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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下午，山西团媒体
开放日，现场近百家媒体前来
采访。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
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吴政隆，全
国人大代表、昔阳县大寨村党
总支书记郭凤莲，全国人大代
表、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张有喜分别就太原市
城中村改造、大寨村的转型发
展和煤炭行业脱困作了发言。

三位代表发言一结束，马
上有记者向全国人大代表、山
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提出有关反
腐正风的问题。

“腐败是严重破坏经济健
康发展的毒瘤。”王儒林现场举
了三个例子，并指出“我们要适
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去企业
成本，更要去腐败成本。”

他以太原市城中村改造举
例。“省市严肃查处城中村腐败
问题，调动了各级干部积极性，
而且公开透明，阳光操作，所以
城中村改造才取得积极成效。”

“事实证明，发展必须廉洁，廉
洁促进发展。”

王儒林说：“我们时刻瞪大
眼睛，老虎苍蝇都不放过。”

2014年 9月到今年1月，
山西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
28668起，处分31164人。“通
过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形成
和保持了‘三个高压态势’，解
决不敢腐的问题取得了明显
成效。”

不敢腐态势形成，不能腐
的笼子也正在编织。山西正在
探索“六权治本”，即依法确定
权力、科学配置权力、制度约束
权力、阳光行使权力、合力监督
权力、严惩滥用权力，试图建立
反腐长效机制。

“‘六权治本’好比给有权力的领导干部戴上‘紧箍
咒’，人民群众都是师傅，都会念咒，想搞腐败的就搞不
成。”王儒林说，实践证明，这一办法坚持落实到位，是
可以建立起不能腐的机制，解决治权问题。

经济是媒体关注的又一热点。全国人大代表、
山西省省长李小鹏说，“十二五”的后三年，是山西
经济运行最困难的时期。但是，“在这样的困难下，
我们没有被压倒，我们帮扶企业出实招，以问题导
向促改革。”

李小鹏说，从长远看，山西将按照能源革命的要求，
推动煤炭革命，包括消费、供给、管理、科技革命，扩大
煤炭开放合作。从近期看，将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优质产能，推动煤炭科技创新和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煤炭是‘绿色’的，三晋是多彩的，山
西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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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记者 华
晔迪 商意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
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今明两年，
要以改革促发展，坚决打好国有企
业提质增效攻坚战。政府工作报告
并首次提出“赋予地方更多国有企
业改革自主权”。

“这是重视基层首创精神的体
现。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政策落实阶
段，要在一批改革重点难点问题上
实现突破，亟需总结各地创造的新
鲜经验，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
领作用。”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

员李锦分析说。
报告强调，要推进股权多元化

改革，开展落实企业董事会职权、市
场化选聘经营者、职业经理人制度、
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等试点。

随着改革文件体系基本形成，
国企改革在2016年迎来政策落实
年。在一批重大举措落地迈出实
质性步伐的同时，一批改革重点难
点问题也亟需通过试点尽快取得
突破。国有企业“十项改革试点”
落实计划近日对外披露，试点被寄
予为全局性改革试经验、趟路子的

厚望。
报告提出，深化企业用人制度

改革，探索建立与市场化选任方式
相适应的高层次人才和企业经营
管理者薪酬制度。加快改组组建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管资
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
能转变。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
长张天任建议，改革操作者要重视
调查研究，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
下，了解基层所思、所想、所盼，使改
革更接地气。

3月5日在山西省临
汾市吉县拍摄的黄河壶
口瀑布。近日，受气温回
暖影响，位于山西省吉县
和陕西省宜川县交界处
的黄河壶口瀑布冰消河
开，水量大增，迎来了众
多游客前来观景。

新华社 发

“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
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匠精
神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让
人耳目一新。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
国经济正摆脱低端竞争格局，中国制
造正在向中高端迈进，“工匠精神”正
是中国制造亟待补上的“精神之钙”。

工匠精神，是生产、设计者在技
艺和流程上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和极
致，以质量和品质赢得行业领先和消
费者信赖的精神。工匠精神体现了
一种踏实专注的气质，在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的钻劲背后，是对品牌和口
碑的敬畏之心。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离不开工匠
精神。大到汽车、电器制造，小到制
笔、制鞋，国内许多产业的规模居于
世界前列，使用的也是一流的机器设

备，然而，这些产业长期大而不强，
产品档次整体不高，自主创新能力
偏弱。究其原因，工匠精神的缺失
不可忽视。只有当一丝不苟、精益
求精的执著融入生产、设计的每一
个环节，实现由“重量”到“重质”的
突围，中国制造才能赢得明天。

升级的消费需求在呼唤工匠精
神。消费正在成为支撑国内经济增
长的重要力量。解决温饱之后，市场
面对的是一群越来越“挑剔”的消费
者，他们固然喜欢物美价廉，但同时
也愿意为新技术和高品质体验“埋
单”。近年来，中国游客在海外抢购
一些小家电、化妆品等，一方面反映
出国内制造业品质的短板，一方面证
明国内消费需求正在升级。在这种
背景下，企业必须发扬工匠精神，善
于从细节发现需求，臻于至善地追求

品质，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也在呼

唤工匠精神。一个充满活力、创新驱
动的中国，既需要天马行空的“创造
力”，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匠心”。在
这个充满创业创新机遇的时代，需要
一种不投机取巧的拙朴，真正创造出
经得起挑剔目光检验的产品。

工匠精神需要厚植的土壤。当
前，中国经济正在深度结构调整，这
为那些在品质、创新上有远大追求的
市场主体创造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形成崇尚工匠精神的社会氛围，需要
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战略眼
光，持之以恒地“补钙”，从职业精神
的培养，到职业教育的改革，再到荣
誉体系的激励以及文化土壤的培育，
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才能让中国制造
的筋骨更强健、品牌更响亮。

两会新华时评两会新华时评 工匠精神是中国制造要补的“精神之钙”
新华社记者 甘泉 郑昕

政府工作报告首提“赋予地方更多国有企业改革自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