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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9 日电(记者韩墨、辛
俭强)瑞士达沃斯，阿尔卑斯山系海拔最高
小镇。全球政要和精英每年伊始会聚于此，
希望登高远眺，看清这纷繁世界、理出那浩
荡大势。

变革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
想，启迪人类的未来。一年前，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达沃斯和日内瓦发表两场历史性演讲，
从全局和全球视角，从哲学和时代高度，阐释
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深刻回答“人类社会何去何从”这一
根本性问题，其真理之光点亮暗夜，其智慧之
声传遍大地，其震撼之效延绵至今。

激起“塑造共同未来”的全球共鸣

“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
现共赢共享。”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
日内瓦总部演讲的这句话，不仅被全球媒体
反复引用，更成就当代中国思想走上世界舞

台的经典瞬间。
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在

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作为主题。现年
80 岁的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
对媒体直言：这个主题就是延续习近平主席
去年在达沃斯阐述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这位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经营达沃斯论
坛近半个世纪、见惯世界风云变幻的经济学
家坚信：“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演讲是中国
与世界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具有历史性意
义。”

“如果我们回看过去 5 年，可以说那确实
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向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更
近了一步。”对于习近平主席这两场演讲，美
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弗雷德·
伯格斯滕同样用了“转折”这个词。

人类社会演进到今天，从未像现在这样
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商品、资本、信息、人员
在全球范围高速流转，“地球村”让我们紧密

相连。同时，世界又处在动荡不安、风险积聚
之中。发展鸿沟扩大，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
化”思潮涌动，军事冲突时有发生，恐怖主义、
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威胁持续蔓延。

开放还是保守、合作还是封闭、变革还是
守旧？在这重要的抉择时刻，习近平主席在达
沃斯和日内瓦的演讲催人思考、给人力量，穿
透暗流与迷雾，标注了中国当代思想指引世
界变革、塑造共同未来的“转折点”，产生越来
越强烈的全球共鸣。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成为给全
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创造条件的思想。”俄罗
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
伊萨耶夫说。

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
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
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
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
式。这是习近平主席基于对经济全球化实质

的精准把握，在达沃斯论坛上为世界经济增
长、治理和发展模式提出的系统思想。

“一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印证了习
近平主席的演讲内容，”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
西夫说，“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互联互通是
世界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

在天寒地冻的达沃斯，由去年习近平主
席演讲引发的全球化讨论却热火朝天。呼应
中国主张的声音正在积聚。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演讲时提出，许多民众没能分享全球化的
好处，全球化要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印度
总理莫迪说，解决全球化势头减缓的办法“不
是孤立主义，而是理解和接受变革，并为变革
时代制定出灵活政策”。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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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 2017 年在瑞士发表两场历史性演讲的时代启迪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刘健、
胡锦武、余贤红）春江水暖，春
潮涌动。从拾遗补缺、小打小闹
转向动辄几十亿、上百亿投资
规模；从低端产业转向中高端
产业；从单一企业转向产业链、
组团式转移……毗邻中国最活
跃的两大经济圈“长三角”“珠
三角”的江西，产业梯度转移中
“规模化、高端化、集群化”新趋
势悄然兴起。

由沿海起步，向纵深进
发，区域平衡发展和高质量发
展的新机遇正在孕育。

企业投资“规模化”

巨额项目纷至沓来

在江西中部吉安，一家从
广东东莞引进的电子信息企业
已在这里投资二十多亿元建设
了 10 个厂区。“我们是华为、苹
果、三星等公司数据连接线的
主力供应商。一半的苹果手机
数据线是我们生产的。”博硕科
技(江西)有限公司线缆事业部
总监彭中朝说，公司每天生产
的数据线多达 45 万根。

吉安由此成为全球数据连
接线制造中心。一根数据线成
就一个地区，背后涌动的是横
跨数千公里、日益显著的产业
转移浪潮。

浪潮所及，远不止吉安一
地。近 5 年来，赣北九江市从
“两角”地区引进的投资额
2000 万元以上项目达 1493
个，引进资金达 3370 亿元。

在南昌， 2017 年仅高新
区就引进亿元以上新签约项目
100 个。特别是在移动智能终
端领域，国内手机 ODM 排名
前 5 强齐聚南昌， 8 个整机项
目同时落户，迅速形成国内生
产基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
局面。

这一幕，过去几乎不可想
象。一度一些跨国公司把工厂
迁往东南亚，还曾引发对中国
制造业外流的质疑：以中国之
大，难道就没有产业梯度转移
的空间？

无疑，在庞大的消费市场、
四通八达的高铁高速网络、相
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下，越来越

多内迁企业“用脚投票”，正在告诉我们答案，并一笔一笔勾勒
出一幅别样的图景：

中国最大的消费电子代工企业——— 富士康堪称一个浓缩
的“样本”。它从深圳迁出，一路向西，辗转重庆、成都、
武汉、郑州、太原、贵州，几乎每一个中西部省份都能见到
富士康的身影。

2004 ，广东惠州； 2006 年，山东青岛； 2015 ，江西
九江……全球第 4 大压缩机生产商——— 瑞智精密股份有限公
司有着类似的布局建厂轨迹。

放眼中西部，日益崛起的“光谷”“声谷”“动力谷”
“稀金谷”“冷谷”，就像一个个“磁场”源源不断地为中
西部集聚发展要素。

“磁场”首先吸引的是人才。在赣北湖口县，一家高新材料
有限公司聚集了 30 多名博士、100 多名硕士。职业经理人的
港台腔、广东腔、浙江腔，也早已让内陆人司空见惯。

数据显示， 2017 年 1 月到 10 月，江西引进省外项目资
金 5192 . 83 亿元，其中，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和福建的项
目资金占比达 65 . 63% 。

产业层次“高端化”

新经济新动能方兴未艾

产业转移“优者进，劣者汰”，全新的产业发展布局和
产业转型升级呼之欲出……

抚州市资溪县这个只有 13 万人口、财政收入仅 5 亿元
的山区小县，近年累计拒绝工业污染项目近百个；九江经开
区提出严把项目关，对重污染、重化工、高耗能等项目，无
论投资多大，均“一票否决”……

越来越多企业发现，传统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在中西部
连吃“闭门羹”，不转型甚至是慢转型，都面临“死路一
条”，相反高新技术企业却“如鱼得水”。

致力于打造智慧新城的鹰潭市，近年来直接为物联网企
业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去年 8 月，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在
鹰潭市设立子公司，仅用 1 个小时就完成项目受理、审核、核
准、发照等全部审批工作。2017 年当地引进物联网产业项目
50 多个，投资总额 80 多亿元。 （下转 8 版）

产
业
转
移
呈
现
三
个
趋
势

部
分
新
兴
领
域
比
肩
沿
海

江
西
对
接
﹃
两
角
经
济
﹄
样
本
观
察

这是航拍的沿黄公路延
川辖区(1 月 17 日摄)。

“我现在还记得，十几年前
离开家时，村里还都是土路，深
一脚浅一脚，一步一回头。去年
我回来时，开的是自家的小汽
车，走高速、上干道，再拐到村
里的水泥路上，一直开到家门
口。”寒冬时节，站在陕西省延
安市延川县龙耳则村村口，村
民吕延利不由感慨，“路又平又
宽，跟过去完全两样。变化真是
太大了！”

在革命老区延安，昔日泥
泞的羊肠小道，变为平整宽阔
的柏油路、水泥路，让许多像吕
延利一样的村民，往来更便捷。

农村公路纵横延伸，勾连互通，
更是为山乡带来巨变。

新华社记者梁爱平摄
详细报道见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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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1 月 29 日电(记者冯雷、王
炳坤)继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抓好国有企
业混改试点，完成“僵尸企业”处置任务的三
分之二…… 2018 年，辽宁作为深化改革年，
各项改革举措正千帆竞发。

克难奋力促改革

“改革增动力、开放添活力”。正是改革释
放出发展活力，使得去年辽宁多项经济指标
逐渐回暖。

阜新市工信委主任高正民说，不推陈出
新就难以前行，深推改革已成全省上下共识。

在中央全面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战
略决策下，辽宁围绕持之以恒贯彻新发展理
念和“四个着力”“三个推进”的要求，近年来
打出一套改革“组合拳”。

“既要按中央要求推进新的改革任务，又
有许多改革项目需要补课。”辽宁省委改革办
专职副主任李方喜说，为使改革紧贴实际，辽
宁既坚定落实顶层设计，同时又要突出重点，
鼓励基层创造性实践。

释放发展新动能

短短两年，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园从无到有，目前已吸引包括宝马研发中
心、瑞士服务机器人等 171 个项目前来落户。

中德产业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郭忠孝
说：“园区按照‘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
务’的方向，创建管委会+开发公司的管理新
模式，吸引不少跨国公司前来投资。”

2017 年，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达 62 . 9
万户，平均每天新增 1722 户。通过持续推进

商事制度改革，辽宁省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
项已经由 226 项减少至 32 项。这些服务便利
化的措施增强了市场活力。

去年，辽宁高速公路管理服务系统实施
了事业单位转企改革。辽宁省交投集团董事
长徐大庆说，事转企让大家增强了服务意
识，高速公路早开通方便群众，公司也能增
加收益，做到了民生满意和公司增效的“双
丰收”。

包括交投集团在内，辽宁省目前已组建
7 户省属企业集团，14 个市组建 79 户企业
集团，盘活财政资产 3200 亿元。体制机制弊
端得以割除，使得这些企业焕发“乘数效应”。

去年，辽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为实体经济构建良
好环境之余，一批企业也瞄准市场调结构，搞
创新，抓住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窗口期，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 94%。

承载振兴新希望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以此为契机，
辽宁省确定今年为深化改革年。

在最新制定的《辽宁省全面深化改革三
年行动计划》中，这个省确定将在 17 个领
域落实 66 项重点改革任务。到 2020 年，全
省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取得新突破，
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将进一步增
强，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

李方喜介绍，省委省政府提出保持战略
定力，顶住下行压力，以“钉钉子”精神一项一
项推进改革；同时制定时间表、任务书，明确
责任人，釆取重点督察、专项督察等方式督促
落实。

辽宁：以改革释放新动能，除旧布新再出发

新华社贵阳 1 月 29 日电(记者王新明、
骆飞 、李黔渝)千里乌江流经遵义市乌江
镇，约 2 公里长的江面上， 5 座不同时期修
建的铁路桥、公路桥一字排开、飞架乌江，
刚刚开通的渝贵铁路乌江大桥就是其中一
座。

“渝贵铁路加上之前已经建成的贵阳至
广州、昆明、长沙高铁，标志着以贵阳为中
心的新‘十’字形高铁网已经形成，也标志
着西部从乌鲁木齐—兰州—重庆—贵阳—广
州的南北向高铁大通道全面打通。”贵州省
发改委主任陈少波说。

曾经，“地无三里平”“汽车跳、贵州到”；
如今，织密高铁网、县县通高速，交通瓶颈被
彻底打破。长期卡在“路”上的贵州，近年来迈
上发展“快车道”。

快速增长靠什么？

提速快要换挡稳。产业基础薄弱的贵
州，在稳住传统产业的同时，加速培育新兴
产业，“两条腿”走新路。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苹果
中国云服务、华为数据中心等项目相继落地
贵州，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室、腾讯数据中
心等项目开工建设，贵阳成为全国大数据及
网络安全示范试点城市。

“以大数据电子信息制造业等为支撑的
新兴产业年均增长 50% ，占全部工业增加
值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6 . 6% 提高到 2017 年
的 10 . 5% ，成为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
擎。”贵州省经信委主任吴强说。

喜新不厌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同
时，煤炭、电力等传统支柱产业在去产能中
稳步转型升级。其中，年产能 9 万吨煤矿被
全部淘汰退出，到 2019 年还将全部关闭淘

汰产能 30 万吨以下煤矿。
电力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作为全国首

批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份之一，贵州把
降电价作为降成本的“牛鼻子”，通过市场
化交易等，大工业用电价格每千瓦时降低
0 . 1265 元。贵州已成为全国电价最低的省
份之一。

大数据如何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贵州的办法是“千企改造”，“一企一策”对工
业企业实施信息化、绿色化、智能化改造。

贵州省统计局总统计师彭龙说，“千企
改造”推动互联网、大数据在工业研发设
计、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等各环节的应用，
培育新型制造模式，激发了工业发展潜力。

“新的在补旧的，旧的也在脱胎换骨。
在把握新旧平衡中，贵州经济连续多年快速
增长。”陈少波说。

作为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贵州始
终把脱贫攻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
和第一民生工程，在脱贫中让群众共享发展
成果。在贵州光秀生态食品公司剥壳车间，
工人们正忙着分拣板栗。公司董事长曾光秀
介绍，目前在公司务工的 215 人中，有 50
多人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通过建立公司与
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已带动数千户村民增
收。

统计数据显示， 2017 年，贵州省减少
贫困人口 120 万，贫困发生率降至 8% 以
下，赤水成为全省首个脱贫摘帽县。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在
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中，变化的不仅是
千家万户，还有千山万水。作为全国生态文
明试验区，贵州省森林覆盖率从 2011 年的
41 . 5% 提高至 2017 年的 55 . 3% 。

贵州：以新理念为“指挥棒”，速度效益同增长

这是 1 月 29 日航拍的湖北武当山金顶景区
雪景。连日降雪让武当山金顶景区的建筑在白雪
装扮下宛如琼楼玉宇。 新华社发（陶德斌摄）

雪落武当
这是 1 月 29 日拍摄的河北省沙河市王硇村雪

后梯田。当日，河北省沙河市雪后放晴，白雪覆盖的
梯田宛如一幅水墨画。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梯田如画

脱贫攻坚战的“超常规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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