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延斌

今年全国两会上，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获批通过。该计划中，“大力推进山东

新旧动能转换”12个字赫然醒目。

这句话显然有的放矢。

早在 2018 年，国务院就批复《山东省新旧动

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一场具有典

型意义的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就此启动。此后，山

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规划——一年全面起势，三

年初见成效，五年取得突破，十年塑成优势。

到 2020 年底，在“三年初见成效”的交卷时

刻，山东省 GDP增速稳居全国第三，经济总量达

7.3 万亿元，“十强”产业增加值增长超过 6.6%。

而“五年取得突破”列出的 19项规划指标，有 7项

已经完成。

这些成绩的取得并不容易。

“几年来，我们经受住了经济负重转型的阵

痛、多重矛盾交织叠加的压力、各种重大风险的

挑战、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冲击……”回顾过去

三年，山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周连华表示，山东

如期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三年初见成效”的目标，

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尽管 GDP 在全国处于探花位置，但长期以

来，山东背负着巨大压力。

“山东是个经济大省，但不是经济强省。”去

年，山东省常务副省长王书坚接受采访时坦陈，

长期以来，山东经济结构偏“重”，能源资源消耗

比较大，比较典型的就是“三个天花板”——能

耗、排放、土地。

比如，作为传统工业大省，当时山东能源消

耗 占 全 国 9% 。 其 中 ，煤 炭 消 费 量 占 全 国 的

10.6%；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排放指标总量全国

第一。山东耗费了大量能源、产生了严重污染，

但 2017年单位生产总值财政贡献率只有 8.39%。

“天花板”之下，山东巨轮到了不得不调向的

时候了。此时，作为首个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国

家战略的落地，成了山东转型的宝贵机会。

“如果我们的发展方式涛声依旧、产业结构

还是那张旧船票，就永远登不上高质量发展的巨

轮。”2018 年春节后的首个工作日，山东省委书

记刘家义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上

的讲话振聋发聩，“我们承认差距，但绝不甘心差

距！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才是唯一出路。”

对于好面子的山东人来说，产业结构调整，

传统思维转变，承认差距是解放思想的第一步，

更需解决的深层问题是新旧动能转换。回答这

一问题，需要智慧和魄力。

如何转？痛定思痛之后，山东毅然提出“三

个坚决”：坚决淘汰落后动能，坚决改造提升传统

动能，坚决培育壮大新动能，持续推进“腾笼换

鸟、凤凰涅槃”。

“三个坚决”背后，思路已然清晰。山东人明

白，“腾笼换鸟”的第一步是做减法。只有甩掉低

端产能，“空出笼子来”，让优质资源向高端产业

和项目集中，为培育新动能释放空间。

三年里，山东顶住 GDP下滑压力，累计出清

“散乱污”企业 11 万家，占全省企业总量 3%以

上；省级化工园区由 199 家压减到 83 家，减少了

六成；压减煤炭消费量 1 亿多吨，压减钢铁产能

占全国 1/10……

转型之难，在于刮骨疗伤；破旧之后，迫切需

要立新。

山东拥有全部 41 个工业大类，哪些产业可

担当新动能？经过反复遴选，山东最终梳理出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十

强”产业作为支撑发展的新动能。

既是使命，也是挑战

2020 年夏至日，从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

股份有限公司传出的一则好消息让国人热血沸

腾——时速高达 600 公里的磁悬浮样车在磁悬

浮试验轨道上试跑成功。对于创造历史，他们并

危中抢机，困中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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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累 计 投 入 项 目 资 金

125万元的同时，江西省科技

厅还结合科技项目实施，示范

推广科技成果3项，建立示范

基地3个，示范推广面积521

亩，带动百余人就业，人均增

收4000元。

1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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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底，在“三年初见成

效”的交卷时刻，山东省GDP增速

稳居全国第三，经济总量达7.3万

亿元，“十强”产业增加值增长超过

6.6%。而“五年取得突破”列出的

19项规划指标，有7项已经完成。

6.6%增长超

“当下，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三年初见成效，正

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费洪平

这一观点可谓精准。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

取得突破”，乃至“十年塑成优势”，山东的动能转

换之路仍处于半程发力阶段。

尽管三年成效不错，但现实仍然严峻。

2021 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不回避矛盾：

传统产业和重化工业占比较高，“四新”经济比重

偏低；创新支撑力不强，企业创新活力不足，高层

次人才匮乏，创新投入产出比不高……

去“旧”，山东将以更大力度坚决淘汰落后

动能——在建项目凡没有落实产能替换和煤

炭消费减量替代的，一律叫停；新上项目凡不

符合环保、安全、技术、能耗等标准的，一律不

得开工；对钢铁、地炼、焦化、煤炭、水泥、化工

等重点行业，分类划定加严“标准线”，达不到

标准的限期关停……

立“新”，科技被认为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引擎，

山东正酝酿以超常规举措构建全域创新体系。

记者了解到，山东省委已决定，整合现有各类

科技工作协调机构，成立省委科技创新委员会，统

筹重大规划、战略工程等。同时，计划今年省级财

政科技投入增长10%，力争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5%

以上、省属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不低于25%。

动能转换，产业竞争力是当务之急。一方

面，山东重点围绕“十强”产业持续建链强链补

链，加快完善已确定的 42条制造业关键产业链；

另一方面依托头部企业规划建设高品质产业集

群，按照规划，未来将实施一县一个重点产业集

群培育计划。

“人到半山路更陡。”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

用这句话来形容正在进行中的转型。面对“五

年取得突破、十年塑成优势”的改革目标，他表

示：“我们丝毫没有止步歇脚、骄傲松懈的资

本，更没有半点动摇、回头的资格！唯有头拱

地、往前冲！”

人到半山路更陡，唯有头拱地、往前冲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志伟 通讯员陈军云 张一博）3月 22日，由湖北

省科技厅主办的科技创新服务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夷陵行活动暨“100+

N”开放协同创新体系晓曦红星创天地项目建设启动仪式在宜昌市夷陵

区举行。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以开放协同创新推动全省柑橘主产区产业高质

量发展，湖北省科技厅共组织省内外 16名专家，将科技政策、人才、技术、

成果、金融送到基层一线、送到产业一线，有力推动了科技创新资源向县

域集聚，促进湖北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本次活动组织宜昌市晓曦红农业科技公司分别与专家、银行、村委会

签订了技术支持合作、科技金融合作、科技社会化服务合作等 7项协议。

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潘思轶教授团队分别与湖北土老憨生态

农业集团、秭归县屈姑食品公司、宜昌市海通食品有限公司签订 3项技术

支持合作协议。

湖北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王锦举介绍，这次活动的目的是贯

彻落实全省科技创新大会“抓科技创新，核心在人才、基础在平台、关键

在转化、动力在改革”的要求，以“科技三命”（把科技创新当使命，把创

新创业当生命，抓科技创新像拼命）的精神，全面推进夷陵区省级创新

型县（区）创建工作，聚焦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人才队伍建设，营造创新

体系与生态，助推宜昌市和夷陵区柑橘产业发展，推进夷陵区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湖北乡村振兴有新招

专家组团服务柑橘产区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迎霞）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 846个重大项目在

五市及宁东基地管委会集中开工，总投资达 3920亿元。其中超过 10亿元

的项目 81个，超过 50亿元的项目 11个，超过 100亿元的项目 6个。

本次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涉及工业、服务、农业、交通、水利、生态保

护等多个领域，呈现出产业结构更趋优化、新建项目大幅增加、带动作用

更加突出、民间投资活力增强等特点，将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3 月 18 日，2021 年全区第一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现场推进会在银川

经济技术开发区宁夏中环光伏材料公司太阳能级单晶硅材料智慧工厂项

目建设现场举行，全年计划完成投资 1078亿元。

“产业转型和‘两新一重’领域项目个数占本次开工项目的 74.4%，项

目结构更趋优化。新建项目 353 个，分别比 2019 年、2020 年同期增长

76.8%和 94.1%，全年计划完成投资 341亿元。”自治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随之而来的，是带动作用更加突出、民间投资活力增强。据了解，此

次民间投资项目个数占比为 55.7%，自治区九大重点产业项目中，民间投

资项目个数占比达到了 84.9%。“这些项目的开工建设，必将为宁夏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该负责人表示。

总投资近4000亿元

宁夏846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春暖花开时节，万物呈现出勃勃生机。乘车

从江西省万安县城出发，一路绿意盎然，风景宜

人，四十分钟左右便到达了枧头镇龙头畲族村。

村子被群山环绕着，村委会门口一栋崭新的

房舍格外引人注目。龙头畲族村村支书何学良

介绍，这栋楼是对口帮扶单位江西省科技厅捐资

新建的村级食堂，用于解决贫困户培训和全体帮

扶干部用餐的问题，另外科技厅还投入 40 万元

支持龙头畲族村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

等，使村容村貌上升了一个新台阶。

2016 年，根据脱贫攻坚工作部署，江西省科

技厅对口帮扶龙头畲族村，给这座闭塞的村庄注

入了一股“活血”。五年来，随着一项项帮扶措施

的落地生根，这座昔日大山深处的贫困村，就像

畲族山歌里唱的那样，“日子好比古井水，勺勺甜

到心里头”。

突出产业方向，帮扶重在精准

“我们的脐橙基地已经挂果了，去年就卖了

3万多斤，收入近 9万元。等到了丰产期，12万元

收入是保底的。”何学良笑呵呵地说，他口中的脐

橙基地是由江西省科技厅帮扶建立的村级产业

基地之一。

龙头畲族村位于万安县枧头镇东南部，为

“十三五”贫困村。全村有 18个村民小组，511户

2180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91 户 318 人，过去

主要靠外出务工、耕地种田为生，经济来源十分

单一。

结对帮扶伊始，阵容强大的江西省科技厅

扶贫小组随即成立，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

上，扶贫小组瞄准龙头畲族村的优质土壤，带

动村里新建脐橙产业基地，并投入 15 万元，引

进用于脐橙基地的腐殖酸技术。产业基地的

建成，不仅给村级集体经济带来可观收入，还

吸引了外出务工的村民回乡就业，村里的人气

也逐渐旺起来了。

村民匡佩莲回乡后，一年下来也有近 4万元

的纯收入，她感慨道：“在家好啊！挣钱顾家两不

误。我还发展了毛竹、油茶产业，这又是一笔收

入呢！可不比在外打工差！”

据统计，在累计投入项目资金 125 万元的

同时，江西省科技厅还结合科技项目实施，示

范推广科技成果 3 项，建立示范基地 3 个，示范

推广面积 521 亩，带动百余人就业，人均增收

4000 元。至 2019 年，龙头畲族村贫困户实现了

百分百脱贫。

强化人才支撑，优化创新服务

脱贫了，荷包鼓起来了，村民们脸上的笑容

也时时可见。

最近贫困户梁传新家里又迎来了一件乐呵

事——添置了一辆小轿车。按他的话说，这是他

掌握的“牛”技术带来的大喜事。

梁传新是个牛倌，2015年通过小额信贷 5万

元养了 7 头牛。对养牛一窍不通的他摸着石头

过河，结果总是“出状况”，牛没养肥壮不说，一年

下来光请兽医就花费逾千元。“那时候可真是犯

愁咧！”梁传新说。

2016 年，扶贫工作拉开序幕后，江西省科技

厅把“村情”和“厅情”融合在一起，结合科技下乡

活动，大力鼓励龙头畲族村村民发展种养殖业，

免费提供技术培训，梁传新第一个报了名参训。

接下来，举办各类技术培训、上门指导、电话指导

等等，只要村民们有技术难题，扶贫小组都会第

一时间安排技术员倾心教学。

“多亏了技术员的指导，我现在养牛可比带

孩子熟悉，一进牛棚观察，就能了解牛的身体状

态。打针、受孕这些技术活我也会啦！”梁传新自

豪地说，言语里满是感激。2020 年，梁传新的牛

给他带来了 8万多元的纯收入。

一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梁传新

通过学习和钻研，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养牛“专

家”。他带动了周边几户村民养了 30多头牛，技

术问题他全部包揽了。

“定点帮扶虽然只是帮助了一个村，但从‘输

血’到‘造血’的科技扶贫之路，则可以通过复制

和推广彰显科技的力量。”江西省科技厅相关负

责人感慨地说。

近年来，江西省科技厅结合龙头畲族村发

展实例，围绕万安县产业发展需求，从高校、科

研院所选派科技特派员 22 名，组成万安果业团

和万安水稻团，积极开展难题发现、科技攻关、

成果转化、专业培训和政策宣传等科技创新服

务。同时，组建江西农大法人果业科技特派

团、江西省农科院法人蔬菜花卉科技特派团、

江西省农科院法人休闲农业科技特派团等，在

万安县全域开展新品种引进、新技术推广和现

场培训活动。一个从龙头畲族村延伸出的，以

科技项目扶持、人才团队支撑、定点帮扶协作、

对口支援助力的新格局，正在乡村振兴的时代

大潮中闪烁耀眼的光芒。

科技对口帮扶让畲族村甜蜜蝶变
◎陈丽虹 朱寅生 本报记者 寇 勇

不陌生。

之前，中国首列时速 200—250 公 里 、首 列

时速 300 公里、首列时速 350 公里“复兴号”动

车组……都是他们的手笔。

在“十强”产业中，这属于高端装备领域。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

长费洪平指出，山东大力实施“万项技改”“万企

转型”，“四新”经济投资占比超 50%，这种打造

“十强”产业的方式，不只是扶持一个个龙头企

业，也不仅是完善一条条线性产业链，而是试图

营造一片片产业集群。每个产业集群包含龙头

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以及众多相关联的科研单

位、金融机构、其他中介服务机构，从而形成一个

相对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

以中车四方为龙头，以中车四方车辆研究

所、四方庞巴迪等轨道交通装备企业为骨干，山

东规划出一个青岛轨道交通产业集群。目前，该

产业集群已被纳入首批 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之一。

上述“领头雁”引领下的产业矩阵，山东省有

73个，总规模达 4.5万亿元，7个集群入选全国首

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数量居全国首位。在去

年复工复产期，这种雁阵型产业集群体现出其资

源配置力、抗风险能力的优势。

“十强”产业不仅涵盖了一二三产业，传统产

业和新兴产业也是各占一半。如果说新兴产业

是赢得未来竞争的关键，那么，科技创新加持下，

传统产业也能成为新“风口”。

每一粒麦子要经过高科技的淬炼，走 5.2 公

里 110道工序才能变成各种食用面粉；将每一粒

玉米“吃干榨净”，变为食用葡萄糖、药用葡萄糖、

果糖、玉米油等几十种产品。2020 年，山东成为

全国首个农业产值超万亿的省份。

以 1%的淡水，6%的耕地，山东为国家贡献

了 8%的粮食、11%的水果、12%的蔬菜、13%的水

产品、16%的花生。追根溯源，改革创新改变了

传统农业。而分析“十强”产业，绿色化工、现代

高效农业、文化创意、精品旅游、现代金融 5个产

业都属于传统改造升级形成的产业。

2020 年终盘点，山东“3.6%”的经济增速颇

为亮眼。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化

工、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全年利润分别增长

75.4%、32%、29.9%和 25.8%。

新动能的崛起，破解了山东长期以来的“老

大难”问题——“十三五”时期，山东以 1.2%的能

耗增长支撑了 6%的经济增长。

从从““大象漫步大象漫步””迈向迈向““千羚竞驰千羚竞驰”，”，山东以新旧动能转山东以新旧动能转
换推动高质量发展换推动高质量发展。。图为山东济钢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图为山东济钢环保新材料有限公
司员工在中控室工作司员工在中控室工作。。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金良快摄摄

三年去三年去““旧旧””立立““新新””
山东跑出动能转换山东跑出动能转换““加速度加速度””

飞机有“黑匣子”，动车组列车上也有类似的“黑匣子”。“这个‘黑匣

子’主要是监控动车组列车运行数据的装置，通过检测分析‘黑匣子’里

的数据，查找动车存在的隐性问题，这样就可以提前排除可能发生影响安

全的故障，确保动车组列车行驶安全。”3月 24日，在外“奔波”了一天的高

铁动车组陆续返回沈阳北动车所的“家”，正在对他们进行“体检”的中国

铁路沈阳局沈阳高铁基础设施段工长任闻民介绍说。

夜间，几十辆高铁列车并排停在铁轨上着实壮观。动车“休息”了，任

闻民和同事们却进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他们要在夜间对 49组动车

组车载设备逐一“体检”。

给动车“体检”有着严格的检查标准，作业过程都会被全程视频录像

并存档检查，并通过专人回放检查卡控每一列动车组的运行数据和视频

录像，没有完成检查的动车组是不允许上线运营的。

“动车上的一个小螺丝没有检查到位，都有可能导致动车无法运行，

工作时是万万不能马虎的。”任闻民对身边的年轻人说。狭小闷热的司机

室内，任闻民娴熟地操作着各种设备，20 多分钟便顺利完成了数据下载

和检测。

“每次作业时，最怕的就是遇到突发问题，就怕处理不好影响动车组

运营。”任闻民说，车载一级检修大多是对车载设备进行功能性检测，但由

于电子设备的特性，即便联检没有问题，偶尔也会出现异常信息。

这时，任闻民和工友们就会跟随动车从出库一直运行到终点，连续在

动车上监控几十个小时，直至排除故障。

早上 7时许，忙碌一夜的任闻民和同事们完成了全部检修任务，看着

他们“经手”的动车组整装待发地排列在停车线上，一夜的疲惫烟消云散。

动车组“体检员”

与“黑匣子”的深夜“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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