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窗外雪花漫天、寒风扑面，室内钢

锭通红、热浪袭人。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一重”）水压机锻造厂车间。一架形如

剪刀的 350 吨吊钳，正将钢锭缓缓送入

作业台。在万吨压力之下，它被一步步

锻造成型，最终变为承载重型机器核心

力量的关键部件。

画面定格，俨然就是这家央企命运

轨迹的隐喻：它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

却因不适应市场经济而跌入谷底。改

革的阵痛之后，终于迎来涅槃重生，继

续扛起国之重器的大旗。

2018 年 9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视察时，来到中国

一重。他指出，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中之重，是一个现代化大国必不可

少的。

这是对一重的巨大关怀，也是对中

国装备制造业的殷切期望。

2022 年 1 月 初 ，当 我 们 踏 上 这 片

冰雪覆盖的土地时，一重刚刚交出一

份答卷：集团公司 2021 年实现利润总

额 16.1 亿元，营业收入 431.8 亿元。对

比 5 年前亏损 57 亿元的极寒时刻，这

家成立近 70 载的老厂显然已经走出

泥淖，正在焕发出青春活力与光彩。

重新站立起来的一重，给改革进程

中的其他国企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

经验。它的未来发展，也将为东北振兴

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改革：
最终是解决人的问题

这里是位于北纬 47 度的齐齐哈尔

市富拉尔基区，嫩江沿城市边缘蜿蜒而

过。零下 25 摄氏度的低温里，江面封

冻如铁，积雪白茫茫一片。

资料显示，1649 年前后，达斡尔族

人在这里建屯，以打鱼为生。“富拉尔

基”即达斡尔语“呼兰额日格”的转音，

意为“红色的江岸”。

1954 年，这片红色的江岸被选中

作为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也就是

一重前身的厂址。在一重的展览馆，讲

解员向我们描述了昔日的盛况：工厂实

行“边建设、边准备、边生产”的“三边”

方针，高峰时一度集中了 2.5 万余人的

建设队伍；共投资 4 亿元，相当于当时

每个中国人贡献了 1 元钱。

一重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振

兴 和 发 展 我 国 重 型 装 备 制 造 业 的 重

任，并且创下 400 多项“中国第一”，成

为“制造工厂的工厂”，被周恩来总理

称为“国宝”：

上世纪 60年代，制造出我国第一台

1.25 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第一套 1150

毫米方坯初轧机，终结了我国没有成套

重型机械设备的历史；1970 年 9 月，为

巴基斯坦研制的三辊弯板机试车成功，

这是一重第一台走出国门的大型机器

产品；新世纪以来，自主研发出国内首

台 1.5 万吨水压机，打破该领域的国外

技术垄断⋯⋯

一重之“重”，首先是物理概念上

的。行走在高大宽阔的车间里，到处可

见几十上百吨的钢坯，切削打磨过后泛

着金属特有的光泽。

一重之“重”，当然还是战略意义上

的 。 400 吨 煅 焊 热 壁 加 氢 反 应 器 、

3 万吨模锻液压机等重点产品实现了

替代进口和国产化；进入民用核反应堆

压力容器领域，更是开启了引领我国核

电事业发展的新纪元。

一重之“重”，也反映在历史包袱

上。改革之前，几十年累积下来，上万

名职工里，管理人员、辅助生产人员就

占了三分之二强，真正在一线的职工不

足三分之一。此外还有大量为解决家

属就业开办的集体小企业，鼎盛时期多

达上百家、近两万名职工。

“一重就是重，谁也拱不动。”这句

顺口溜曾在员工之间口口相传。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装

备制造业受到不同程度冲击。加之行

业 本 身 利 润 薄 、回 款 周 期 长 ，从 2012

年起，一重经济效益持续下滑，形成产

品质量下降、交货屡屡延迟、订单持续

萎缩的恶性循环。

危机于 2016 年集中爆发。当年企

业亏损达 57 亿元，16 家下属企业中有

12 家亏损，是当年亏损额度最大、困难

程度最高的央企之一。资本市场上，一

重的股票还戴上了“ST”的帽子，面临

退市风险。观望、失落、迷茫、痛苦的情

绪在内部弥漫。

2016 年 5 月，刘明忠临危受命，担

任中国一重党委书记、董事长。在此

之前，他是另一家央企新兴际华的董

事 长 、党 委 书 记 ，并 带 领 企 业 重 组 改

革、扭亏为盈。空降一重，责任和期许

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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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颗卫星“共享”火箭

长八新构型首飞创中国航天新纪录
本报北京 2 月 27 日讯（记者姜天

骄）从国家航天局获悉，27 日 11 时 06

分，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搭载 22 颗

卫星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顺利升空，

创造了我国一箭多星新纪录。

据介绍，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飞行试验搭载了海南一号01星

和02星、星时代—17卫星、文昌一号01星

和 02 星、泰景三号 01 星等 22 颗商业卫

星，主要用于对地观测、低轨物联网通

讯、空间科学试验，可提供资源调查、合

成孔径雷达数据支持、物联网分散终端

数据采集等服务。

长征八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中型

运载火箭，长八遥二为长八运载火箭无

助推器状态，为适应一箭多星任务，更换

整流罩，本次发射是该构型首次飞行试

验。长征八号运载火箭任务适应性强、

能力覆盖范围广，可面向政府和商业用

户等多主体需求，大幅提升经济性和测

发效率，有效保证我国进入空间能力。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409 次发射。

抓 住 创 新 这 个 引 领 发 展 的“ 牛 鼻 子 ”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

织叠加，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演变，人类

社会进入新的历史关口。在复杂严峻

的国际环境下，要坚定实现我们的宏伟

奋斗目标，就必须准确把握新发展阶

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而“创新”二字，正成为我们

理解中国与世界、沟通当下与未来的关

键词。

理念创新擘画新蓝图

近零排放、防疫保护、5G 共享、智

慧观赛、运动科技⋯⋯全球疫情蔓延背

景下，北京冬奥会如期成功举办，各项

“科技冬奥”成果广泛应用，向世界展现

了一个繁荣、自信的中国，为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也给各国人民

带来了更多信心和希望。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北京冬

奥会有 200 多项科技成果得到应用。”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评价：“中国用科技

书写了新的历史。”

北京冬奥会是中国贯彻新发展理

念的生动实践，也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未

来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把握我国

发展阶段特征和基本规律，提出一系列

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提出的这五大发展理念，带来事关我国

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新发展理念就

是指挥棒、红绿灯。新发展理念中，创

新摆在第一位。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坚持创新发展，是分析近代以来世

界发展历程特别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

成功实践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对发展

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

动权，更好引领新常态的根本之策。

在创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向

世界科技强国进军，科技事业实现历史

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重大创新

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

并行、领跑阶段。

量 子 信 息 、铁 基 超 导 、干 细 胞 、人

工智能，多领域突破引领世界科技前

沿；载人航天、探月探火、移动通信、高

速列车，多赛道成果服务国家重大需

求；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疫情防控、新

药 创 制 ，多 方 向 创 新 支 撑 人 民 幸 福

生活。

2021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 2.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研发投入强度

达到 2.44%，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

至世界第 12 位，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科技创新驱动新动能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创新

能力还不够强。创新发展的关键，就是

要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要以科技创新引

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要强化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

2021 年，中国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为着力点，优化各类创新平台

的协同布局，加快组建国家实验室，重组

全国重点实验室体系。

“祖冲之二号”和“九章二号”实现量

子优越性，“天问一号”开启火星之旅，

“羲和号”实现太阳探测零的突破，“神舟

十三号”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海

斗一号”成功实现万米下潜⋯⋯科技力

量统筹联动，既补短板、加快关键技术突

破，又建优势、强化无尽前沿探索，涌现

一批重大原创成果。

创新驱动发展，要加强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

创新不问出身，在各种科技创新活

动 中 ，企 业 是 出 题 人 、答 题 人 ，也 是 阅

卷人。

企 业 参 与 科 技 重 大 决 策 。 2021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立项的 860 余项

中，企业牵头或参与的有 680 余项，占

比高达 79%。企业是科技研发投入的

主力。全社会研发投入中，76%由企

业投入。

越来越多科技型企业得到孵化和

扶持，茁壮成长。科技型中小企业入

库 32.8 万家。全国各类科技创业孵化

载体总数超 1.5 万家，服务初创科技企

业和团队 70 万家。

创新驱动发展，要完善优化科技

创新生态。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我国发展新动能不断壮

大，创新生态圈渐趋繁荣。北京、上海、

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已跻身全球科技创新集群前 10位。

科技重大专项有力支撑移动通信、

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例如，新药创制重大专

项 实 施 以 来 ，我 国 获 批 的 一 类 新 药 ，

2008 年前只有 5 个，现已达到 75 个。

国家高新区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

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国家高新

区 以 0.1% 的 国 土 面 积 创 造 了 约 全 国

13%的 GDP。”科技部副部长邵新宇介

绍，初步核算，2021 年全国 169 家国家

级高新区预计全年营业收入超过 48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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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 重 生
本报调研组

中国一重重型装备制造厂百米装配线。 陈建军摄（中经视觉）

编 者 按 一年一度的全

国两会将至。刚刚过去的2021

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点。我们实现了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又向着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从即日起，本报推出系列

报道“迎接全国两会特稿”。

□ 本报记者 佘惠敏 佘 颖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金观平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近一段时

期以来，相关金融监管部门也反复强调，要坚持底线思

维，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当前，防范金融风险面临新的严峻形势。受国际

地缘局势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受到冲击，避险情绪大幅

升温，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上涨，国际原油期

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 100 美元，创下近 8 年新高。与此

同时，市场预测今年 3 月份美联储仍将加息 25 个基点，

全球金融环境有可能进一步紧缩，拖累经济增长。

新形势下，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各方须提高认

识，未雨绸缪，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给国内市场可能带

来的冲击，提前做好应对。

首先，要增强系统观念。虽然金融风险的主体主

要是金融机构，但往往容易发生在特定行业或区域。

严防风险外溢，需要压实各方监管责任，明确地方和金

融监管部门的权责边界。要在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

则的前提下，用系统思维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

化解工作。今年要强化部门协作，有序推进高风险金

融机构处置工作。增强系统观念还意味着要用长远发

展眼光看问题，通过持续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时间换空间，通过深入推进金融领域改革，不断提高

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其次，要坚持底线思维。要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

之路。要持续推动资金脱虚向实，坚持金融为实体经

济服务，严厉惩治金融领域腐败。对于监管部门来说，

要高度关注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状况，妥善应对不良资

产反弹；持续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全面落实资管新

规；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严肃整治行业乱象；

加快非法集资存案处置，严防风险反弹。金融是实体

经济的血液，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要坚决防止资

本在金融领域无序扩张，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强

化金融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坚持金融业务持牌经

营规则，严厉打击“无照驾驶”行为。

再次，还要妥善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不能因为防范风险而引发新

的风险。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

循环和健康发展；绿色金融方面，要围绕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创新绿色金融产

品服务，避免“一刀切”和“运动式”减碳，有效支持能源稳产保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