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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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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完善政企对接沟通机制，针对性摸清企业诉
求，在原材料采购、提供应用场景、金融支持等方面化解难点
堵点，让企业心无旁骛在津发展，实现相互成就、相互赋能。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激发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促进创新成
果转化产业化，壮大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等重点
产业链，“链”就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副市长范少军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上接第1版）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发展。要把精品
农业作为发展方向，做优做精做特优势农业资源，提升农产
品附加值，只有精品农业才是都市型农业的未来。要把种
源作为重中之重，聚焦重点培育品牌，加强生物育种、生态
种养技术攻关，提升农产品品质。要把好产品卖出好价钱，
拓展供销渠道，强化品牌管理，加强宣传推介，有效促进农
民增收。

王常松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港口发
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深入推进港产
城融合发展，切实把港口“硬核”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要以市场为导向，在更好满足市场需求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
要以资本为纽带，创新合作模式，发挥天津港综合性枢纽港口
优势，构建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要以质效为根本，建设世界
一流港口。广大委员要持续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更多务实管用
的意见建议，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施策提供有益借鉴。
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相关区和企业负责同志应邀到会

听取意见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打好服务企业“组合拳”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市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

从1.0到7.0，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上接第1版）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守军说，滨
海新区重视企业的感受，“扶上马还送一程”，这让他们能放
开手脚搞创新。目前，企业投资的产业研究院布局了基因
工程疫苗、细胞工厂等12个国际前沿技术领域。越来越多
像瑞普生物这样的优质企业在滨海新区落地生根、拔节生
长，滨海新区选择与其同频共振，给予政策支持，做好服务
保障。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营商环境好不好，经营主体说

了算。
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组团”来滨海新区兴业，玛氏、博

格华纳、霍尼韦尔、格拉默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已成为滨海
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玛氏宠物营养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安宁说，滨海新区的
营商环境有温度、有速度，企业希望借助滨海新区的区位优势
和资源优势，带动宠物护理行业全面发展。享受到留抵退税
政策的哈里伯顿（中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陆满如坦
言，滨海新区给企业提供了专业、高效、优质的服务，他们对在
这片土地上发展充满信心。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长效工程，当持续用力、久久
为功。2023年，滨海新区开通24小时外资企业服务热
线，并通过12345热线、座谈交流、走访调研等多种方式，
为企业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确保企业及时了解并享受
支持政策。

无疑，厚植营商环境的沃土可以暖企、助企，让企业认可
滨海、扎根滨海、筑梦滨海。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滨海
新区民营企业达18.4万户，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实际利
用外资26.7亿美元，富策产业投资、国能融资租赁等企业的实
际到资额超1亿美元。同时，诺和诺德、凯莱英等增资扩产，
用一个个具有“含金量”和“含新量”的项目，为滨海新区的营
商环境投下“信任票”。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的关键一年。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主任李长洪表示，滨
海新区将继续迎着群众期盼前行，提升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便利化水平，持之以恒在打造安商、重商、亲商、护商的营商环
境上下功夫，提振各类经营主体的投资信心和市场预期，激发
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勇扛大国“顶梁柱”使命担当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资国企发展成就综述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新华社记者 王希 任军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
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国
有企业改革发展屡创佳绩，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
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时代新征
程，国有企业牢记“国之大者”，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
前进，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撑起国民经济脊梁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发展工业成为重要任务。
造出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大庆油田
甩掉中国“贫油”帽子，鞍钢研发出“争气钢”……一批“共和
国长子”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创造了一系列
“新中国第一”，拉开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时代大幕。

改革开放浪潮奔涌，国有企业在艰难中探索，努力做好
与市场经济融合这篇“大文章”。一批面向市场竞争、以质
量效益为导向的现代企业“破茧而出”。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资国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题，推动企业改革发展发生了全
局性、转折性重大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从
2012年的71.4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317.1万亿元，利润
总额从2012年的2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4.5万亿元，规
模实力和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75年风雨兼程，国有企业“姓党为民”的政治本色更加
彰显。

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累计上缴税费超过20万亿元，上

交国有资本收益1.5万亿元，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资本1.2万
亿元；坚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累计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
超过千亿元。

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今年以来，一系列“大国重器”接连“上新”，多项超级
工程惊艳亮相，彰显了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硬
核”科技实力。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改

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企业日益成为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的主体。作为其中的骨干中坚力量，国资国企把
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成果不
断涌现，科技产出量质齐升。

集中优势资源，着力攻克“卡脖子”难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技术难题和国际封锁，广大科技

工作者隐姓埋名、接续奋斗，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了艰苦卓
绝的贡献，一批追赶世界水平的首创成果振奋人心，其中
“两弹一星”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的一座历史丰碑。

破除机制藩篱，打通创新“血脉”——
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不断完善出资人政策，科技创新

考核对工业和科研企业实现全覆盖；“十三五”期间中央企业
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4.5%，过去两年研发投入均超过万亿元。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广大国有企业正探索灵活开展多种
形式的中长期激励和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机制，做实做细合规免
责机制，让国有企业充满生机活力，创新创造的潜能充分激发。

推动深度融合，让科技与产业“双向奔赴”——
今年前7个月，中央企业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超

1万亿元。
实施数字化转型行动和“AI+”专项行动，启动央企产

业焕新行动和未来产业启航行动……近年来，国资央企采
取一系列举措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
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提供有力支撑。

纵深推进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国企经营

者们发现，除了勇敢地走向市场外别无他路。
经过放权让利、转换经营机制、推行股份制改革、探索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艰辛探索，重新焕发活力的国有企
业，开始真正地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并且在竞争中发展壮大。

进入新时代，国资国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不断涉深水区、啃硬骨头，全面落实国企改革“1+N”文件体
系，接力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一
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令人振奋。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
公司制改制全面完成，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实现收官，三项制度改革全面破冰突围，国资监管专
业化、体系化、法治化、高效化优势切实发挥，一批发展方式
新、公司治理新、经营机制新的现代新国企加速涌现。

布局结构优化调整深入推进——
央企层面累计完成28组50家企业重组整合，新组建和接

收央企15家；大力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2023年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首破10万亿元。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截至目前，中央企业对外参股投资各类企业超过1.3万

户；央企直接带动的供应链上下游200多万户企业中，96%是
民营中小企业。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把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全局，进行了系统部署，明确了新
征程上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位、前行的节奏和工作的重点。

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国资国企正全力以赴落实好各
项关键任务，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把改革向纵深推进，更好
地履行新责任新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