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北京市 GDP 增速与国家的
同步性越来越强，服务业主导、消费主导特
征更加凸显，实体经济高端化趋势明显，科
技创新对经济贡献越来越大。”提到北京市
经济发展，在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
民经济综合处工作的赵茜感触很深。

赵茜告诉记者，自己平常负责监测行
业产业数据，从日常跟踪的行业和企业情
况看，当前北京经济亮点主要体现在 3 个
方面。

首先，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
济增势良好。从增速上看，今年1月份至8
月份，北京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分别增长 17.1%和 11.9%，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分别增长 20.2%和 19.1%。从发
展质量效益上看，规模以上工业全员劳动
生产率达 43.9 万元/人、比上年同期提高
6.1 万元/人，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
耗同比下降6.2%。

其次，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现代服务
业支撑有力。近年来，北京加快落实国家

金融业开放政策，万事达、VISA 两大银行
卡清算业务在北京落户，益博睿征信正式
开业，标普、穆迪、惠誉 3 大评级机构相继
在北京新设外商投资法人单位，优质金融
企业的发展和布局有效带动更多优质资源
配置到高精尖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引领
北京产业的全面更新与提升。

再次，创新创业环境持续优化。从北
京自身禀赋看，丰富的科技智力资源是首
都发展的优势所在，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近年来，北京全力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创新创业环境持续优化，在北京双创示范
基地达20个，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通
过深化科技金融创新，中关村培育聚集超
过1500家金融科技企业，活跃在中关村的
天使投资人超过1万人，占全国的80%。

“今年以来，在外部形势复杂严峻、减
量发展纵深推进、结构调整持续加力的形
势下，北京市依托科技和人才优势，聚焦重
点、精准施策，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升，高
质量发展起步良好。”赵茜说。

内蒙古通辽市是全国蒙古族人口居住
最集中的地区，地处北纬 42 度左右的世
界优质养牛带、黄金玉米带上。“我搞经
济统计 20 多年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县
里到市里，最大的感受就是产业链条不断
延伸。”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统计局副局
长曹俊卿看形势论走势最“接地气”。

曹俊卿说：“内蒙古经济增速曾经
高速增长，但内蒙古也存在工业中‘一煤
独大’、种植业中‘一米 （玉米） 独大’、
养殖业中‘一羊独大’等结构不合理问
题。在通辽，产业链条的延长有效优化了
经济结构。”

“目前，通辽市已经从卖煤、卖粮、
卖羊等传统产业延伸出新的产业链条。”
曹俊卿介绍，通辽煤炭产业已延伸为“煤
—电—铝”产业链，经过铝锭、铝棒、铝
箔，终端做到铝轮毂。玉米加工转化的比
例日益增大，由最初饲料、酿酒转化到调
味品、氨基酸、食品添加剂和医药中
间体。

去年，通辽市提出“减羊增牛控猪”计
划，既保护了草原生态，也提高了养殖效
益。“我联系的扶贫点——科左后旗八嘎塔
拉苏木布日敦嘎查，如今也气象一新。”曹
俊卿说，虽然那里是半农半牧地区，但多数
人家都开始把养猪的精力投入到养牛上
来。若不是几个贫困户新上了养猪脱贫项
目，养猪数量已保持不住去年规模。同时，
在压减养羊方面成绩很明显，去年全嘎查
养羊 8000 只，现在只保有 3000 只。前三
季度，全嘎查已经出栏肉牛 1100 头，达到
去年全年出栏规模。目前，农牧民养牛收
入人均近万元，极大地助力全嘎查完成增
收计划，以及贫困户脱贫问题。

“增长速度稳定、发展质量提升，既
体现在产业指标上，也体现在先行指标
上。前三季度，通辽市第三产业的增速超
过第二产业增速，粮食又获大丰收，三个
产业协调发展。同时，用电量指标增长
10%以上，货运量指标增长 8%左右，我
对当地经济发展有信心！”曹俊卿说。

“从企业的发展变化，我感受到了经济
转型升级步伐。”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开发区
域城镇经委主任孙海龙表示。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开发区域城镇是传
统工业重镇，机电泵业、耐火材料等是其优
势产业。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安
全生产的要求逐步趋严，域城镇经济发展
转型迫在眉睫。

孙海龙说：“我们在为企业服务中发
现，虽然不少企业经营压力不小，但能够紧
跟时代步伐，勇于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向高
端高质高效转型。”

孙海龙介绍，山东鲁桥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是域城镇耐火材料的标杆企
业。随着全球耐火材料行业标准不断提
高，加之该行业劳动强度大，人工成本
逐年增高。2017 年 6 月份，博山区委区
政府引进江苏银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搭建地区传统产业智能化发展平台。鲁
桥公司抓住机遇，主动与银蕨科技合作
攻坚，在短短 3 个月内实现了关键环节
技术突破。今年 2 月份，全国首条全数
字智能控制耐火砖成型生产线正式运
行；5 月 10 日，第二条线安装调试完成

投入生产。经过抽样计算，单条线连续
24 小时产量达到 14400 块，效率是原来
的 2.5 倍，操作工人数仅需原来的三分
之一，预计每条线每年可为企业增加利
润 100 余万元，真正实现了机器换人，
使传统耐材生产企业迈向高端化。

近年来，域城镇围绕“培育壮大主导产
业，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内促外引新兴产
业”这条发展主线，加大整合科技人才力
量、明确产业定位、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辖
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2018 年域城镇共
策划技改项目 40 余项，总投资达 133.7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41.22 亿元。重点推动
银蕨科技、鲁桥新材料、银仕来纺织等企业
实施“机器换人”工程，全力打造一批智慧
车间，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高质高效转
型。此外，通过整治低效企业、向存量要效
益，当地腾退了一批低效低产企业，以高标
准换进一批“高产鸟”。

孙海龙认为，面对新时代、新机遇、新
挑战，企业要坚持把改革、创新、开放作为
新旧动能转换的驱动力，破除陈旧观念，打
破条条框框，用新思维实现新突破。

文/韩文彬

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着一些
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党
中央连续出台一系列举措，推出了一批管
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有效推动了当地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振了经济高质量发
展信心。

“江苏徐州市铜山区过去是典型的资
源型发展区域，钢铁、焦化、水泥、电力4大
行业占全区经济的 21%，高能耗产业对环
境污染大，群众反映强烈。近年来，党中央
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环境保护
力度加大，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大
家普遍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江苏
省徐州市铜山区发展改革与经济委综合规
划科科长刘晶向记者介绍说，今年 1 月份
至 8 月份，铜山区共排查了“散乱污”企业
3548家，关闭取缔 2212家企业，同时着力
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通用设备制造
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应税销售
收入分别增长30%以上。

刘晶说，新理念带来新变化，推动新发
展。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不论是铜山区经
济工作参与者、企业经营者还是普通群众
都充分认识到，必须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
明建设相统一的绿色发展之路。

刘晶告诉记者，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
变的经济形势，徐州市铜山区却出现了两
种新情况：办理企业登记注册的人多了；开
发区企业用工供不应求。这些新情况的出
现，得益于党中央稳预期的系列举措。

“通过减费降税、审批制度改革，企业
降低了制度交易性成本、物流成本、用工成
本，有效激发了人们创业创新热情，民营企
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刘晶介绍说，
中央推动经济发展的组合拳直击难点和痛
点，非常接地气！

刘晶说，党中央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经济增速逐渐企稳，经济发展质量
和效益明显提升，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得以
巩固，这让基层经济工作者吃了一颗“定
心丸”。

“私家车、公交车、大客车，身边的新
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了。”湖北襄阳市统计局
工业能源科科长程力泽说，新能源汽车发
展速度真是太快了！

据了解，汽车产业占襄阳工业经济比
重接近 40%，襄阳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
于汽车产业。经过近几年努力，襄阳成为
国家新型工业化（新能源汽车）产业示范基
地，去年整车产量突破 3.2万辆，今年有望
突破 10 万辆。襄阳将全力打造“襄系”新
能源汽车品牌，力争到2021年形成100万
辆整车产能，冲刺千亿元级产业规模。

作为地方经济工作者，程力泽除了看
到了身边的变化，也看到了这些变化背后
的“数据”。

程力泽介绍，今年前三季度，襄阳市经
济运行主要指标稳中有升，转型升级加速
推进，内生动能不断增强。1 月份至 8 月
份，襄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襄阳市 39 个工业行业大类，31 个
行业产值实现增长。其中，汽车制造、农副
食品加工、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等 8 大行

业产值同比增长11.4%，保持两位数增长，
占襄阳市产值总量的75.1%。

此外，随着结构升级步伐加快，襄阳市
消费市场稳中有增。数据显示，1月份至8
月份，襄阳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50.5亿元，同比增长12.4%，总量和增幅
均居湖北省前列。

“其实，在消费方面还有不少亮点，文
化旅游就是其中之一。”程力泽举例说，8
月底，湖北新增 8 家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襄阳占2家。9月初，第九届襄阳诸葛亮文
化旅游节开幕，为期近1个月，先后举办了
F1 摩托艇世界锦标赛襄阳大奖赛、“智圣
杯”桥牌公开团体赛、2018 中国热气球俱
乐部联赛襄阳站、大型灯展、系列文艺汇演
等多项活动。国庆假期，襄阳市接待游客
403.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5%；旅游总收
入24.9亿元，同比增长19.6%。

“我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充足的政策工
具，再加之经济韧性好，消费市场潜力大，
襄阳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底气。”程力
泽说。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处赵茜：

科技创新贡献越来越大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统计局曹俊卿：

经济社会发展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陈 力

湖北省襄阳市统计局工业能源科程力泽：

文化旅游成为消费亮点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孙 婧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开发区域城镇经委孙海龙:

传统产业加快转型步伐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发展改革与经济委刘晶：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本报记者 蒋 波

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创新创业环境优化
——基层经济工作者眼中的经济形势

编者按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基层，是干事创业的大舞台，基层基础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

用。国家统计局10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改革开放力度明显加大。在基层经济

工作者眼中，党中央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地方经济增速逐渐企稳，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同时，传统产业加快

转型步伐，科技创新对经济贡献越来越大，企业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文化旅游消费亮点颇多，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10月18日，我国新建“北煤南运”运输大通道——蒙华铁路汉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蒙华铁路是世界

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和国内规模最大的运煤专线，属于国家重大能源通道工程。 金 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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