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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切实把抓巡视整改
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
动，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结合起来，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
成果结合起来，奔着问题去、对着
问题改，问题不解决不放手，成效
不明显不收兵。切实把抓巡视整
改作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
有力举措，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
神，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真正
把严的基调一贯到底，为履行好

新时代新征程国资央企使命任务
提供坚强保障。切实把抓巡视整
改作为促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有效抓手，在整改落实上见真
章、出真招、求实效，彰显国资央
企勇于担当、忠诚可靠的政治
本色。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
和目标引领相结合，强化监督，注
重成效，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巡视
发现问题整改。坚持逐一对账抓

整改，逐条分析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的中央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逐个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认
认真真、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整
改。坚持落实责任抓整改，进一
步完善问题清单和责任清单，建
立任务清单，逐级明确整改任
务、整改措施、责任人、完成时
限，确保层层传导压力，责任落
实到人。强化督导问效，既督任
务、督进度、督成效，也查认识、

查责任、查作风，对敷衍整改、整
改不力、拒不整改的严肃问责。
坚持标本兼治抓整改，坚持“当
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既大
力整改具体问题，又着力从制度
机制上找原因，深入研究解决共
性问题和深层次问题特别是顽
瘴痼疾，系统排查、建章立制，及
时弥补国资监管漏洞和企业管
理制度缺失，加快补齐制度机制
短板。坚持协同联动抓整改，健

全完善与驻委纪检监察组工作
沟通机制，主动加强向上级机关
请示汇报，把巡视监督与纪检、
组织等党内其他监督有机结合，
形成上下联动、内外一体的整改
合力。

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副秘
书长，驻委纪检监察组，各厅局、
直属事业单位负责同志列席
会议。

（来源：国务院国资委网站）

（上接第二版）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
领军人才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探索形成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
养体系，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
合、科教融汇，探索实行高校和企
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
才的有效机制，源源不断培养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实施更加积
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
策，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全球
人才招聘制度，加大国家科技计
划对外开放力度，鼓励在华外资
企业、外籍科学技术人员等承担
和参与科技计划项目，为全球各
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

创造和应用更高技术含量的
劳动资料。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牢牢扭住自主创新这个

“牛鼻子”，推动劳动资料迭代升
级。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
创新组织者的作用，以国家战略
需求为导向，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集聚各方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
性科技攻关，打造更多引领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硬科技”。充分发
挥企业作为研发应用新型生产工
具主力军的作用，加强创新要素
集成和科技成果转化，构建龙头
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
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加
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纵深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

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工
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融合应用，
大力推广应用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生产工具，加快建设数字化
车间和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拓展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
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为重点，拓展劳动对象的种
类和形态，能够不断开辟生产活动
的新领域新赛道，夯实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物质基础。要深入实施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
展，着力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
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新增长
引擎，强化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
全球价值链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

势。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对未来
产业的统筹谋划，在类脑智能、量
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
空天开发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
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
速计划，对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
进行多路径探索和交叉融合，做好
生产力储备。

推动更高水平的生产力要素
协同匹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
要求，推动产业组织和产业形态
变革调整，不断提升生产要素组
合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
做大做强一批产业关联度大、国
际竞争力强的龙头骨干企业和具
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
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鼓励龙

头骨干企业发挥好产业链融通带
动作用，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依托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协同共享和高效利用，推动生产
组织方式向平台化、网络化和生
态化转型，打造广泛参与、资源共
享、精准匹配、紧密协作的产业生
态圈，加速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价
值协同和价值共创。积极发挥数
据要素的“融合剂”作用，推动现
有业态和数字业态跨界融合，衍
生叠加出新环节、新链条、新的活
动形态，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数字
贸易、智慧物流、智慧农业等新业
态，促进精准供给和优质供给，更
好满足和创造新需求。

（来源：《人民日报》2024年3
月1日第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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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行动和成效践行“两个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