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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8 月 21 日电(记者徐
海波)2017 年经济新动能发展指数比
2016 年增长 18 . 6%，高新技术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达到 20% 左右；2018
年上半年，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电子
元器件等新产品快速增长，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 . 2%，持续领
先于一般工业增速……

当前，湖北紧紧抓住转型升级关
键期，深挖科教实力深厚和工业基础
雄厚的优势，摆脱过去“大水漫灌”强
刺激和“大铺摊子”强扩张的老路，逐
渐实现“破茧成蝶”式的“华丽转身”。

长期以来，摆在 5800 万湖北人民
面前的发展困境是，作为老工业基地，
湖北传统产业特别是重型制造业和重
化工业比重大，失调的经济结构经常
导致产能过剩、出口受阻、后劲不足，
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老路越走越
艰难，向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
模式的“四新经济”转型已迫在眉睫。

7 月 20 日，一个普通的日子，却
是中国光谷武汉东湖高新区发展史上
重要的一天，也是见证湖北“四新经
济”发展成效的一天。

这一天，由武汉邮电科研院和电
信科研院联合重组成立的中国信息通
信科技集团在中国光谷正式运营，将
作为我国信息通信领域“大国重器”，
扛起我国无线通信、光通信引领发展
的战略大旗。

同一天，位于中国光谷的全球最
大光纤光缆供应商长飞公司在上交所
挂牌上市，成为我国光纤业首家 A+H
股两地上市的企业。同一天，武汉华星
光电柔性显示面板项目进入安装调试
阶段，将生产我国第一批折叠屏 6 代
柔性显示面板。

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刘子清表
示，目前，中国光谷正在挖掘技术优势
和产业潜能，围绕光电子信息产业新
技术和新业态，重点打造“芯—屏—
端—网”万亿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将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密集的电子信
息产业基地。

中国光谷只是湖北“四新经济”发
展的一个缩影。早在几年前，湖北就提
早谋划，高位推进，为创新“添薪”，点
燃发展新引擎。

一系列发展政策随之密集出台。
湖北在全国率先推出“科技成果转化
十条”“高校院所服务企业新九条”“激
励企业研发活动十一条”，解除体制机
制束缚，助力新技术“下海”和新产业
“萌生”。

2016 年，湖北出台《加快发展新
经济的若干意见》，推出 16 条具体细

则打造新经济业态，领军人才最高可奖励 200 万。
2017 年，湖北印发《万亿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实施方案》，

提出到 2020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17%。
2018 年，湖北又出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若干意见》，为

高端制造等 6 大“新产业”的 16 个细分领域送去“大礼包”……
随着“高含金量”政策的连续落地，一批批新技术成果涌入

了市场，一家家特色科技企业快速成长，一个个传统产业企业成
功转型，一座座老工业城镇也迸发活力。

位于湖北最东端的黄梅县独山镇，紧临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
区龙感湖，被誉为鄂东皖南的“水缸”。过去，一些企业在此采矿洗
矿，对水土造成严重破坏。虽然多次严打整治，但总是死灰复燃。

去年，在环保督查和利润下滑双重压力下，几家铸造公司先
后投资 3000 多万元新建冶炼高炉，将焦炭冶炼改为兰炭冶炼，不
仅大大节省了燃料成本，也增加了产量，还实现了环保达标。独山
镇正在规划循环经济园，对工矿企业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治理。

“如今的独山，已不是灰土漫天的落后工业乡镇，而是鸟语
花香的现代农业乡镇。”独山镇党委书记马聪介绍，全镇每年乡
村旅游和生态农业的产值就超过 10 亿元，部分名优农产品还出
口海外。

与独山镇一样，“四新经济”的蓬勃兴起让湖北许多地方找到
了新的市场空间和新的发展模式，逐渐摆脱不沿边不靠海的“地
域缺陷”，与世界沟通的桥梁越架越远。据统计，2017 年湖北海外
直接投资企业达到 145 家，武汉人福医药建成西非第一家现代制
药厂，湖北建桥军团在 30 多个国家设计建造近 200 座特大桥。

充分发挥联结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作用，
湖北突出人才队伍建设、突出新技术支撑、突出创新创业支持、
突出体制机制创新，积极营造“四新经济”厚植土壤，推动全省经
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上中高端水平。

﹃
四
新
经
济
﹄成
湖
北
发
展
最
强
音

中国经济新观察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梅世雄)“党的领导和党的
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党
和国家长治久安。”

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 17 日至 19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起强烈
反响。

广大官兵一致认为，习主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全面
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
论断，为做好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提供了根
本遵循和科学指南。要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号
令，把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抓得更紧更实，全面提高
我军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质量，为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完成好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各战区、各军兵种以召开党委会、党员大会等多种形式认

真传达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大家认为，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古
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
领导下，我军坚持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党
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坚持以理论
武装凝心聚魂，坚持把党组织搞坚强，坚持贯彻军队好干部标
准，坚持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带领全军寻根溯源、革弊鼎新，
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发生全面深刻变化，为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要认真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把
取得的成果巩固好、发展好。

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局长张勋辉说，91 年来，人民
军队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由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
利，最重要的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当前，国防和军队
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军所处的社会环境、使命任务、官兵成分
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一刻也不能放松。

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刘锐说，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坚决听党话、跟党走。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有一系列根本

原则和制度，无论战争形态怎么演变、军队建设内外环境怎
么变化、军队组织形态怎么调整，都必须始终不渝坚持。

把培养干部、培养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军委机关各部门的官兵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第一时
间认真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官兵们认为，实现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必须要
有一大批高素质、敢担当的建军治军骨干。要把干部队伍建
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实施人
才强军战略，使干部队伍整体水平有一个质的跃升。

军委联合参谋部干事蒋承军说，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
为先、任人唯贤，突出政治标准和打仗能力，深入解决选人
用人突出问题，把强军事业需要的人用起来，把合适的人放
到合适岗位上。要贯彻党中央战略部署，制定和落实好优秀
年轻干部培养规划，对看得准的要重点培养，放在备战打仗
一线、吃劲要紧岗位和急难险重任务中摔打磨练。

（下转 4 版）

把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抓得更紧更实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日前，福建省浦城县建设社区举办“颂清风传廉
情传统文化进社区”文艺演出，以歌舞、小品、快板等
形式，讴歌风清气正的新时代。 （邱汝泉摄）

8 月 21 日，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
场宣讲进工地”活动走进重庆市快速路二横线西
段项目工地。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宣讲进工地 颂清风传廉情传统文化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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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当前，国际形势风
云变幻，我国发展外部
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科
学把握中国发展的时和
势，保持战略定力，增强
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
信心和决心，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坚信，尽管形
势发生变化，中国发展
的“时”依然总体有利。

这是进入新时代的历史
方位，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
期，是中国与世界深度
融合、相互激荡的新阶
段，是大有可为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虽面临诸
多挑战，但发展的前景
十分光明，牢牢抓住千
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奋
力闯关夺隘，定能赢得
主动、赢得未来。

我们坚信，无论遇
到什么困难，中国发展
的“势”不可阻挡。这是厚
积薄发的发展之势，经
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
是改革开放 40 年的深
厚积累和不懈探索，我
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
展，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层出不穷，拥有上
亿市场主体和巨大消费
市场，有足够底气应对
风险挑战；这是众志成
城的人心之势，亿万中
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为实现梦想努力奋
斗，始终是中国发展生
生不息的力量源泉；这
是合作共赢的开放之
势，中国坚定不移向世
界打开大门、与各国深
化合作，顺应时代潮流，
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
同和支持。

科学把握中国发
展的时和势，关键是坚
持辩证思维，全面客观
地看问题、想事情。既充满信心，又头脑清醒，既看到
希望，又居安思危，树立起理性而坚定的中国信心，做
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
80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我们不能忘记，还有数千
万人口需要摆脱贫困，脱贫攻坚战一刻也不能松懈；
当我们为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等重大科技成
果振奋不已，也应清醒看到，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等“卡脖子”问题还未根本破解，创新发展的步伐一刻
也不能停顿。

科学把握中国发展的时和势，特别要注意防止两
种极端倾向。一是妄自尊大，一是妄自菲薄，不管是自
大还是自卑，这两种思想倾向有着相似的病根：不明大
势，不看大局，脱离实际，主观片面。这在思想上和实践
中都是有害的。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前进的每一步，无不
得益于迎难而上，无不功成于化危为机，这是一个重要
的实践逻辑和发展规律。面对新时代的新挑战、新任
务，我们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要勇于面对、善于
破解新的“问题清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打
赢“三大攻坚战”；全面深化改革，怎样进一步破除体制
机制弊端，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怎样补足教育、医疗、环境等方面的短板……正
视问题折射自信，解决问题更显担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3 亿多中国人民勠力同
心、埋头苦干，以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勇气砥砺前行，
中国的发展必将爬坡过坎、闯关夺隘，自信而豪迈地开
创新境界。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从“老三线”到“军民融合”
老城襄阳换上经济发展新引擎

“瞧，这些座椅将要发往法国图卢兹的空客组装线，那边
的货箱则是要发往美国西雅图的波音组装线……”在湖北襄
阳市樊城区航空航天工业园的湖北航宇嘉泰飞机设备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公司总经理王廷江自豪地对记者说。

“民航座椅研制要求非常严格。”王廷江说，是军用飞机弹
射座椅的“背景”，让他们有了研制民用航空座椅等装备的底
气。他们公司已经进入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采购链。这一
把把稳坐国际市场的椅子，是襄阳军民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襄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 60 年代，襄阳被列
为国家“三线”建设区域，一大批军工企业汇聚于此。随着时代
的发展，曾经是地方经济“发动机”的军工企业，一度举步维艰。

“欲求新，则求变。”襄阳市国防科工办副主任蔡永忠说，
为了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深度融合发展，襄阳将军民融
合列为该市全面创新改革清单之一，对军民融合企业专利转
让、兼并重组、企业成长、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给予务实的政策
扶持：对军工企业搬迁改造和转型升级实行“一事一议”等。

一系列真招实招，打通军民融合“经脉”，推动形成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格局。近年来，襄阳的
军工企业科研机构年均完成军、
民品研发项目 200 多个，申报专
利 700 余项。

已建成投产并不断完善的航
空航天产业园，是承接军民融合

产业的主阵地之一。这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有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新兴重工 3611 厂、中国人民解放军
5713 厂、中国铁路重工中铁十一局等军企、央企 10 余家。园
区去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153 亿元，同比增长 13%。

记者在襄阳，强烈感受到“军转民”“民参军”的历史足
印和新型工业的铿锵脚步。不少类似航宇嘉泰这样脱胎于
老军工的新兴企业快速成长，越来越多先进技术走出实验
室，惠及社会。去年，襄阳市军民融合产值达到 650 亿元。一
度困难重重的军工产业如今在襄阳市成了活力澎湃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

“对企业的一些好想法，地方政府都会想方设法支持。”
襄阳航空航天工业园办公室副主任宁满栋说，该市建立了
军(工)地(方)高峰会晤机制，主动为军工企业解决生产经
营中的各种问题。据了解，几年来，襄阳市先后与中航工业、
中国兵器、中国兵装、航天科工等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资金 300 亿元以上。

(记者侯文坤)据新华社武汉 8 月 21 日电

中 国 和 萨 尔 瓦 多 建 交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刘华)国务委员兼外交部

长王毅同萨尔瓦多共和国外长卡斯塔内达 21 日在北京举行
会谈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萨尔瓦多共和国关于建立外
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主要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萨尔瓦多共和国，根据两国人民的利
益和愿望，兹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
外交关系。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

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友
好关系。

萨尔瓦多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萨尔瓦多共和国政府即日断绝
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
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萨尔瓦多
共和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表示赞赏。 【相关报道见 5 版】

三大航运中心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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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核心港阳逻港(8 月 13 日无人机拍摄)。
近年来，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大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推动长江
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世界机器人大会新观察

（ 3 版）

▲三名少年在
2018 世界机器人
大会体验编程机器
人（8 月 15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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