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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奔涌，沃野延绵。在小兴安岭南

麓、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地区，分布着我国

最大的国有农场群，面积 5.54 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 1.6个海南岛。这里是我国耕地规模

最大、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重要商品粮

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北大荒集团。

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

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研时指出，北大

荒建设到这一步不容易。当年这里是“棒打

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共和国把

这里作为战略基地、把农业作为战略产业发

展起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发生了沧桑巨

变，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很了不起，

令人感慨。北大荒为中国人真正解决温饱

问题发挥了大作用。总书记强调，要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大基地、大

企业、大产业。

以殷切嘱托为动力，北大荒集团强化

使命担当，全面完成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

化改革，努力创建粮食生产大基地、经营服

务大企业、全链条高端化大产业，扎实推进

“农业领域的航母”建设。

1.6 亿人的口粮担当

北大荒集团前身为黑龙江农垦总局。

自 1947 年始，14 万复转官兵、20 万内地支

边青年、10 万大专院校毕业生、54 万城市

知识青年⋯⋯近百万拓荒者陆续来到这

里，向荒原开战、为祖国打粮，建起国有农

场群、兴办大批工商企业，创造了人类屯垦

史上的奇迹。

这片土地以沉甸甸的粮食见证了北大

荒的使命：从开垦初期到年产粮 50 亿斤，

用了 32 年；从 50 亿斤到 100 亿斤，用了 16

年 ；从 100 亿 斤 到 200 亿 斤 ，用 了 10 年 ；

2009 年，突破 300 亿斤；2011 年，突破 400

亿斤。截至 2022 年，连续 19 年丰收，连续

12 年产量达 400 亿斤以上，75 年累计产粮

超过 1 万亿斤，被誉为“中华大粮仓”。

北大荒集团资深专员张宏雷介绍，目前，北大荒每年粮食

调出量稳定在400亿斤以上，约占黑龙江省调出量的60%，占全

国省际间可调配总量的20%，粮食商品率保持在95%以上，可以

满足1.6亿城乡居民一年的口粮供应。

“北大荒因国家战略而生，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

农产品有效供给为己任，服从服务国家大局。”北大荒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表示，北大荒是国家关键时刻抓得住、

用得上的重要力量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国家队”。作为

开拓者的壮丽史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甘于奉

献”的北大荒精神被纳入首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不同于一般的农业企业，北大荒具有组

织化程度高、规模化特征突出、产业体系健全

的独特优势，其供给保障、科技装备、经营体

系、产业韧性、竞争能力都走在前列。

看组织程度，北大荒作为农业“国家

队”，是党领导下的以举国体制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探路者。区别于农村土地集体

所有，北大荒是国有土地，可以集中力量办

大事，根据国家战略需要调整产业结构。

据统计，北大荒农业劳均生产粮食 35 吨，

不仅创造了全国最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也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看规模特征，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一望

无际的大平原，为大农业生产提供了绝佳

的地理条件。北大荒耕地 4681.9 万亩、林

地 1444.5 万 亩 、草 地 420.8 万 亩 、水 面

542.6 万亩，农场数量 110 多个。大农机纵

横 驰 骋 ，农 业 综 合 机 械 化 水 平 稳 定 在

99.7%以上；大科技顶天立地，农业科技贡

献率达 77.07%；大水利润泽田间，有效灌

溉面积占耕地的 64.3%。

看产业体系，北大荒集团坚持农业产

业化经营，旗下拥有 11 家国家级和省级农

业龙头企业，打造了米、面、油、乳、肉、薯、

种等支柱产业，培育了“北大荒”“完达山”

“九三”等一批中国驰名商标。绿色粮油、

营养生鲜、饮料冲调、醇馥美酒、即食佳肴、

特色山珍、健康调味、保健食品⋯⋯琳琅满

目的产品名录彰显了北大荒从种子到餐桌

的全产业链图景。

北大荒集团总经理杨宝龙说，这些优势

使得北大荒成为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

生产能力最强的商品粮基地。因战略地位特

殊，被纳入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体系。

建三江，三江环绕、七河贯通，1000 多

万 亩 耕 地 一 望 无 垠 、土 质 肥 沃 。 2018 年

9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黑龙江农垦

建三江管理局七星农场考察调研。总书记

双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长地说道：“中

国粮食！中国饭碗！”

回想起总书记亲切接见的场景，62 岁的七星农场种植

户张景会依然难掩激动，“听了总书记的讲话，我油然而生一

种自豪感，种粮更有信心了。这几年，农场里有了啥新品种

新技术，我都愿意参与试验。全农场有 5 万多套农机具，功

能齐全，还有先进的无人插秧机、无人植保机、无人收割机，

为我们抢了农时、增了产量、省了成本”。张景会如今是全国

粮食生产先进个人，自家的品牌大米供不应求，去年净利润

40 多万元。 （下转第十版）

下图 嫩江农场的高粱田里，农机在进行秋收、整地一

体化作业，实现颗粒归仓。 （资料图片）

北大荒

，了不起
本报调研组

以新型工业化塑造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进新型工

业化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时代新征

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 、民 族 复 兴 伟 业 ，实 现 新 型 工 业 化

是 关 键 任 务 。 要 深 刻 把 握 新 时 代 新

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积

极 主 动 适 应 和 引 领 新 一 轮 科 技 革 命

和产业变革，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

数 字 经 济 、产 业 信 息 化 等 有 机 结 合 ，

为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构 筑 强 大 物 质 技 术

基 础 。 这 为 我 们 在 新 时 代 深 入 推 进

新型工业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

工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也是技术创新的

主战场。近年来，国内要素成本攀升，

大国博弈日趋复杂，只有加快推进新型

工业化，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才能

构筑新的大国竞争优势。

新时代新征程，新型工业化有了

新内涵新特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在我国这样一个有 14 亿多人口的发展

中大国推进工业化，既要遵循世界工

业化的一般规律，更要立足国情，走有

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之路。新型工

业化一词从最初提出时便被赋予知识

化 、信 息 化 、全 球 化 、生 态 化 等 特 征 。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

速发展，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深度调

整，综合来看，我国新型工业化应是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工

业化，也是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的工业

化；是依靠自主创新驱动的工业化，也

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工业化；是

加 快 迈 向 全 球 价 值 链 中 高 端 的 工 业

化，也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工

业化。

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是推进新型工

业化的根本动力。一方面，要强化企业

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

素向企业集聚，鼓励企业开展重点领域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突破一批核心

技术和重点产品；另一方面，要坚持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各类企业优势

互补、协同发展，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

深度融合，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支撑作

用，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切 实 增 强 推 进 新 型 工 业 化 的 动 力 与

活力。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新

型工业化的重要路径。要坚持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

大两手抓，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

全水平。其中包括加大企业设备更新

和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分工

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增强新能源汽车等

领域全产业链优势，打造更多中国制造

新名片；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丰富完善应用场

景，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竞

争制高点。

数字化、绿色化是新型工业化的应

有之义。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是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两个重要领

域，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工业领域提升

效率、质量及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低碳化则成为工业化的约束条件，并催

生新产业带来新的技术革命。推进新

型工业化，要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也要全面推动工业绿色发

展，构建起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

生产体系。

□ 金观平

500 强入围门槛达 275.78 亿元，比上年增加 12.11 亿元——

民营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本报记者 曾诗阳

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的“2023 中国

民营企业 500 强”榜单和《2023 中国民

营企业 500 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民

营企业 500 强入围门槛达 275.78 亿元，

比上年增加 12.11 亿元。

500 强是民营企业的排头兵，其数

据变化、排序升降是观察我国民营经济

发展的一个窗口。超预期因素冲击之

下，500 强入围门槛仍创新高，体现出我

国民营经济的综合实力、创新活力和市

场竞争力稳步提升。

制造业更显韧性

2022 年，民营企业 500 强营业收入

总额 39.83 万亿元，上升 3.94%，保持连

年增长；资产总额 46.31 万亿元，止住上

一年下降趋势，迎来显著回升；税后净

利润、销售净利率等尽管有所下降，但

降幅较上一年收窄。

在全球通胀压力持续加大、内外需

不足等多重挑战下，民企 500 强能保持

营收总额和资产总额双增长，足显韧性

之强。“营收增长一方面是企业奋斗拼

搏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我国市场仍有足

够的机会和份额。不过，成本上升等外

部性因素难以在短期内克服，因此利润

水平和盈利能力有所回落。”北京市工

商联副主席、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

起说。

值得一提的是，制造业企业继续在

民 企 500 强 中 保 持 主 导 地 位 ，数 量 为

322 家，较上年增加 21 家，且营收总额、

资产总额、纳税总额、就业人数等指标

较上年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李志起认为，在全球供应链遭受

冲击的情况下，我国生产能力和生产

秩 序 率 先 恢 复 ，保 障 了 出 口 增 长 ，带

动了民企制造业增长。与此同时，我

国 坚 持 把 制 造 业 作 为 全 面 发 展 实 体

经济的重点，延长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缓税政策，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支

持 力 度 。“ 制 造 业 获 得 政 策 支 持 的 效

果 是 立 竿 见 影 的 ，税 费 减 免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等 举 措 都 能 使 企 业 直 接

受益，再加上制造业企业实体资产相

对丰厚，也更易获得贷款支持。”李志

起说。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波介绍，作为制造业企业，近年来

魏桥集团积极布局下游加工，建设魏桥

轻量化基地，带动形成新能源轻量化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增长引

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更需要

其发挥压舱石作用。“制造业民企数量

的增长，显示出我国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的坚定步伐和巨大动能，特别是重工业

制造、装备制造以及现代数字技术智能

制造保持较强进取势头。”长江产业经

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民营经济研

究会理事吴跃农说。

转型升级是趋势

报 告 显 示 ，2022 年 ，75.2%的 民 企

500 强实施转型升级。李志起认为，一

方面，民营企业通过转型升级提高在

产业链的话语权，在政策的支持引导

下主动实施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经济

增速放缓、行业产能过剩、国际市场低

迷等因素倒逼企业自我加压，改革发

展模式。 （下转第三版）

软件业价值创造力持续释放

工信部近日发布数

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

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运行态势平稳，软

件业务收入保持两位数

增长，利润总额增长加

快。总体看，工业软件

技术水平持续提升，人

工智能大模型等创新技

术不断突破，软件服务化趋势明显，推动软

件业价值创造力进一步提高。

前 7 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64570 亿

元，同比增长 13.6%；利润总额达 7374 亿元，

同比增长 13.4%，均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

“前 7个月，软件技术创新引领产业高质

量发展，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人等技术研发

取得突破。软件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应用融

合更加深入，本地生活、直播电商、工业软件

等领域业务收入持续增长。国产软件和服务

创新应用加快，基础软件、工业软件等领域业

务收入较快增长。”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

刚说。

软件业利润何以实现高增长？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软所软件产业研

究室主任杨婉云认为，随着产业基础和创新

体系日益完善，一批标志性成果填补关键软

件领域空白，国产桌面操作系统内核性能已

实现追赶，分布式数据库性能位居全球前

列，工业软件融合支撑作用初显。

同时，信息技术服务持续向高端化发展，

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平台服务稳居世界第

一梯队，前7个月，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实现收

入6409亿元，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4.9%。

“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视频服务等业

务规模持续扩大，边际成本递减，带动利润

增长。不少国产软件产品被高价值用户广

泛采用，产品附加值持续提升，产品利润得

以保障。”赵刚说。

前 7 个月，软件产品收入 14956 亿元，同

比增长 11%。其中，工业软件产品收入 1414

亿元，同比增长 13%。

浪潮云洲工业互联网首席技术官、副总

经理商广勇认为，工业软件是工业场景数字

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有助于打造以数据为驱

动、订单为抓手的创新服务模式。

赵刚表示，过去，我国操作系统、数据库

等基础软件产品以及 CAE（计算机辅助工

程）、EDA（电子设计自动化）等工业软件产

品的技术水平较低，市场占有率和收入不

高。今年前 7 个月，政府和重点行业大力推

进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直接推动软件产品产

量、收入和利润稳定增长，但软件产品技术

水平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仍有待提升。

数据显示，国产操作系统统信 UOS 软

硬件适配数超过 300 万，在世界范围内形成

了具有竞争力的规模。统信软件总经理刘

闻欢认为，生态是操作系统的“护城河”，打

造一条最宽阔的“护城河”，比单独某一项技

术的领先要强得多。

前 7 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43022 亿

元，同比增长 14.8%，在全行业收入中占比为

66.6%。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

入 6409亿元，同比增长 16.2%；电子商务平台

技术服务收入 5707亿元，同比增长 7.7%。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快速增长的驱动力

来自数字化转型、数字消费升级和技术创

新。数字政府、数字经济等各类创新应用场

景，推动高效低成本的云计算、大数据、企业

服务等业务增长；互联网流量全面转向短视

频和直播视频，互联网服务进一步下沉，带

动直播电商、本地生活等服务市场快速增

长；ChatGPT 引发了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

带动集成电路设计、大模型训练和大模型应

用等信息技术服务业加快发展。”赵刚说。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比连年提升，表明

我国软件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软件服务

化演进持续深入。杨婉云分析，随着数字化

转型深度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软

件从基于产品的服务向基于云平台的服务

转变，行业云服务市场不断扩大，云服务深

度融合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

360 集团创始人周鸿祎介绍，360 在云

上建安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通过云

化的安全资源和能力实现“安全即服务”，将

纷繁复杂的数字安全工作优化为“协同处

置”。新商业模式下客户固定成本投入大幅

降低，软硬件均免费，根据需求为服务付费，

企业网络安全投入低至原来的三分之一左

右，实现降本增效。

□ 本报记者 黄 鑫
本报呼和浩特 9 月 24 日讯（记者陈

力）国审春小麦“巴麦 13 号”、农区多羔

肉羊选育及健康养殖技术集成应用、移

动式黄河水直滤水肥一体化农业灌溉技

术装备等多项科技成果，近日亮相内蒙

古巴彦淖尔农高区首届博览会。近年

来，河套灌区扎实推进农业高效转型，巴

彦淖尔市创建的“天赋河套”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价值已达 260 亿元。

巴彦淖尔市投资 50 多亿元开展乌梁

素海流域生态修复。在上游的乌兰布和

沙漠，治沙面积达328万亩，有效阻止了沙

漠东侵黄河。在流域腹地的河套灌区，深

入开展控肥增效、控药减害、控膜提效、控

水降耗“四控”行动，减少了面源污染。在

下游，实施乌拉特草原、乌拉山修复工程，

提高了植被覆盖率和水土保持能力。

河套地区虽不缺水，巴彦淖尔市依

然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通过完

善“多元筹资、精准确权、调整水价、创新

组织、节水奖励、水权交易、后期管护”七

项机制，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去

年，该市实现农业节水 9098 万立方米。

与此同时，巴彦淖尔市围绕优势特

色产业，通过“政府+科研院所+企业”的

模式，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全产业链发展。“我们建成了黄河流域

西北地区种质基因库，目前已集存 2.75 万份农作物及野生植物

种质资源。”巴彦淖尔市市长王志平介绍，全市已先后培育出小

麦、葵花、肉羊、红辣椒、黄柿子等一批特色品种。

开展生态修复

培育特色品种

内蒙古河套灌区农业高效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