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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第七届中国工业大奖获奖名单近日公布，19 家
企业、19 个项目获得中国工业大奖。 这个被誉为中国
工业领域最高奖项的获奖名单里，有化工新材料、橡
胶轮胎关键技术，也有精密铜管智能制造体系、产业
节能及自动化方案，从产业基础到前沿技术，涵盖钢
铁石化、汽车制造、纺织服装、生物医药等诸多领域。

这份榜单彰显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是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见证。 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工业不断
强化创新引领、扎实强链补链，迈向中高端的铿锵步
伐。

聚焦前沿，用创新赢得主动

梳理榜单不难发现，向前沿、高端突破是其中共
性。 这些获奖企业在科技创新、推进成果转化等方面
敢为人先，努力闯出一片天地。

比如，在特殊钢领域，兴澄特钢发布国家和行业
标准 72 项，围绕重大装备、轨道桥梁交通等需求，开
发多个实现重点工程与关键核心基础件国产化应用
的特钢新材料；在生物医药领域，海尔生物医疗突破
主动式航空温控集装箱核心技术，为疫苗、药品等国
际运输提供方案；在电池和储能领域，宁德时代建成
锂电行业两座灯塔工厂， 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多年
位居全球第一……

大浪淘沙，拥有过硬本领才能站稳脚跟。 纵然不
确定因素增多，但赢得市场、赢得主动的秘诀依旧朴
素。 “沉下心做好自己的事”“把技术做得更精、产品
打磨得更好”“对好产品的追求永无止境” ……在中
国工业大奖发布会现场，这些来自一线的声音，道出
了应对风险挑战的关键， 也折射出工业经济爬坡过
坎的底气与信心。

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 在外部环境
深刻变化的今天，坚定创新、努力攻坚是中国企业要
练就的“基本功”。

“我国工业门类全、体量大，但和国际先进水平
相比， 还存在一些差距， 亟需加快产业体系升级发
展。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在会上表示，
希望获奖企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形成大中小、上下
游以及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创新体
系。

深耕基础，补齐短板锻造长板

破解生物基纤维关键技术，攻克超细纤维“卡脖
子”难题，高端化学纤维染色布全球产能第一……盛
虹集团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企业几十年如一日深
耕纤维领域的历程。

以纤维为代表的基础材料，既是电子、纺织、化
工等众多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 也是工业经济迈向
中高端的有力支撑。

聚焦电子基础元器件 30 余年， 风华高科不断进
行高端阻容等产品研制，推动夯实电子信息产业链根
基；在新能源、电子化学品、高性能聚合物等高端化工
新材料领域持续发力，万华化学努力为高端化工新材
料自主安全提供支持。 从工业机床到医疗器械，从纺
织材料到基础零部件，翻阅这份榜单，聚焦工业基础
的项目占据相当比例。

“我们常说锻长板、 补短板。 前者是把产业链做
强，后者是练就‘独门绝技’，打造竞争优势。 ”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秦海林说。

我国高度重视产业基础能力建设。 点上，聚焦关
系国家安全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点领域，实施产业
基础再造工程；线上，着力增强产业链韧性；面上，在
重点地区布局先进制造集群，形成多维立体的供应链
体系。

从基础零部件、基础软件到基础材料，一批标志
性基础产品和技术在产业化上逐步突破，既表明工业
强基不断迎来新进展，也体现了扎实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步伐。

“我们将着重提高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集
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在重点领域布局一批产业基础
共性技术中心，努力突破一批关键急需基础产品。”工
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锻长板、补短板、强基
础，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攻克难关，扎实推动转型升级

资源枯竭型矿区如何转型发展是困扰很多地方
的难题，面对深部开采、产业接续等难题，徐矿集团通
过产业转移、生态转型等，创出了煤炭老工业基地转
型、关闭矿井重生、衰老矿区生态修复的样本。

高性能取向硅钢是制造超高压、特高压及高能效
变压器的关键材料，也是典型的“卡脖子”材料。 宝山
钢铁通过 20 多年的自主研发， 攻克了高性能取向硅
钢全套工艺、装备及制造核心技术，为我国电网特高
压技术“走出去”提供支撑。

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传统生产线效率、加快智能制
造拥抱数字化机遇、推进绿色制造更加节能环保……
一个个奖项背后， 是企业向高端制造迈进的步伐，也
是扎实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写照。

“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先进制造水平。 ”李
毅中说，大量企业在基础能力、智能制造、强链补链等
方面精耕细作，不断转型升级，就能形成中国工业高
质量发展的合力。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工信部将支持制造业企业
瞄准高端、智能、绿色发展加大投入，同时深入实施智
能制造工程，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形成对转型升级、创
新发展的全面拉动。 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加快制
造强国建设步伐。

本报讯（通讯员 张晓松）日前，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与平利县乡村振兴局签订《东海证券平利县“爱心超
市”项目援助协议》，支持平利县建立 5 个东海证券“爱
心超市”，项目总投资 9 万元，由项目村按照“八有”“三
统一”标准建设“爱心超市”，即“有牌子、有房子、有货
架、有物品、有制度、有台账、有标价、有专人管理”“统
一实行积分制管理、统一使用‘东海证券 爱心积分超
市’名称、统一使用标识”，通过“个人挣分、分散计分、
集中发分、积分兑换”模式，引导动员群众参与乡村治
理，倡导文明新风尚。

“民风积分超市” 是脱贫攻坚期间推进新民风建
设，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的一项激励机制，
在助力民风好转，助力环境整治，助力社会稳定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 平利县乡村振兴局派驻广佛镇塘坊村驻
村第一书记张桢介绍，“我们希望通过东海证券 ‘爱心
超市’的建立，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引导老百姓主动

参与到人居环境提升中去， 参与整个村子的民主议事，
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村里的村容村貌建设、乡风
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

东海证券“爱心超市”项目支持项目村延续民风积
分超市“挣分、积分、发分”的激励机制，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推动
了“小积分”在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中发挥“大
作用”，赋予了“爱心超市”新的时代内涵。 下一步，平利
县将在总结推广“民风积分超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
新东海证券“爱心超市”经营模式，探索建立慈善募捐长
效机制和资金筹措渠道，逐步发挥“爱心超市”带动作
用，将“爱心超市”作为助推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
设的重要抓手 ，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

眼下正是油菜花开的季节， 汉阴县漩涡镇凤堰古梯田景区的万亩油菜花又迎来了
一年一度的盛花期。 伴随着春日暖阳，从空中俯瞰，绵延数十公里的油菜花海，层层环抱
着山脊，从山脚盘绕到山顶，与散落的民居交相辉映，把乡村点缀得异常美丽。 走在田间
的小道上，油菜花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随着习习春风，朵朵花儿随风摇曳，层层叠叠，
如梦如幻，俨如一幅明艳绚丽的油画。 近年来，汉阴县将油菜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
重要农作物之一，2023 年种植油菜 14.8 万亩。 春天，万亩油菜花遍地金黄，优美的大地
景观吸引了大批游人，同时也为全年粮油安全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面山坡， 草木繁盛， 岭上树木疏
朗，空中流云飘散。 小女孩张着嘴开心地
笑着，她微微后仰，神态自然，活泼轻松。

“这是我刻的一幅画。 ”肖昌双见有
人在看作品， 腼腆地说道：“是我最满意
的，里面那个女孩是我的女儿。 ”

说起女儿时， 她的眼睛里有别样的
光彩，嘴角轻轻向上扬起，脸上的羞涩退
去，取而代之的是骄傲的面容。

在这间几十平方米的房间里， 这个
作品即便在众多名家版画中也显得生动
有趣。

让人想不到的是， 它出自一名农村
妇女之手。

一幅画的诞生

今年 34 岁的肖昌双看上去和其他
年轻人没什么不同， 只是更多了一份内
敛和腼腆。

整个教室里， 她选择了靠近桌边的
位置， 手持画笔， 认真仔细地在纸上描
绘。

去年 6 月，她从 14 公里外的构元镇
到旬阳市版画院学习版画，经过 16 天的
培训学习， 肖昌双掌握了简单的版画技
巧。

从拿起画笔那一天开始，画画、雕刻
自此走进她的生活， 也慢慢成为重要的
一部分。

“那天天气很好，我带着女儿在山坡
上玩耍。 ”肖昌双说，看见女儿开心的样
子，她忍不住用手机拍下了快乐的场景。
“想把那个画面保存下来，就用到了版画
的方式。 ”

肖昌双先在纸上画下大致轮廓，再
用刻刀在木板一点一点雕刻， 三天时间

过去了， 木板上慢慢有了线条、 有了明
暗、有了背景、有了人物。

去年学完回家后， 肖昌双每天都会
把在版画院学到的知识进行反复练习，
但她还是感觉自己不会的地方太多了，
今年 3 月初，她再次回到版画院，跟着新
一期的学生一起，继续打磨自己的水平。

对于肖昌双来说， 学习版画唯一的
花销就是车费。

每天早上， 她早早地从家门口坐上
公交车，赶到学校上半天课，下午自己在
家练习。 除了一来一回的车费，她学习版
画没有掏一分钱， 现在还靠着版画赚到
了钱。

“我来学习版画， 学校没有收一分
钱，还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版画的工具。 ”
肖昌双说，从去年 6 月学习结束，她就和
旬阳传统木刻版画合作社签订了就业协
议，成为合作社社员，所完成的作品由合
作社按照质量全部回收。

“现在每个月交给合作社的作品收
入能有 2700 元左右， 去年 10 月一次性
交了 16 张板子。 ”肖昌双开心地笑了，她
说：“算下来， 一年版画收入就有 2 万多
元。 ”

跟以前在家带娃没有收入相比，肖
昌双每月的版画收入给了她充足的安全
感和信心， 也让她对现在和未来的生活
有了盼头。

一群人的蜕变

和肖昌双一样，吴万娥、王道丽也通
过学习版画有了收入。

46 岁的吴万娥家里有两个孩子，都
在城里上学，为了照顾他们，吴万娥也从
构元镇到了旬阳市区。 每天孩子上学后，

闲下来的吴万娥就觉得
空落落的。正好旬阳版画
院招收第一期农民学员，
吴万娥跟她的孩子一样，
再一次走进了学校。

虽然是零基础，但她
认为版画学起来很简单。
一开始，吴万娥连刻刀怎
么拿都不知道，也不会用
毛笔， 在老师的指导下，
她渐入佳境，画工也锻炼
出来。 “到现在差不多刻
了有五六十张版画，一张
板子平均能卖 100 多元。
从去年 8 月份到现在，还
在学校里做印板子的工
作， 每月有 2000 多元的
工资。 ”

吴万娥对目前的生活很知足， 版画
也改变了她的心情，“刻版画需要自己静
下心来，有时候没有灵感了，我就出去散
散心透口气。 现在熟练了以后，两天左右
就能完成一张板子， 交的最多的时候一
个月交了 10 个板子给合作社，然后钱就
直接打到我的卡上。 ”

每天早上， 王道丽总是准时出现在
村里公交车站点， 坐 30 多分钟的车，从
村里到市区学习。 她家在脱贫攻坚中脱
了贫，为了增加收入，她放下了锄头，拿
起了刻刀。

这也是她第二次回来上课，“觉得还
没有学深悟透，今年继续来进修。 ”她说：
“版画的制作流程很复杂， 老师先给图
片，然后自己用印纸过到板子上，拿毛笔
画一遍，画完打蜡，再拿熨斗烫，然后才
开始刻，刻好了让老师帮忙修改，接着交
稿，最后用机器印。 ”她也是合作社会员，
一幅版画就能带给她 100 多元的收入，
“到现在刻了六七十幅， 合作社都回收
了。 ”

王道丽觉得版画很有意思， 在时间
上很随意， 有时间了就刻几刀，“积少成
多嘛。 ”

从 2019 年至今，旬阳版画院免费对
农民培训了十几期， 每年培训农民超过
500 人，目前长期从事版画的农民有 170
多人，这些人也都是合作社成员，他们正
在经历身份的“蜕变”。

一所学校的努力

旬阳版画院还有一个名称———旬阳
市农民版画职业培训学校。 在这里，来自
农村的学员不用缴纳任何费用， 就可以
学到一门技术。

“对于农民来说，零成本、零压力。 ”
作为版画院负责人的蔚世生道出了培训
的目的。

从一开始，学校就采用了“农民版画
培训学校+合作社+农户” 的经营模式，
为农户提供免费培训， 学员所需要的材
料都由合作社免费提供， 学员培训结束
后可以和传统木刻版画合作社签订就业
协议，作品按板子的不同尺寸进行回收。

蔚世生说：“目前社员有 170 多名 ，
这个比例占到全部农民学员的百分之三
四十，其中 90%是女性，40%是全职。 ”目
前， 旬阳传统木刻版画合作社采取线上
线下两种销售途径， 线下是通过游客购
买、农家乐装饰来销售，最便宜的一幅 50
多元，最贵的卖过 7000 元，是一块太极
城图案的版画。 线上购买以北京、上海和
沿海地区为主。

旬阳传统木刻版画， 是通过手工雕
刻制版或用祖传的刻板，制作印刷年画、
灯画、窗花、神像等小型画张。 具有研究
汉水文化、陕南文化的重要价值，也是汉
水文化和陕南文化的缩影和集中体现。

旬阳市农民版画职业培训学校老师
张良杰认为，给农民免费培训版画，一个
是对非遗的传承和发展， 这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 另一个是能够培养乡土人才，农
民学会了之后会多一个增收渠道。 在他
看来， 农民版画培训要以当地地域特色
和民俗文化为根基， 一定要有自己核心
的内容。

“带动乡村的产业振兴，开拓农民增
收的新途径。 这是我们的目的，也是学校
为之努力的方向。 ”蔚世生说，旬阳版画
院通过几方面工作来完成这个目标。

加大版画文创产品的招商引资力
度，通过营造良好的全民创作版画氛围，
吸引客商来旬阳投资办厂。 支持版画私
营个体、商户扩大规模，沿街开设版画工
艺品门店，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经营。

以旬阳版画院为核心， 组织民间爱
好者、美术教师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在构
图立意上、技法上、装帧上不断创新，充
分利用现代艺术表现手法， 使传统民间
艺术作品形式多样、 丰富多彩， 独具特
色。

成立合作社， 把版画分成专业版画
和农民版画两大阵营，雅俗共赏、双管齐
下。 依托电商，进一步展示旬阳木刻版画
的魅力，实现对版画价值的再生，同时开
发旬阳地域系列的版画文旅产品在平台
销售。

如今，旬阳大地上的农民，正在用刀
尖描绘乡村美丽图景， 用刻刀增加自己
的收入。

“““版版版 ”””上上上 生生生 金金金
记者 田丕 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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