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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河北省相关部门对华电
石家庄热电厂十五、十六号机组关停拆
除进行了核查确认，每年可减少燃煤 12
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3758吨。

7 月 14 日，河北邢台市沙河工业区
一座连着3条格法玻璃生产线的烟囱在
爆破声中轰然倒下。当天，沙河市一次性
炸毁了10座玻璃生产企业的烟囱。

2 月 23 日，河北邯郸市武安市烘熔
钢铁有限公司厂区内，一座 420 立方米
高炉在切割机的轰鸣声中开始拆除。当
天，邯郸市集中拆除了武安 6 家钢铁企
业8座炼铁高炉。

⋯⋯
这是河北省淘汰落后产能，铁腕治

霾的铿锵步伐。
长期以来，河北省产业结构以重化

工业为主，钢铁产量全国第一，水泥产量
全国第二。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对于资源
的依赖严重，在生产出大量钢铁、水泥的
同时，也消耗着巨大的能源，造成了河北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巨大。从石家庄到邢
台，从唐山到廊坊，环保部发布的空气质
量相对较差的前10位城市中，河北长期
占据了 6 至 7 个席位，严重的雾霾成了
人们的心头之痛。

必须向落后产能“开刀”，京津冀做
出了同样的选择。

10 月 30 日，北京市经信委表示，北
京市已累计关停退出污染企业 663 家。
去年 11 月和今年 2 月，河北省集中开展
了两个批次的化解钢铁产能“周日行
动”，共压减炼铁产能1127万吨、炼钢产
能 829 万吨，并以廊坊市为重点开展了

“环首都圈”水泥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集中
行动，以石家庄市为重点开展了“环省会
圈”水泥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集中行动，共
压减水泥产能2800多万吨。

“第二次‘周日行动’拆除的设备中，
不属于落后产能的转炉 3 座、400 立方
米以上高炉7座。”河北省发改委纪检组

长刘海生特别提醒《经济日报》记者，这
是河北向全省钢铁企业释放的进一步淘
汰过剩产能的强烈信号。

然而，淘汰落后产能绝非易事。削
减产能，首当其冲的是下岗人员如何安
置？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到 2017
年，河北将压减6000万吨钢铁。这意味
着几十万名直接间接就业人员需要妥善
安置，每年需支付社保资金上百亿元。

为 了“ 脱 胎 换 骨”，不 惜“ 伤 筋 动
骨”。如今，京津冀已下定决心，对过剩
产能坚决说“不”。河北提出：哪怕牺牲
一段时间的GDP和财政收入，也要只争
朝夕打赢这场环境治理的攻坚战。北京
提出，到 2016 年底，将全部关停退出
1200 家工业污染企业。天津提出，到
2017年，将钢铁产能控制在2000万吨，
水泥熟料产能控制在500万吨。

“壮士断腕”还需“接骨重生”，有退
有进才能实现产业结构的有序调整。河
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表示，调结构是唯一
出路，必须坚持有增有减、有进有退、增
减结合、进退并举，提出要把污染危机变
成发展商机，从污染产业大省转向环保
产业强省。

在京津冀采访过程中，记者切实感
受到各地在淘汰落后产能上“退”得有
力，在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新兴产业上也

“进”得有方；落后产能砍下去，替代产业
扶起来。

天津搭建起“节能环保技术超市”，
提供技术、产品、咨询、设计、监测一体化
服务，目前在“美丽天津一号工程”实施
过程中已采用了上千项最新的环保科技
成果。河北在全省范围开展“扶助小微、
转型成长”专项行动，截至目前，服务企
业2300余家。

通过发展节能环保产业、高技术产
业等替代产业，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
不断得到优化。河北工信厅副厅长周军
堂告诉记者，今年 1 至 8 月，河北产业结
构呈现“一降两升”趋势：重工业占比下
降，比同期下降 1.5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
业支撑作用增强，增加值同比提高 1.7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稳步提升，增加
值同比增长11.8%。

勇于向落后产能“开刀”
本报记者 刘松柏 杜 铭 鲍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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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体外诊断试剂生产在河北省尚
属首家；优生优育检测试剂盒可一次性
检测风疹、巨细胞、弓形体等 5 项指标，
国内首创；传染病、早孕、排卵检测试剂
已得到欧盟 CE 认证⋯⋯跨界四五年,
叶金保带领他的企业已经创造了多个国
内首位。

叶金保原是迁安市联钢金丰钢铁有
限公司的负责人，2000 年以来，凭借河
北迁安丰富的铁矿资源，从事钢铁生产
加工，赚得盆满钵满。但随着国际金融
危机的到来，钢铁行业的形势急转直下，
产能过剩、环保形势严峻。钢铁行业的
高耗能、高污染,让叶金保意识到往前走
的空间越来越小，改行的想法由此萌

生。“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另辟蹊径。”他
心里琢磨着。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叶金保决定
在国家大力支持的生物技术领域一展身
手。他利用之前从钢铁行业赚得的积
蓄，创办了英诺特(唐山)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投资 1 亿多元在北京成立了研发
中心，并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合
作，着手生物诊断试剂的研发。

经过数年的培育，英诺特公司已初具
规模，以优生优育诊断试剂等检测试剂为
主，建造了多条研发生产线，目前已完成
了20多项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有5项科研
成果通过中试，实现了由钢铁初级产品生
产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成功转型。

“钢老板”的转型之旅
本报记者 刘松柏

天津市河西区通过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的网格化管理，空气质量逐步改善，各项环境
指标稳步提高。目前，该区空气质量已名列全市前 3 名。图为天津市河西区网格指挥
中心。 本报记者 杜 铭摄

新华社齐齐哈尔 11 月 4 日
电 （记者王君宝） 由中宣部
指导，光明日报社、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伦理学会共同主办的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八
场，11 月 4 日在黑龙江省齐齐
哈尔市举行。

“甲午战争是朝廷的战争，
败在一个私字，私则弱，弱则
败；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
胜在一个公字，公则强，强则
胜。”著名军事专家、海洋安全
与合作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
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戴旭在当
日作题为《锻造中华民族的精
神品格》的演讲，并与现场观众
和网友进行了互动。

演讲中，戴旭从历史角度
出发，深入分析了甲午战争失
败和抗日战争胜利原因，讲述
了中华民族精神所在，从深层
次挖掘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具体内容。

他认为，这两场战争所包
含的历史秘密，不仅是解开今
日中国诸多现实疑问的钥匙，
也是我们能否真正树立道路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而
坚定实现中国梦的关键。

戴旭表示，从二万五千里
长征到伟大的抗美援朝，从“两
弹一星”到大庆油田、红旗渠，
贯穿于新中国历史中的民族精神，是共同的爱国主义
和英雄主义。

最后，戴旭强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时代使命。
“我们责无旁贷，只有竭尽心力，打赢新时代的新战争，
为先辈们的中国梦守灵，为今天的中国梦护航，为后人
的中国梦守望！”

本次活动由光明网和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齐齐
哈尔大学共同承办。齐齐哈尔市直及各县（市）区机关
干部、大学师生、驻地部队官兵800余人现场聆听了讲
座，齐齐哈尔 16 个县区村镇 3000 余名人员在分会场
收看演讲。光明网进行了现场视频直播。演讲引起广泛
共鸣，全国453万网友收看了节目，41.1万网友通过微
博、论坛等参与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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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巨大的增长空间孕育着世界最大市场。近年来，

我国工业机器人每年新增装机量以 30%的速度迅猛
增长。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发布的工业机器人市场统
计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市场销售工业机器人近 3.7
万台，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以我国 1 亿制造业产
业工人总数计算，预计到 2020 年，达到目前世界发达
国家机器人装机密度中等水平（意大利150台/万人），
中国需增加机器人装机量 130 万台；预计到 2030 年，
达到目前世界发达国家机器人装机密度先进水平（德
国250台/万人），中国需增加机器人装机量250万台。

面对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机器人身上的“担子”更
加重了。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蔡鹤皋所说，“外国几家大
的机器人企业，像库卡、ABB、安川都跑到中国来，在上
海、成都、沈阳、北京等地建厂。他们已经发现，要用廉价
产品来和中国企业竞争，就必须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就地
生产，减少远途运输成本。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机器人市场
拱手让给外国人，要发展自己的工业技术产业，用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机器人占领中国市场。”

紧抓发展机遇

目前，我国工业机器人及系统集成产业初具规
模，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工业机器人整机生产能力。同
时，我国也初步形成了工业机器人伺服电机、减速器、
伺服驱动器、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产业链。

为了让机器人发展更有后劲，我国建立了一批国
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等研发基地，培养了一大批长期从事相关技
术研究开发工作的高技术人才，为我国机器人技术的
研究及产业化提供了有力保障。目前，我国着眼国际
制高点的新一代机器人技术已经实施布局，在仿生机
器人（如拟人、四足机器人）及新机构、环境感知、智能
控制、生肌电融合、人机合作等单元技术方面，都取得
了多项创新成果。

据了解，下一步我国还将从市场导向的系统集成
及产业发展着手，促进机器人与大数据、移动通信等
跨领域技术融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与机器人产业相
结合的契机，以服务为导向，构建基于服务创新的机
器人产业体系。我国将继续加强新型机器人整机集
成技术能力，驱动器、电机、伺服系统、减速器等关键
部件的发展将在继续支持攻关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
际资源，通过并购合作的方式，实现关键零部件产品
的升级跨越，以支撑机器人整机发展。

我国还将通过改革，进一步加强机器人科技政策
与经济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的衔接。比如，研究
相关优惠政策，降低企业创新成本，鼓励使用国产机
器人并给予适当补贴；促进机器人在科研、养老、医
疗、安全等领域的应用；引导政府资金与民间资本向
机器人产业倾斜，支持机器人企业境内外上市融资。

（上接第一版）2013年，东风自主品牌汽车
销量达到 127.1 万辆，自主品牌产销增幅
连续多年高于行业水平。其中，东风自主
品牌商用车产销量稳居世界第一。

国际化发展构筑新格局。本世纪初，
东风以大规模的对外合资合作，构建了企
业发展的大格局。10年来，东风着眼于国
际化发展，坚持“走出去”战略，“以我为
主”地不断推动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深
化升级，与日产、PSA、本田、起亚、沃尔
沃、雷诺、格特拉克、史密斯、瑞典 T 公司
展开了合资、参股、控股、并购等不同形式
的合作，开创了中国汽车企业国际化发展
的新格局。

事业布局建立新架构。随着产销规
模的不断扩大，东风事业立足湖北，面向
全国，走向世界。十堰、武汉、襄阳、广州4
大基地取得长足发展，郑州、盐城两大基
地快速崛起，杭州、柳州、重庆、常州等地
事业蒸蒸日上。目前，东风公司在国内已
形成“4+2+4”为主体、布点全国近30个城
市的新格局；在海外确立了拉美、东南亚、
俄罗斯、中东等四个战略性市场，先后建
立多家 KD（散件组装）和 CKD（全散件组
装）工厂，以及营销和服务机构。

“马灯”之火，势已燎原。“东风目前的
发展格局，确实是当初老一代创业者没有
想到的，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十几年前也
没有想到。”东风汽车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徐平感慨地说。

实力的不断跃升，也助推了东风的品
牌价值成长。今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发
布的2014年世界企业500强排行榜中，东
风公司排名第一百一十三位，较上年上升
33 位 。 而 世 界 权 威 品 牌 顾 问 公 司
Brand Finance发布的2014年全球企业
500 强品牌榜单中，东风成为惟一登榜的
中国汽车品牌。

改革与创新同行

“东风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当然
离不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个大的
环境。”但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朱福寿认为，更关键的原因是，“东风敢
于改革，勇于创新。”

回顾东风过去的创业和发展历程，东
风人将之分为4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是艰苦创业时期（1969年至
1980年）。当时全国各地的人才汇聚在十
堰这个鄂西北小镇上，靠人肩扛，自主设
计，在深山里建起一间间工厂，终于实现

“东风”2.5吨、3.5吨越野车投产。
第二阶段是快速成长时期（1981年至

1993 年）。尽管受国内经济环境制约，汽
车市场出现了滞销局面，但企业积极应
对，1981 年就销售整车 39028 辆、散装车

1525 辆，实现利润 1.2677 亿元。同期，还
成立了技术中心，形成了“大集中、小分
散”的产品开发新格局。

第三阶段是改革调整时期（1994年到
2000 年）。由于在卡车领域，产品没有及
时跟随市场转型升级；在轿车领域，神龙
公司中法双方又还处于艰难磨合之中，东
风一度面临发不出工资的困局。但穷则
思变，东风大胆推行改革，构建新的三层
次公司化管理体制，开始从管理一个工厂
向管理一个公司跨越。

第四阶段是开放合作时期（2001年至
2012 年）。尽管面临种种质疑和反对，东
风锐意进取的改革脚步没有停止。2003
年6月，东风和日产成功联姻，建立了迄今
为止仍属国内规模最大的合资公司——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同年 9 月 28 日，东风
汽车公司总部迁往武汉市，为公司更有效
实施集团管理、谋求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这期间，东风还与日本本田、韩国
起亚合资，升格了与 PSA 的合作关系，并
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为公司提供了国
际化的融资和发展平台。

“现在我们正处于协同发展时期。”朱
福寿说，“但无论是哪一个时期，改革创新
始终是东风发展的一条主线。”正是依靠
改革创新，东风才能创造出全国多个“率
先”。东风在全国率先实行“双全”制度，
即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基础的全面技术经
济效益承包责任制；率先推行“以全面质
量管理为基础、以全面技术进步为核心、
以全面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三全面”分层
经营承包责任制；率先推行“厂长负责
制”；率先建立“规范母子公司体制投资决
策、资产经营功能与生产经营功能分离”
的3项制度改革。

正是依靠改革创新，东风才能不断刷
新“东风速度”。10月16日，在神龙第四工
厂奠基仪式上，成都市副市长苟正礼表示，

“这个总投资123亿元的项目，从双方签署
合作协议到开工奠基，仅仅只用了3个月时
间，充分体现了东风汽车公司的高效。”

正是依靠改革创新，东风才能从一家
老国企变成“新国企”。在实现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的同时，东风通过多种途径完善
产权结构。目前，东风公司国有资产占
45.2%，公众资产占 19.9%，外资占 31.8%，
其他资产占3.1%，成为一个既有国有资本
又有民营资本、既有海外资本又有社会资
本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向着梦想进发

每个人心目中的东风未必相同，但东
风带给人们的振奋却是共同的。

在东风技术中心样车试制部，一辆
SUV 引发了记者的兴趣。“这就是我们的
AX7，也是东风风神品牌首款SUV。”东风
汽车公司技术中心电子电器部智能信息
技术室主任李凯介绍说,该款车型不仅配
置了高分辨率的 9 英寸触摸屏，而且搭载
了东风自主研发的 WIND LINK。“人机
交互界面，可以通过有线与无线两种方式
实现手机车机的双屏互联。”

据了解，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每年
通过电子智能化概念样车项目搭载行业
前沿技术，按照乘用车开发流程进行装车
和验证，最终通过用户体验调查以及试乘
试驾，研讨新技术是否会被用户接受。不
仅如此，东风还将自动驾驶技术纳入到预
研规划中，目前已进入到利用高精度雷达
技术实现自适应巡航的第二阶段。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东风公司给人印
象是甚为低调。“但低调并不意味着没有
作为，我们只是想把产品做得扎实，再扎
实些。”东风公司新能源汽车事业平台总
监黄兆勤告诉记者，早在 1997 年，东风公
司即开始开发新能源汽车技术，主要是纯
电动中巴车，燃料电池中巴车以及纯电动
轿车。2001年，东风专门成立了汽车行业
第一个电动车公司，目前已开发出 E30、
A60—EV、S30—PHEV等车型。

面对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和全球汽
车产品智能化、环保化和个性化等发展新
趋势，东风汽车也在加快创新步伐，以抢
占产业制高点。不过，和所有汽车企业一
样，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围
绕东风的挑战也无处不在。但朱福寿坦
言，东风人不惧挑战，正在以开放的心态
更加积极应对这种变化，“因为东风是一
个有着梦想的企业。”

东风的梦想是什么？“最早就是多造好
车，产业报国。”朱福寿解释说，“新一届党
中央及领导同志提出了中国梦，现在对于
东风而言，就是实现‘三个东风’，一是永续
发展的百年东风，二是面向世界的国际化
的东风，三是在开放中自主发展的东风。”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今天的东风，正如其位于武汉的总部大楼造
型一样，以航母般的自信加速向梦想进发。

﹃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

﹄
第八场在齐齐哈尔举行

改革创新看改革创新看““东风东风””
本报乌鲁木齐 11 月 4 日电 记

者吴佳佳报道：2014年全国卫生计生
系统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4日召开。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
斌说，卫生计生援疆工作要立足新疆
实际，以规划为抓手、人才为重点、改
革为动力，切实发挥对口支援省市、卫
计委直属单位和联系单位的作用，采
取政策、项目等综合措施，全面提升新
疆卫生计生事业自我发展能力。

李斌说，继续将卫生计生建设项
目作为“十三五”对口支援规划重点，
进一步改善新疆农牧区医疗设施条
件，健全南疆 4 地州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团场基层医疗卫生和计生服务体
系；坚持人才援疆，在新疆实施全科医
生特设岗位计划，有计划地选派更多
卫生技术人员开展为期半年或一年的
援疆服务，在南疆 4 地州率先探索建
立具有行业特点和医务人员技术劳务
价值的人事薪酬制度。

李斌还要求，坚持基本国策，实施
“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农村计划生育
特殊奖励政策和农牧民生殖健康项
目，切实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此外，李斌表示，要积极扶持新疆
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加强县级民
族医院标准化建设和专科(专病)能力
建设，将符合条件的新疆地产国药准
字民族药逐步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坚
持惠民利民，继续实施重大公共卫生
项目，加强传染病、地方病防治工作，
建立对口援疆医疗服务队，进一步加
强医疗援疆工作，提升各族群众健康
水平。

据悉，2010 年以来，中央安排财
政专项资金 189 亿元人民币，重点支
持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进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加强计划生育各
项重点工作。国家卫生计生委协调安
排 19 个委预算单位和医疗卫生单位
建立了21个对口支援关系，实现对口
支援工作的全覆盖。

2010 年以来，19 个对口支援省
(市)实施卫生援疆专项规划项目 299
个，落实资金 35 亿元人民币，支持新
疆卫生计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医疗
设备购置、卫生计生人才培养、卫生信
息化建设等。

国家卫计委：

继续加强医疗援疆工作

提升各族群众健康水平

国家卫计委：

继续加强医疗援疆工作

提升各族群众健康水平

本报上海 11 月 4 日电 记者沈则瑾报道：亚洲唯
一的公务、工作船舶及其配套展上海国际商用及公务
船舶展览会，今天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12个国家和
地区的68家专业参展商携120余个知名品牌参展，展
示了世界前沿的船舶技术。

“十二五”规划强调，增强我国综合制海能力，既要
体现在跨越提升和发展我国的海军装备和技术，也要
体现在大力强化和发展我国海洋维权执法能力。预计
今明两年，公务船市场需求将同比增长20%至30%。

上海举办国际商用及公务船舶展览会

中国制造迎接机器人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