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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青岛，很多人会想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流行的“上（海）
青（岛）天（津）”一词，也有人会
想起上世纪 90 年代名噪一时的
海尔、海信、青啤、双星和澳柯玛
等“5 朵金花”。作为工业经济总
量稳居副省级城市第三位的青
岛，已实现了由老轻纺工业城市
向中国制造业名城和品牌之都
的战略转型。那么，在“中国制
造 2025”和“互联网+”的行动浪
潮中，青岛又进行了哪些探索和
实践？金秋时节，《经济日报》记
者来到青岛进行实地探访。

“各有各的招”

记者了解到，互联网工业如
今被青岛看做是决定城市工业
命运的“生死之战”。更为可贵
的是，青岛的企业主动作为，针
对自身的实际情况，选准不同的
切入点和突破口，探索互联网工
业发展的转型之路。

有的企业选择建设自动化
生产线或数字化车间。在青特
集团有限公司和青岛德盛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记者看到其生产
车间干净整洁，自动化控制和生
产系统已成功替代以前的人工
生产，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均显
著提高。这些新建的自动化生
产线，也为其赢得了奔驰戴姆勒
和宝马摩托等国际巨头的长期
订单。

有的企业选择建设智能工
厂或互联工厂。青岛森麒麟轮
胎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投入试
生产的生产一厂，其自动化和智
能化水平已成为行业标杆。据
总经理林奕龙介绍，这个工厂研
发、设计、工艺、制造、质控、物
流、管理等全过程均集成优化，
并实现了大数据驱动。正因如
此，青岛森麒麟才能在成立仅 6
年的时间，就跃居国内半钢子午
胎产销量的前 5名。

有的企业选择建设行业领
先的云制造服务平台，构建产业链上下游互联共享、协同创新
的新型产业生态体系。在三迪时空的 3D 智造云平台上，几乎
汇集了所有国内外的优秀 3D 打印设备、耗材及打印服务商和
设计师，已成为国内最大的 3D 打印线上云工厂和在线交易平
台。类似的平台，在青岛还有海尔的家电云制造服务平台、红
领的服装个性化定制平台、特锐德旗下特来电的新能源汽车智
能充电服务平台等等。这些平台基本都实现了产业链上下游
的信息交互和智能协作，具有大数据分析挖掘、用户个性化定
制、柔性生产和敏捷制造等特点。

在此基础上，有远见的企业已开始尝试提供行业整体的智
能工厂解决方案，向国家技术标准和行业大数据中心进军。在软
控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郑江家看来，必须用新工艺、新技术来解决
国内轮胎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青岛软控正积极打造智能
轮胎生产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和相关主管部门一起制定行业的技
术标准，以促进行业向绿色化、智能化和服务化转型升级。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认为，实体经济才是城
市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青岛已有的制造业优势永
远不能丢。在互联网时代，更要为制造业发展插上互联网的

“翅膀”，让它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率先走
在前列。 （下转第二版）

为外出打工开个证明，这事放在3年
前的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可能3天都
办不下来。“之前到镇政府办个事，要跑
13公里，转3趟车，有时候去三四次也见
不到人。”乐东县九所镇乐三村村民施国
虎谈起曾经的经历直摇头。

小到卫生环境、百姓办事，大到项
目落地、征地拆迁，3 年前，乐东百姓似
乎总有一肚子的“不满”：群体性事件频
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环境“脏乱
差”、经济发展止步不前⋯⋯

然而，近 3年来，乐东的变化让人惊
叹，甚至可以用“变迁”来形容。后进变先
进，乐东县是如何变身的？

环境美了 农村富了

“看到有垃圾的地方就知道是到乐
东了”，这是人们对过去乐东最深的印
象。如今，无论是县城还是乡村、大街还
是小巷，总是整洁有序、清爽宜人。

乐东自 2013年 1月起刮起“环卫风
暴”。对于环境整治运动，乐东人似乎
看惯了，不以为然地认为“一定是有大

领导来检查了”。
不过，这次“环卫风暴”的主角成了

乐东县机关干部。乐东县委书记林北
川在九所镇当了 7 天环卫工人，带头扫
了一星期马路。在乐东县首月环境卫
生评分排名中，林北川驻点负责的九所
镇垫底，为此，他还在县电视台作书面
检讨。

对于卫生环境整治这么认真的县
委书记，乐东百姓还是第一次遇见。林
北川对环境整治有着自己的看法：“卫
生环境代表着人的精神面貌，必须下大
力气解决。卫生环境治理难，罚款只会
激起群众的逆反情绪，我们采取的方法
是干部带头示范，坚决不罚款，让老百
姓不再乱扔垃圾，这才是治根的办法。”

说干就干，干就干好。林北川发动
全县干部扫大街，坚持一年多后，老百
姓都自觉保持卫生环境。“以前是垃圾
堵路，现在多干净啊，生活在这里很幸
福。”佛罗镇丹村村民石世姨告诉记者。

石世姨觉得生活很幸福，不仅仅是
因为卫生环境好了，还在于她口袋里的
钱多了。“以前这里的百姓很穷，种粮食

不赚钱，盖个新房都困难。”佛罗镇党委
书记孙贻良说。

在政府的引导下，丹村村民瞄准
规模高效农业，成立了哈密瓜专业合

作社，石世姨所在的乐东创新妇女哈
密瓜种植专业合作社有社员 336 人，
种植哈密瓜 2100 多亩，年人均收入近
2万元。 （下转第二版）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西藏这片神奇
的土地，从拉萨到林芝，从山南到日喀
则，看城市、访乡村、走企业、进农家，感
受西藏自治区成立 50 年来发生的巨
变，感受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
东风给这里带来的勃勃生机。

西藏的发展，离不开党中央和全
国人民的关怀和支持，也离不开西藏
各族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
提升自身的内生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各族群众的参与度和获得感，西藏的
发展前景将更加辉煌。西藏自治区党
委书记陈全国说：“当前，我们要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以庆祝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为契
机，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对口援藏省
市、中央企业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
下，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奋
发有为、扎实工作，努力建设美丽和
谐幸福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谱写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西藏篇章。”

依托资源优势，做强特色产业

西藏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其中
水 、 清 洁 能 源 、 矿 产 资 源 等 得 天 独
厚，地方文化各有特点，人文资源独
具特色。

仅以水资源为例。据统计，全区
水资源总量 4482 亿立方米(不含地下
水)，人均占有水量居全国首位。西藏
是我国冰川最多的省区，冰川面积约
占我国冰川总面积的一半。“西藏好
水，世界共享”，如今，西藏自治区获
得生产许可证的天然饮用水生产企业
有 28 家，建成生产线 30 多条，设计产
能突破 300万吨。

当 雄 县 ， 藏 语 意 为 “ 挑 选 的 草
场”，西藏冰川矿泉水 （5100） 的生产
基地就在这里。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
公司总经理姜小红说，他们 2005 年投

资建设，2006 年开始出产品，青藏铁
路通车给公司带来巨大机遇。目前，
该公司在全国有 4 大销售仓库。“截至
2014 年底，公司已投资 5.5 亿元，年
生产能力 50 万吨，目前产量 10 万吨。
今年准备开发一款中低端产品，目前
正在引入设备、开发瓶形等。”

西藏是片净土，无污染的水、土
壤、空气、森林、草场，独特的人文
环境，让这里的产品充满魅力。近年
来，拉萨大力发展净土健康产业，以
推进高原有机农牧业生产为基础，以
开发高原有机健康食品、高原有机生
命产品、高原道地保健药材、休闲养
生旅游和清洁能源为主体，以先进技
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为重点，以复
合多种独特资源，实现产业升级和效
益倍增为目标的地域型、复合型产业。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
书记齐扎拉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

“2013 年，我们提出发展拉萨净土健

康产业，发展‘8+1’产业，包括天然
饮用水、奶业、藏鸡等，探索一条适
合当地的发展路子，到 2016 年培育 20
家自主创新能力强、发展水平较高、
年销售收入超千亿元的龙头企业，净
土健康产业实现年产值 300 亿元。前 3
年做加法，后 3 年做减法，通过前期
市场检验，把那些附加值高的、老百
姓欢迎的产业做大做强。”

好山好水好空气，这是西藏产品
最大的亮点。但西藏人口少，市场容
量有限。要想发展和做强，只有不断
开拓全国市场。

采访中，企业反映制约产业发展的
最大瓶颈是运输。“走货运，运到成都每
吨要 950 元，运到深圳每吨货要 4 万多
元，这只是运费，加上上车费用、下车费
用等，实际成本高得多，每吨货每公里
运输成本至少在 4 毛钱左右。”西藏牦
牛王生态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蔡
元志说。 （下转第三版）

提 升 内 力 再 谱 华 章
—— 西 藏 纪 行 之 一

本报记者 张 磊 王 晋 李红光 代 玲

本报酒泉 10 月 7 日电 今天
12时 13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
1 组“吉林一号”商业卫星发射升
空。这标志着我国航天遥感应用领
域商业化、产业化发展迈出重要
一步。

“吉林一号”商业卫星组星包括
1 颗光学遥感卫星、2 颗视频卫星和
1 颗技术验证卫星。其中，吉林一
号光学 A 星是我国首颗自主研发
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光学成像卫
星，具备常规推扫、大角度侧摆、同
轨立体、多条带拼接等多种成像模
式，可为国土资源监测、土地测绘、
矿产资源开发、智慧城市建设、交通
设施监测、农业估产、林业资源普
查、生态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公共
应急卫生等领域提供遥感数据支
持。 （闻华）

图为“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

功将“吉林一号”商业卫星组星发射

升空。 赵 鹏摄

干 群 共 奏 和 谐 曲
——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变身记”

本报记者 何 伟

图为乐东县城乐祥路。根治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脏乱差”，如今的乐东县，无

论县城和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为工业插上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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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探索发展互联网工业调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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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有效投资“组合拳”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如何更好地运用优化投资结构、改革

投资体制、提高投资效率等措施，为稳增长创造更为有利的条
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现实题。要想破解这道难题，必须
以优化投资结构为突破口，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打好有
效投资的三套“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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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在美欧亚国家产生不同反响
美国、日本等 12 个国家结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谈判，达成基本协议。各国对协议产生的利弊影响反应不
一。在美国，该协议能否在美国国会顺利获得批准尚存挑战。
日本舆论看法喜忧参半，汽车、电子和机械等出口企业欢欣鼓
舞，农业组织则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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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线城市楼市何去何从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有了变化，特别是在一系列利好房地

产行业的政策出台之后，一些城市成交量和成交价格有了增
长。不过，三四线城市、县城仍旧延续了去年的低迷。三四线城
市的房地产市场现状究竟如何？未来的走向又将怎样？《经济日
报》记者近日前往唐山市调研采访，一探究竟。

““吉林一号吉林一号””商业卫星组星成功发射商业卫星组星成功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