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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着眼由大到强，中国决心依靠创新托
举中国制造。国务院日前印发《中国制造2025》，提出
围绕九项战略任务和重点，完善八方面战略支撑与保
障，通过“三步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进入世界制
造强国前列。宏伟的蓝图和详细的规划，让中国制造
这艘大船驶上改革创新的风口。

工业是经济的根基，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源泉，工业
的发展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历次工业革命的经验告
诉我们，哪个国家在科技创新、制造业革命中占得先
机，哪个国家就能以稳健的发展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150多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大而不强
的制造业迅速在殖民侵略中没落。现在，当中国以全
球第二的经济体量再次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大而不强
仍然是中国制造急需突破的瓶颈。而《中国制造2025》
正是破题蓝图。

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由大到强，创新是必由之路。
今天大量的“中国制造”仍是“便宜货”的代名词，让人
不禁想起历史上的“德国制造”——100多年前也曾位
居低端。知耻后勇，正是将目标专注于产品品质，以技
术标准、管理制度、人才培养等创新夯实制造业的根
基，“德国制造”才成功转型升级，并引领着全球制造业

迈向“工业4.0”。今天的中国制造，同样需要大力推进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创新，让中国制造从全球价值链
低端走向中高端。

在“中国制造2025”中，创新是勾勒蓝图的一条主
线。制度创新不强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在指导思想
里，创新驱动被摆在首位；在九项战略任务和重点中，
第一项就要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在五大工程里，
第一个就是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这表明，创新
是提升中国制造的基础，没有创新带来的活力和动力，
中国制造只能原地踏步。

必须看到，在经济新常态下，作为创新驱动的主战
场，中国制造由大到强对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至关
重要。从载人航天、高速铁路、新一代移动通信等领域
的突破，到智能机器人等大量创新性技术的应用，制造
业的一系列创新正为经济带来更多新增长点。

厚国之力须兴工商。工业强国梦凝聚了几个世纪
中国人的汗水，今天仍然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梦想。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制度
和技术创新将形成一股浪潮，推动中国制造的大船扬
帆出海，让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勇立
潮头。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吴晶晶）记者19日从中科院获悉，我国科学
家最新研究发现重编程中细胞重塑的关键作用和调节机制。该发现
将拓展人们对糖尿病、癌症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等代谢疾病中细胞重
塑如何影响细胞命运的认识，为寻找新的治疗手段提供有力依据。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裴端卿和秦宝明实验组的这
项成果在线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细胞生物学》上。

什么是细胞重塑？科研人员介绍，成体细胞犹如一个具有特定功
用的房间，房间里的器具构造决定了它是居家、办公还是商铺；而胚胎
干细胞则更像是一个空房间，根据需要你可以把它改造做任何用途。
成体细胞重编程为胚胎干细胞的过程，如同把原有房间里的器具构造
清空，只留下一些水电等最基本的设施，这是细胞在结构上“返老还
童”的关键过程。

2006年日本科学家建立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技术，实现
了成体细胞逆转为具有多种分化潜能的类似胚胎干细胞状态的iPS细
胞，叩开了再生医学的大门。但该技术在大规模应用前仍存在很多需
要弄清楚的科学问题。

“细胞在饥饿等胁迫条件下会主动降解自身细胞质组分，这一过
程被称为‘自噬’。此前有研究认为，自噬在重编程早期发挥关键作
用。而我们研究发现，自噬对重编程非但不是必须，反而起阻碍作
用。重编程在自噬缺失的细胞中不仅效率更高，而且获得的iPS细胞
具有正常的多能性。”裴端卿说。

秦宝明介绍，研究中进一步发现，细胞重塑的发生实际上来自雷
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1的关闭，其持续开启则阻断细胞重塑、线粒体代
谢转变以及重编程的发生。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周玮）我国现有多少“管文
化”的法律法规？19日在京举行的全国文化法治工作
会议上，文化部部长雒树刚作了一番梳理。

雒树刚说，目前我国在国家层面初步建立起了覆
盖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市场管理、知识
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其中，与文化工作
关系密切的文化法律有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著作权法3部；行政法规有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
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
条例、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长城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条例、博物馆条例等10多部。文化部现行
有效的部门规章32个。

与此同时，各地文化行政部门根据国家的上位法，
并结合当地实际，推动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规
章，涵盖公共文化服务、传统文化保护、文化产业等多
个领域。据统计，与文化工作密切相关的地方性法规
有154部，地方政府规章有138部，地方规范性文件达
13000余件。全国地方文化立法数量超过10部的有
北京、河北、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
湖北、广东、四川、贵州、云南等14个省市。

在国家立法尚处于空白或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有
的地方还针对现实需要，积极探索制定地方性法规或
规章，比如云南省制定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为
国家层面立法提供了有益参考。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 王井怀）记者日
前从山西省环保厅获悉，该省出台规定要
求全省水源地、风景区等环境敏感区域，
将一律不得建设低热值煤发电项目。太
原市作为重点控制区，也将严格控制该类
项目的审批。

山西是煤炭大省，煤炭在生产和洗选
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煤矸石、煤泥、洗中
煤等低热值煤资源。为更好地利用这些
资源，2013年 6月国家能源局委托山西
省负责“十二五”期间1920万千瓦低热值
煤发电项目规划布局及核准工作。此后，
环保部等国家部委陆续把相关审批权限
下放给山西省，该省也随之出台一系列规
定对低热值煤发电项目的审批工作加以
规范。

日前山西省出台的《关于低热值煤发
电项目环评审批的实施意见》要求，严格
项目布局选址。在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泉域重点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等环境敏感区，一
律不得建设低热值煤发电项目。

同时，严格执行大气污染防治要求。
太原市作为重点控制区，全境只能建设

“上大压小”或热电联产燃煤发电项目；大
同市、朔州市、忻州市作为一般控制区，所
设区（不含县）只能建设热电联产燃煤发

电项目；全省所有城市（含
县级市）建成区、规划区只
能建设热电联产燃煤发电
项目。

此外规定还要求，新建低热值煤发电
项目必须严格执行该省《关于推进全省燃
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实施意见》中提出的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烟尘超低排放限值。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崔静）记者近日从环保部了
解 到 ，2014 年 环 保 部

“12369”环保举报热线受
理的群众举报中，大气污染
是引发群众举报的首因，涉
及大气污染的举报占到受
理总数的78％，其次是水
污染和噪声污染，分别占受
理总数的31％和25％。

据悉，2014年，环保部
“12369”环保举报热线共
受理群众举报1463件，目
前已全部办结，按期结案率
100％。与上年相比，大气
污染和噪声污染举报比例
分别增长了5％和1％，水
污 染 举 报 比 例 下 降 了
6％。另外，由于水和固体
废弃物等污染在感官上更
容易以大气污染的形式被
发现，经查实际存在大气污
染的案件占到存在环境违
法问题案件总数的64％。

经各级环保部门现场
查处，举报件中存在环境违
法问题的有1137件，占总
数的 78％，有 326 件未发

现群众反映的问题，占总数的22％。各地
环保部门已对这些环境违法行为依法进
行了处理，其中责令限期整改465件、停
产治理321件、处以罚款234件、现场予以
纠正205件、补办环评手续170件、取缔关
闭133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87件。目
前，这些处理措施已得到较好的落实。

从地区分布来看，中东部地区举报多
发形势尚未扭转。2014年举报数量前五
位的省份是：河南、山东、江苏、湖北、广
东，五省举报量之和占全国的43％。从
往年情况看，这五省举报量长期位于全
国前列。

2014年京津冀地区开展联防联控取
得了一定成效。河北省举报量从2013年
的312件下降至88件，降幅达72％，举报
数量排名首次退出全国前五名。

从行业分布来看，化工业污染占比遥
遥领先。2014年举报最多的行业是化工
业，占受理总数的28％，其次是金属冶炼
加工业（15％）和非金属矿产加工业
（12％），三者举报量合计约占受理总数的
一半。与上年相比，三大污染行业排名未
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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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发现细胞
“返老还童”关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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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在敦煌鸣沙山景区，游
客们骑着骆驼穿越沙漠。进入5月以
来，甘肃敦煌鸣沙山景区迎来旅游旺
季。游人在浩瀚无边的沙海中踏

“浪”穿行，妙趣横生，美不胜收。
新华社记者 王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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