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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工业大奖获奖名
单27日公布，16家企业、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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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汽车驰骋所依赖的齿
轮、变速器，有人工智能开放平
台，从特高压、“手撕钢”到超导材
料、纺织服装。

这份荣誉榜单彰显了“中国
制造”的硬核实力，也是高质量发
展的有力见证。

关键词：聚焦前沿突破

细细梳理这份榜单，不难发
现，向前沿、高端突破是其中共
性。这些获奖企业都在科技创
新、推进成果转化等方面先试先
行，努力创出一片天地。

比如，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
有限公司历时10余年攻关，经历
700多次失败，自主设计、开发了
0.02毫米，仅头发丝般粗细的超
薄钢片，让这一高精尖基础材料
摆脱了“卡脖子”困境，也体现了
我国钢铁行业的蝶变。

天能电池（江苏）有限公司的
铅炭电池攻克了传统电池续航里
程短的技术瓶颈，破解对国外产品
的依赖，应用于混合动力汽车，能
够减少15%至20%的尾气排放；
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开放平台的语
音合成、语音识别、图文识别等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已对产业生态提
供核心技术服务330项……

“聚焦前沿是本届大奖的鲜
明标签。”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
长李毅中说，这些企业或聚焦核

心材料，或瞄准关键工序，努力创
造国际领先水平，实现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转型。

关键词：筑牢产业基础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产业链备
受关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
控，离不开扎实的基本功。

做好基础工艺、基础材料、
关键技术、基础软件，一线企业
在实践。

面料的功能性、服装的色泽
和版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纱线
的品质。纺纱，这个纺织业生产
制造的前端，正在发生蝶变。

榜单中，一个新型纺纱智能
化改造项目引人关注。安徽华茂
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建
设和运行全球技术领先的15万
锭棉纺智能纺纱工厂，可实现纺
纱在线质量控制和可追溯，极大
提升国产全流程智能纺纱核心装
备的制造水平，实现进口替代。

变速器，汽车产业链中关键
的一环。

几十年专注齿轮、电控，陕西
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自主研发生产9挡重型AT自
动变速器，变速器、传动系统等国
际领先，被国内外上千种车型选
为定点配套。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要格
外注重提升固链、补链、强链能
力，带动产业链协同创新。”李毅
中说。

工信部提出，“十四五”时期，

要以重大发展需求为牵引，以重
大技术突破为主攻方向，加大关
键基础技术、关键基础材料、基础
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以及工业
基础软件攻关力度，推动产业基
础高级化。

关键词：面向未来市场

做好产品，是企业立足的
根本。

当竞争愈发激烈，当消费不
断升级，如何适应、满足甚至引领
需求？面向未来市场，是这些企
业给出的答案。

儿童用品，质量格外受关
注。从婴儿车到童装、家居，好孩
子集团不断织密生态链的同时，
创建“极致质量管理模式”，主导
或参与制定国内外标准超 200
项，确保品质安全可追溯。

低碳节能是大趋势。榜单
中，绿色、可持续成为关键词。

比如，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自主打造智能化全钢结构间
接空冷系统；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
司攻克高效电能变换、安全并网应
用等技术，打造可再生能源电源设
备生产基地，设备销往全球120多
个国家和地区……

李毅中说，越是面对变化，越
要适应经济结构和消费升级趋
势，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开发新
品种、创建名品牌、拓展国内外市
场。“这些代表企业和企业家正在
认真思考行业前景，在引领行业
发展方面起着示范作用。”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下，生活回归日常，却又

“不同寻常”。元旦、春节来
临之际，辽宁、北京两地新
增8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北京市顺义区进入“战
时状态”，大连市此前已启
动全员核酸检测筛查，聚集
性疫情风险不容忽视。

公众应该始终保持警
惕的事实是：病毒在刚开始
传播时只是点燃树木的“火
苗”，如果疏忽大意，就会发
展成“山火”。如何将病毒
风险扑灭在萌芽、零星散发
之时，需要政府、社会、单位
和个人聚力，时刻绷紧疫情
防控这根弦。

绷紧疫情防控弦，需要
坚持慎终如始。坚持“四
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治疗）和“四集中”（集
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
源、集中救治）仍然是战胜
疫情、防范风险的关键。针
对筛查、救治、防控过程中
的风险点，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发布《企事业单位复工
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
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
防控技术指南》等多个文
件，这些要求也应成为各地
防控疫情的遵循。

绷紧疫情防控弦，需要
加强查漏补缺。溯源此前
多个地方的聚集性疫情不
难发现，无论是医疗设备还
是冷链食品，只要疫情防控

中有风险点，就存在疫情
“火苗”死灰复燃的可能。
在这方面，堵漏洞、补短板、
强弱项，将疫情防控形成真
正的闭环，才能最大程度防
止疫情反弹。

绷紧疫情防控弦，需要
将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
应急处置有机结合。随着
假期临近，人员流动和聚集
越来越频繁，疫情传播风险
相应增加。在维持生产生
活秩序的情况下做好防控，
需要在“精准”上做文章。
无论是人员进出限制、隔离
和检测范围还是学校停课
放假安排，都应结合地方实
际、运用先进监测追踪技

术，形成精准的防控判断。
绷紧疫情防控弦，需

要形成健康共识，保持常
态 化 防 控 意 识 。 口 罩 成

“标配”，出行先预约、实时
查看“热力图”，就医先测
温、登记信息……虽然疫情
防控措施给公众生活带来
一些不便，但“小麻烦”可以
换来“大安全”。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从戴口
罩、勤洗手、少聚集、不扎
堆、分餐制的健康共识到
合理膳食、适当运动、良好
心态以及充足的睡眠等，
这些做法不仅能够防止病
毒的侵害和传播，也是对
健康中国行动相关要求的
最好践行。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他们，彰显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时刻警惕疫情零星“火苗” 时刻绷紧防疫之弦
新华社记者 陈 聪

新华社太原12月25日电（记者 梁晓
飞）山西省将于2021年1月1日起全面实
施安全生产约谈制度。这项制度旨在进一
步督促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依法履
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强化落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
事故。这是记者日前从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了解到的。

这项制度所称的安全生产约谈，是指
山西省政府安委会主任、副主任，省政府安
委办及省政府安委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成员单位负责人，分别约见市、县
（区）人民政府、监管部门、企业负责人，就
安全生产有关问题进行提醒、告诫，督促整
改的谈话。

按照规定，启动约谈程序后，被约谈方
要在规定期限内将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书面
报约谈方，若被约谈方落实整改措施不力，
连续发生事故，由约谈方给予通报，并抄送
被约谈方的上一级监察机关，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安全生产约谈及其整改情况将纳
入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记者 张辛
欣）中国制造加快升级，练好“基本功”尤为
重要。工信部副部长王志军24日在国新
办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将实施产业
基础再造工程，在重点领域布局一批国家
制造业创新中心，同时加大企业设备更新
和技术改造力度，增强产业链的抗风险能
力和竞争力。

王志军说，“十四五”时期，要以重大发
展需求为牵引，以重大技术突破为主攻方
向，加大关键基础技术、关键基础材料、基础
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以及工业基础软件攻

关力度，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提升我国在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未来五年，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将进
入大规模产业化、商业化阶段。

在新兴产业、优势产业发展方面，王志
军表示，工信部将加快打造5G、集成电路、
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与智能网联汽车、新
材料、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装备等新兴产业
链，围绕量子信息等有望产生颠覆性创新的
产业前瞻部署。同时加快构建新兴产业生
态体系，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在细分市场
占有率比较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企业。

练好制造“基本功”我国加快提升产业链竞争力

山西将全面实施安全生产约谈制度

12 月 27 日 23 时 44 分，我国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
载火箭，成功将遥感三十三号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
功。此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微纳技
术试验卫星。

新华社 发（汪江波 摄）

我国成功发射遥
感三十三号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