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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北
唐山考察工作时，作出了“努力把唐
山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
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
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的重要指示；
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视察唐山，要求唐山按照“三个努
力建成”目标，再接再厉、不懈努力，
使这座英雄城市再创辉煌。作为渤
海之滨的工业老城、世界知名的钢铁
重镇、毗邻京津的区域中心城市，河
北唐山如何把握历史机遇，实现新旧
动能转换？

“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方位融入京津
冀协同发展大局，是解决唐山发展难
题的金钥匙。”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
委书记张古江说。

从背海到向海——
打造开放新高地

“日本松下集团在中国布局了近
百家企业，唐山松下是其中最优秀的
一家。”唐山松下产业机器人公司副总
经理陈颉说，2019年，他们开发出智能
焊接云管理系统，让每台焊接设备都

像手机一样，加入一张工业级的SIM
卡，从生产焊机到提供智能焊接解决
方案，这样的设备已经销往全国各地。

截至2019年底，已有来自东北
亚国家的75家外资企业落户唐山，
唐山已成为河北省日韩企业最大集
聚地。

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
最大的动能、最重要的路径是开放。
记者在唐山曹妃甸港口采访时看到，
一艘艘满载着货物的巨轮停靠在码
头，高大的吊装设备加紧卸货。2010
年以来，唐山港陆续开通国际航线
132条，通达世界190余个主要港口，
实现对中国沿海主要港口及日韩10
个基本港和日本 26个偏港的全覆
盖；先后开通20条集装箱班列，日韩
货物实现水铁联运，“日韩中蒙”过境
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

随着综合贸易大港潜能加速释
放，利用外资逐步成为唐山对外开放
的重要一环。10年来，唐山实际利用
外资由2010年的8.8亿美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18 亿美元，年均增长
8.3%，全市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38.1
亿美元。得益于区位优势，在唐山，
以日韩为主的东北亚外资企业增长

较快，爱信精机、住友建机等一批世
界500强企业纷纷入驻。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早在2
月份，位于唐山开平高新区的住友建
机(唐山)有限公司等日资企业就率先
复工复产。住友建机(唐山)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桥秀树认为，无论是营商环
境还是区位、资源、产业等方面，唐山
都颇具优势，“对唐山建成东北亚地
区合作经济窗口城市充满信心”。

截至目前，唐山已建成了高新区
日资装备制造产业园、开平高新区日
资产业园、曹妃甸中日韩循环示范基
地，借助外企的科技、产业、资本、市
场等优势，唐山培育形成了参与国际
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

从制造到智造——
由“重粗黑”变“轻精绿”

6月8日，由河钢集团唐钢公司自
主研发的捞渣机器人在该企业高强汽
车板5号镀锌线正式“上岗”。

“机器人不仅解放人力，提高工
作效率，更提升了产品质量稳定性。”
唐钢高强汽车板有限公司技术专家
谷田说，该机器人可实现5种捞渣模

式自由切换，机械手臂还可自动寻
找、更换空捞渣工具，实现无间断循
环倒渣，保持废渣斗的平整度。

唐钢公司是唐山钢铁行业数字
化转型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重要
的能源原材料基地，钢铁产业是唐山
的传统支柱产业。为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近10年来，唐山对传统产业坚
决去、主动调、加快转，环渤海地区新
型工业化基地日渐崛起。

记者从唐山市发改委了解到，
2013年以来，唐山累计化解炼钢产
能5689.8万吨、炼铁产能3280万吨，
钢铁冶炼企业由54家减少至30家。
虽然数量减少了，但通过产能压减，
唐山的钢铁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
2019 年唐山钢铁行业实现利润
380.4亿元，是2012年的17倍。

同时，为了优化产业布局，唐山
着力推进钢铁、重型装备制造、化工、
陶瓷等制造业向沿海地区聚集，打造
特色海洋产业集群。目前，唐钢、唐
银等钢铁企业向沿海搬迁减量置换
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主城区280家陶
瓷企业全部关停搬迁，生产力向沿海
布局取得重大进展。

（下转第二版）

河北唐山全方位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调旧育新齐发力 开放发展动能足

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科
学研判经济形势，聚焦下半年、着眼
中长期，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一系列
安排，“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是其中一项
明确要求。乘势而上，巩固扩大疫情
防控和经济恢复成果，努力弥补上半
年的损失，是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必
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这对于确保如期
完成各项既定目标任务、实现稳增长
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牢牢把握发展主
动权具有重大意义。

今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于这里交汇，两个

“五年规划”于这里交接，“全面小康
梦”于这里实现，“伟大复兴梦”于这
里续航。在这个特殊的年份，经济发
展任务本就繁重，难啃的“硬骨头”本
就不少，再加上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的严重冲击，我们面临的挑战超
过预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采取最全面、最严格、
最彻底的防控举措，以短暂的经济代
价换取化险为夷的战略主动，二季度
经济增长由负转正、逆势上扬，不断
释放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我们取得
的成绩好于预期。

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收获的信
心胜过黄金。事实证明，只要看得
清、走得稳，方向对、脚步实，信心在、
底气足，任何艰难险阻都吓不倒我
们，任何灾难危机都压不垮我们，这
是我们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做
好各项工作最宝贵的力量源泉。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
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
显增加。立足自身，我国疫情防控局

势平稳，但仍有局部零星个案，而且
发展中的不少短期问题与中长期问
题交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
突出。摆在面前的这张时代考卷难
度不小，要乘势而上继续取得扩大成
果的好成绩，我们必须有坚定的应考
目标、良好的应考心态、过硬的应考
能力，要站在高处看问题、通过全局
谋方略、立足全盘抓“妙方”。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我们
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
待困难、风险、挑战，积极引导全社
会特别是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信心，
抓住新机遇，壮大新动能；要聚焦常
态化疫情防控、脱贫攻坚、污染防
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点问题，
瞄准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战略、
扩大国内需求、新型城镇化建设等
关键问题，推动相关政策举措的长

短相济；要更加注重补短板，强化科
技支撑，提升掌握核心技术研发的
能力，更加注重锻长板，发挥自身优
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
争力；要做好统筹兼顾和组织实施，
结合实际“弹好钢琴”，及时有效推
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切忌
顾此失彼、迟疑观望，切忌抓而不
细、抓而不实。

聚焦下半年、着眼中长期，都必
须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面对眼下的
困难与挑战，面对前方各种看得见和
看不见的风浪与风险，只要齐心协
力、勇战善战，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就一定能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在特殊之年创造非凡的业
绩，就一定能持续推动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
生活。

乘势而上 扩大成果 把握主动
——“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系列谈之一

本报评论员

米吉格道尔吉建群，不是上微信，而是
拆围栏；不是加好友，而是集牛羊。这样的

“致富群”，他一共建了11个：9个羊群、1个
马群、1个牛群。

米吉格道尔吉是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
虎右旗克尔伦苏木芒来嘎查党支部书记、芒
来牧民养羊合作社理事长。新巴尔虎右旗
旗歌《这片草原》写道，“烈马跨过克鲁伦河，
成吉思汗迎亲在这片草原。”克鲁伦河从这
里缓缓流过，克尔伦苏木即得名于此。

“草畜双承包释放了生产力，但小生产和
大市场的矛盾也被不断放大。”米吉格道尔吉
告诉记者，牧民们意识到一家一户“画地为
牢”的网围栏太憋屈了，应该给分散经营找个

“领头羊”，“我们尊重牧民意愿，把他们的草
场和牛羊入股到合作社，统一经营、统一管
理，让草原更可持续，牧民的日子更红火”。

9大羊群的“群长”之一阿日登仓曾经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成了“职业牧民”。
他把家里的180头羊加入到合作社的羊群
一起放牧，总数超过1000头。去年阿日登
仓的纯收入有11万元，还清了贷款，摘掉了
贫困帽。“牧民一家一户经营时，羊群都不
大，却都得雇羊倌、置办牧业机械等，投入不
小。”抚今追昔，阿日登仓感慨，“成立合作
社、打通网围栏，放牧的草场变大了。划分
了四季营盘轮牧休牧，草场越来越美，羊群
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多。”

“2013年，我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蒙古包里，奶茶飘香，米吉格道尔吉和记者唠
起了家常。“我们几位青年代表和习近平总书记
有一场座谈。总书记嘱咐我，呼伦贝尔草原
很美，一定要保护好那里的生态；还亲切地跟

我说，他年轻时也做过大队书记，这个岗位大
有作为，要带领群众过上好日子。”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米吉格
道尔吉在芒来嘎查踊跃投身牧区振兴奔小
康的实践。他“建群”的方式之一就是给牧
民算账：嘎查的大户一年毛收入也就是100
多万元，扣除成本后剩下不到20万元，而且
还有不少贷款要还；牲畜头数一多还会导致
草场退化，收入难以为继。统一经营后，增
加了市场话语权，去年合作社成立以来，屠
宰企业一直按市场最高价收购牲畜。合作
社既是生产组织，还是保障组织，牧民遇到
难题，合作社都会帮助解决。目前，全嘎查
115户人家已有88户入社，整合了嘎查39
万亩草场和5800多头（只）牲畜。

芒来嘎查还积极开展培训，大力发展二
三产业，为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找出路。成立
小食品厂，让牧区妇女做奶酪；成立旅行社，
牧区青年可以当导游；发展“网上牧业”，推
出“我在牧区有只羊”领养项目。牧民布日
古德为了孩子上学，举家搬到县城。草场、
羊群有合作社打理，他就回到合作社打工，
剪毛接羔，每天收入最多有600多元。“城里
有楼房，牧区有股份，啥也不缺，这就是我理
解的小康生活。”布日古德说。

古老的克鲁伦河畔正在唱响现代牧
歌。“新巴尔虎右旗是内蒙古典型的边疆少
数民族牧业旗县。”新巴尔虎右旗牧区现代
化服务中心主任永宏说，“自治区把我们作
为全区第一批牧区现代化两个试点旗县之
一，我们又把芒来嘎查作为全旗先行先试嘎
查之一。全旗一共有51个嘎查，目前我们
已在11个嘎查推广‘芒来模式’。”

本报北京8月2日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作出
的庄严承诺，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从“小康社会”提出到“实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
著提升。

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一个个家庭和个人的
变迁背后，需要看到的是，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小康”是经济更
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
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需要看到的是，支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全国
各族人民一以贯之的艰苦奋斗和我国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

为让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理解“全面小康”，经济日报隆
重推出“读懂我们的全面小康”系列专家访谈特别报道，选取
12个群众感受最深、期盼最强、变化最大、共识最多的典型话
题，通过权威专家全面深入细致地解读，全景式地展现相关领
域成就的群体共鸣，深入剖析相关领域变革的深刻背景。

今日推出的第一期特别报道主题是“充分就业，全面小康
的坚强基石”——当前，我国大部分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
动报酬，即通过就业获得的收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业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确保就
业更加充分，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详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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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来嘎查的11个“致富群”
本报记者 陈 力 佘 颖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宋美倩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记
者胡喆）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8
月2日7时整，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天问一号”探测器3000牛发动机
开机工作20秒，顺利完成第一次轨道
中途修正，继续飞向火星。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
深空探测总体部部长耿言介绍，在地
火转移轨道飞行过程中，探测器会受
到入轨偏差、控制精度偏差等影响。
由于探测器长时间处于无动力飞行，
微小的位置速度误差会逐渐累积和放
大。因此，科研人员需要根据测控系
统测定的探测器实际飞行轨道与设计
轨道之间的偏差，完成对应的探测器
姿态和轨道控制。

截至此次修正前，“天问一号”已
飞行9天17个小时。此次3000牛发
动机点火，在完成轨道修正的同时，验
证了发动机在轨的实际性能。后续，

“天问一号”探测器还将经历深空机动
和数次中途修正，飞行6个多月后抵
达火星附近，通过制动被火星引力捕
获进入环火轨道，开展着陆火星的准
备和科学探测等工作。

“天问一号”完成首次轨道中途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