扩面增量，到位资金
增长了35%，实际利用外资增速和
总量分别排在了全省的第一位和
第二位。据统计，去年，通化新登
记企业数量增长12.1%，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9.9％，位列吉林
省第一位。

医药产业是通化市的“金名
片”。高山表示，今年，通化将树牢

“产业安全”理念，深度融入全省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
打好医药健康产业“三年跨千亿”
攻坚战。一是加快通化国家级生
物产业基地建设，坚持企业培育、
产品开发协同发力，重点支持东
宝、修正、万通等一批龙头企业发
展壮大，突出抓好安睿特重组人白
蛋白、金马1.1类新药等创新品种
上市进程。二是实施“医药生态体
系建设年”行动，构建创新研发、成
果转化、生产制造、医药商业的全

链条产业体系，加速打造全省医药
健康产业走廊上的千亿级核心
区。三是加强区域产能合作，扎实
推进医药产业“六个回归”，提高产
业集中度和市场竞争力。力争全
年医药产业产值增长7%以上。

“今年，我们将立足通化沿边
近海的独特区位优势和吉西南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全国新时代

‘两个健康’先行区等国字号试点
建设，在产业发展、边境城市建设
等方面提出建议，为东北边境地区
振兴发展建言发声、争取支持。”高
山说。

全国人大代表、通化市市长高山：

加强区域产能合作，打好医药健康产业攻坚战

“先进制造业是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近日，全
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衢州市市长
徐张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过去一年，衢州坚定不移走新型
工业化道路，深入实施“工业强
市、产业兴市”战略，加快推进产
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
务链“五链”深度融合、相互赋能，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更加明
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持续增强。

据了解，近年来，衢州以打造
新材料、新能源、集成电路、高端
装备、生命健康、特种纸等六大标
志性产业链为核心，全方位推进

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大
力培育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去
年，衢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达
7.8%。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41.5%、
12.7%、17%，六大标志性产业链
产值占比达到61.1%。

“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大项目、大企业的硬核支
撑。”徐张艳介绍，2023年，衢州集
中精力招大引强，引进亿元以上
制造业项目215个，其中计划投资
超百亿的项目7个，制造业投资和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30.4%、28.2%。同时，衢州培大育
强，新增营收超百亿制造业企业1
家、上市公司3家、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7家、省“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149家。

徐张艳表示，先进制造业发
展，创新是第一动力。去年，衢州
科技及体制“双创新”改革成为浙
江省唯一试点，衢州加快构建区
域创新体系，集中引进了3个院士
团队，实现六大标志性产业链、6
个县（市、区）产业研究院全覆盖，
同复旦大学签约共建衢州复旦研
究院，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揭榜
国家全面创新改革任务，高能级

科创平台建设扎实推进。同时，
突出抓好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
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87家、省
科技型中小企业898家，创新主体
日益壮大。

徐张艳说，先进制造业是高
质量发展的动力所在。下一步，
衢州将全面推进产业链深度融
合，着力推动六大标志性产业链
延链补链强链以及未来产业建
链，朝着培育先进制造业产业集
群的目标不断迈进。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康源根
据人民网、中国经济网等媒体报
道综合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衢州市市长徐张艳：

加快先进制造集群发展，推进产业链深度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