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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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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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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作风挫伤了我们干事的积极性，基层
干部最希望得到信任。”这是一位在乡镇工作的
干部说起的话题。

话题是从接待上级干部引起的。基层同志
经常需要接待来自上级的检查指导和考察考
核。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站在不
同角度，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基层干部非常愿意
得到上级指导，但又非常害怕“官僚主义”的瞎指
挥。从县乡干部的角度看，官僚作风主要表现在
这几个方面。

首先是指导工作指手画脚。有些同志下乡，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喜欢对着山水指手画脚，想
到哪里说到哪里。下车伊始，不问民情，不看历
史，指着一片平地，就说这里可以发展多少亩种
植基地；看到一片山坡，就说那里可以栽多少亩
经济林；看到卖不出去的农产品，就说可以建一

个加工厂。甚至有些干部，是从“好看”的角度来
规划地方发展，按照“视线经济”的要求，让看得
见的地方先发生变化。这样的“规划指导”，让基
层干部哭笑不得，“落实”也不是，不听也不行，左
右为难。

其次是听取意见心不在焉。基层干部对上
级同志心存敬畏，希望能多说说自己的感受，多
谈谈当地的情况。但是，有些干部下基层，总有
一种优越感，“相府的丫鬟八品官”，只喜欢一个
人“作指示”。基层干部介绍情况，他们感到“多
余”；基层干部谈到困难，他们觉得“琐碎”；基层
干部反映问题，他们认为是“推诿”。基层干部的
意见听不进去，民情不能上达，这样制定政策就
容易“走样”，落实起来必然困难。

第三是政策措施朝令夕改。有的基层干部
说，我们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干了半天不算数。一

些地方的政策举措，定的时候太任性，改的时候又
太随意。比如，春天布置乡村种什么树，提出奖补
政策，动员农民出力。到了秋后，农民辛辛苦苦等
收成，上级的奖惩方式却变了。“举措”稍稍有一点
变化，基层干部就需要耗费好多精力去向群众解
释说明，有些甚至要很多年才能消化“怨气”。政
策举措朝令夕改，让基层干部受“夹板气”，两头不
落好，而制定措施的人已拍拍屁股走人了。

官僚作风危害很大。这种作风不仅了解不
到实际情况，还可能给基层带来伤害。在自己生
活的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来，给生养自己的土地
带来变化，是大多数基层干部的心愿，也是他们
人生价值的体现。而官僚作风完全不顾他们的
意愿，不听他们的想法，这就深深伤害了他们的
情感，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这种作风最终将会
伤及地区发展，伤害我们的建设事业。

别让官僚作风挫伤信心
——说说基层干部的烦心事（中）

魏永刚

华为公司研发的 3GPP 5G 预商用系统获
得“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奖”；大亚湾中微子

“第三种振荡”科研成果入选《科学》杂志年度全
球十大科学突破，青年科学家王俊入选《自然》杂
志年度全球科学界十大人物……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在创新发展的新时代，深圳在5G技术、石墨

烯太赫兹芯片、3D显示、新能源汽车、特种计算
机、柔性显示等多个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处于世
界前沿，正从应用技术创新向基础技术、核心技
术、前沿技术创新转变，从跟随模仿式创新向源
头创新、引领式创新跃升，加快向全球科技创新
高地迈进。

“六个90%”成就中国“硅谷”

平均每天诞生46件发明专利，平均每63人
拥有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被海外媒体誉为
中国的“硅谷”。

创新最深沉的动力来自于企业。科技创新
重镇——南山区总结出了“六个 90%”的数据：
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地企业、90%的研发人员
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
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
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

站在深圳湾创业广场，可以看到已成为地标
建筑的腾讯、百度大楼，周边还有产业园、众创空
间、孵化器，也有环境幽雅的生活与休闲空间，年轻
的创业团队们在这里努力，为梦想拼搏。在这些
创新团队中，短短3年里就有5个公司成功上市。

统计显示，目前深圳科技型企业超过 3 万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8037家，形成了
强大的梯次型创新企业群，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
际竞争的先锋队。

2016 年 ，深 圳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实 现 产 值
19222.06 亿元，同比增长 11.13%，实现增加值
6560.02亿元，同比增长12.18%；2017年1月至

9月，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14857.43亿元，同
比增长11.49%，实现增加值5017.58亿元，同比
增长12.75%。

2009年起，深圳先后出台七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规划及配套政策，不断培育和催生新兴业
态；2013年出台未来产业发展政策，提前布局生
命健康、海洋经济、航空航天、智能装备、机器人、
可穿戴设备等未来产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主动淘汰和转型低端落后产业，实现了结构
性改革的超前引领。

瞄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纵观全球，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周期越来越
短，界限日趋模糊，一批重大基础研究的突破正
催生颠覆性技术，引发经济格局和产业分工的深
刻调整。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
“深圳始终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正
在建设一批开放式的重大科技设施、创新载体和
服务平台，立足源头创新，力争为产业发展提供
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提
升核心技术研发与基础科技创新能力，将是未来
培育可持续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向。”

（下转第二版）

从跟随模仿式创新向源头创新、引领式创新跃升——

深圳迈向全球科技创新高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任美雄，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顺宁镇白草台
村党支部书记。当经济日报记者见到他时，他正
用自家大棚种植的草莓热情地招待朋友。“草莓
已经卖了4万多元，那边棚里的小瓜上市后，一
个棚卖5万多元不成问题，家里7个棚，纯收入能
有三四十万元。”任美雄笑着说，“刚种大棚那会
儿，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前景，好多村民买了
房、给娃买了车，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行走在延安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很多人都像
任美雄一样，跟记者笑着讲述他们的生活。他们
热爱这片土地，以满腔的热情和勤劳的双手建设
着这片土地，从中收获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许你一座新城

站在新区贵人茆观景台上，91 岁的老八路
马华堂的脸上露出微笑。望着眼前美丽的新家

园连连说道：“延安人民有福气，几辈子都没有住
过平原，新区把楼盖得这么好，我有幸多活上几
年，在平原住上3天都高兴。”

延安城区被清凉山、凤凰山、宝塔山包围，又
被延河、南川河分割，虽然几经变迁、数易芳颜，
城市建设却始终没能跳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的
困厄，延安人的生活也始终只能在河谷地带徘
徊。狭窄的空间限制了发展的可能，到了 2011
年，延安城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容纳1.4万人口，与
全国一线城市持平，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保护老
城区革命旧址、改善市民居住环境成了当务之
急、重中之重。

没有现成的土地，怎么办？那就平山填沟，
上山建城。从来不缺少精神的延安要做现代“愚
公”，用5到10年的时间，许延安人民一座新城。

据延安市新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副书记曹

咏云介绍，自2012年破土动工以来，5年的时间
内，新区完成造地16平方公里，土方量约5.7亿
立方米，其中，挖方3.1亿立方米、填方2.6亿立方
米。“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成功实施了世界上湿陷
性黄土地区规模最大、情况最为复杂的岩土工
程。”曹咏云告诉记者，新区邀请国内岩土工程、
水文地理、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权威专家“会诊把
脉”，通过疏导排泄地下水、分层碾压夯实等措施
解决了填土沉降问题，又遵循先建挖方区、填方
区先搞绿化、沉降稳定后再建的原则，保证了场
地和城市的安全。

也是从新区建设那天开始，马华堂老人每隔
一两年都会上来看一看，有时候家人陪着，有时
候一个人坐公交车来。他目睹着新区一年一年
地变了样。一栋栋新房子拔地而起，周围还配套
上了休闲、运动、购物的地方； （下转第二版）

红火火的日子美滋滋地过
——“用延安精神建设新延安”调研记之二

本报记者 牛 瑾 李丹丹

以和代战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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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越来越多的人看好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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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1月29日电 记者刘
成今日从中车四方股份公司获悉：该
公司为香港市区线研制的首列地铁列
车日前运抵香港，这标志着国内最大
地铁车辆项目完成首次交付。最快今
年年底，“中车四方造”地铁新车将在
香港开跑。

据介绍，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为香
港市区线制造的新列车被称为愿景列
车“Q-Train”，将取代在香港市区线
使用多年的英制列车“M-Train”。
新列车采用国际先进标准设计制造，
拥有优异的安全性、可靠性和舒适

性。采用八辆编组，最高运行时速80
公里，最大载客量超过 3000 人。车
辆执行国际最新、最严格的防火设计，
是目前国际上防火标准最高的地铁车
辆。车体和转向架同时满足欧洲和英
国双重严苛标准，整车使用寿命可达
40 年，比普通地铁长 10 年。各重要
系统采用双重冗余设计，可避免因单
点故障影响车辆运营。此外，列车还
配备先进运作系统及多项新设备，包
括新一代的照明系统、动态路线图、榄
形扶手，并可配合将来香港市区线路
的新信号。

国内最大地铁车辆项目完成首次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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