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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2
（一）时代的进程，犹如环环相扣的乐章，不

断鸣响动人的和弦。
“78年前，《团结就是力量》从你们那里唱响，

成了亿万人民广为传唱的一首革命歌曲。”2021
年 2月 7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河北省平山
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员，“把乡亲们更好团
结起来、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
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团结就是力量，振奋着一个逐梦前行的民
族；日子越过越好，展现出一个日新奋进的国家。

2016—2020年，一段浓墨重彩的华章。经济
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超过1万美
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
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
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时间的巨笔绘就了令
人惊叹的壮美画卷。

2021—2035年，一段波澜壮阔的征程。在不
懈奋斗中，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准确把握新
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前进的号角鼓舞着永不停歇的奋斗脚
步。

从“十三五”到“十四五”，两个五年规划的时
空交汇，一个伟大故事的承前启后。习近平主席
的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令人心潮澎湃——“我们
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
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四海升腾，这边风景多锦绣；九州激荡，乘势
而上开山河。

（二）“每过五年，中国就规划一幅发展蓝图”
“要了解中国的下一步，你最好关注十三五”……
2015 年 10 月，一首《十三五之歌》走红网络。除
了歌曲本身的创新表达，“十三五”规划指引的发
展方向，更吸引着国内外网友的目光。

“从时间上说，‘十三五’规划，是实现全面小
康的规划，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规划。”2015
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代表委员
共商国是时如此判断。“十三五”规划，不仅关系
着这一个“五年”，更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
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难走的路是上坡路。向全面小康冲刺，摆在
我们面前的，是“贫困程度深、减贫成本高、脱贫
难度大”的巨大挑战，是“发展方式粗放，不平衡、
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是“经济增速换
挡、结构调整阵痛、动能转换困难相互交织”的现
实难题……

不仅如此，“十三五”期间，世界进入动荡变
革期。“黑天鹅”频飞，“灰犀牛”乱撞，逆全球化思
潮暗流涌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卷土重来。特
别是个别国家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百年不遇的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又给我国的发展带来更
多严峻挑战。

在惊涛骇浪中挺立潮头，在栉风沐雨中书写
华章。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习近平总书
记以非凡的政治勇气、深厚的人民情怀、深邃的
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科学的辩证思维、强
烈的创新精神，为中国号巨轮领航掌舵，回答了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标定了这5年的目
标任务与历史方位。

一个个高瞻远瞩的判断、一次次审时度势的
决策、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彰显着大党大国
领袖的责任担当，为“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指引着
方向：

——“‘十三五’规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必须适应新常态、

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

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
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勇
气、攻城拔寨的拼劲，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

——“我们要以更大的开放拥抱发展机遇，
以更好的合作谋求互利共赢，引导经济全球化朝
正确方向发展”；

——“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坚决夺
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十三五”期间，面

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不断把蓝图
化为美景，把憧憬变成现实。

这是一条攻坚克难的征途。着力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一步
步艰苦跋涉、披荆斩棘，不断为推进高质量发展
开拓新空间。

这是一次风雨兼程的行进。稳经济、促发
展，战疫情、斗洪峰，化危机、应变局，在前所未有
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面前，在前所未有的矛盾风
险挑战面前，一次次化危为机、浴火重生，定格下
中国人民风雨无阻向前进的勇毅身影。

这是一段把握机遇的航程。设立自贸区、举
办进博会、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定不移站
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一个个关键抉择、开放举措，
让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
东方。

还记得 2016 年初，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变
化，“中国将遭遇经济发展的滑铁卢”“中国经济
硬着陆”等悲观论调不绝于耳。“十三五”的实践
给出有力回应——

这 5年，中国经济总量相继突破 70万亿元、
80万亿元、90万亿元、100万亿元大关，稳居世界
第二，人均 GDP连续两年超过 1万美元，稳居中
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唯
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世界银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和众多跨国公司纷
纷为中国投下“信任票”。

“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时间这位伟大
的魔术师，从不辜负对拼搏者的允诺，从不吝啬

对奋斗者的褒奖。
（三）翻过一座山需要多久？
对一辈子生活在悬崖上的四川凉山彝族自

治州昭觉县阿土列尔村村民而言，翻越家门口垂
直落差 800 多米的大山，祖祖辈辈期盼了几百
年；对深深渴望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中华民族
来说，翻越绝对贫困的大山，世世代代奋斗了几
千年。

“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揪心。”
2017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有关“悬
崖村”的新闻报道时，关切之情溢于言表。2020
年 5 月，经过脱贫攻坚不懈努力，村民们下山迁
入新居。从藤梯到钢梯再到楼梯，村民们终于翻
越了这座“贫困大山”。

“十三五”期间，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人口全部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
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
贫。

一个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巨大难题，在新
时代历史性画上句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成功
的脱贫故事”，在世界的东方完成书写。

“十三五”期间，一组组夺目数字、一项项创
新成果、一个个历史成就，见证极不平凡的5年，
写下载入史册的答卷——

5年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形
成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全球最大和
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粮食产量站稳 1.3万亿斤
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达 470 公斤以上，远高于
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工业增加值占
全球份额近30%，连续11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
业国家……里程碑式的发展跨越，为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增添了充足底气。

5 年间，从运营里程翻了近一番的高速铁
路，到迅速发展的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从C919
大型客机翱翔蓝天，到北斗卫星全球组网；从“天
问一号”带着中国的问候奔向火星，到“奋斗者”
号潜入万米海底逐梦深蓝；从“九章”量子计算机
横空出世，到建成全球最大 5G 网络……持续涌
现的创新成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
动力。

5 年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超过 6000
万人，创新创业大潮涌动；全国 99.8%的义务教
育学校办学条件达标，义务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养老服务床位数超过 761 万张，近 3000 万老年
人享受高龄补贴；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13.6亿人，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 10 亿人，建成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温暖人心的民生答
卷，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写下了
生动注脚。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十三五”规划的一步
步实施，展现着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彰
显着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

（四）历史的细节，时常内有乾坤。
北京天文馆的一个展柜中，静静躺着 0.5克

月岩样品，这是 1978 年美国客人赠送的一份特
殊礼物。对于当时缺乏自主探月能力的中国来
说，这份礼物弥足珍贵。

2020 年 12 月 17 日，我国嫦娥五号返回器携
带采集的 1731 克月球样品安全着陆，中国成为
第三个从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

“可上九天揽月”的历史性成就，源自“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历史性变革。

翻开“十三五”规划，“新常态”是一个关键
词。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
五年规划，“十三五”的蓝图要如何铺展？在速度
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下，“十三五”
的新局要如何开创？

“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
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
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
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2016年4月25日，安徽凤阳小岗村。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与当地干部
群众座谈，部署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工作。6个月
后，《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
置办法的意见》出炉，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
后，我国农村改革迎来又一重大制度创新。

从土地上的创新，到各领域的变革，“十三
五”时期，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
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
成为根本目的，推动神州大地上气势如虹的改革
发展实践——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加快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宪法修正案、民法典、香
港国安法等相继颁布，推动从“有法可依”迈向

“良法善治”；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我们
以改革夯实国家治理基础。

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科研人员和创新
主体减负松绑，点燃科技创新的引擎；持续简政
放权，优化营商环境，拓展创新创业的空间；京
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跑
出区域协同发展的“加速度”；自贸试验区不断
扩容、外商投资法颁布实施，打开对外开放的新
局面……我们以改革不断激发新活力、打造新优
势。

从个人所得税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到药品
集中带量采购常态化制度化，从户籍制度改革全
面落地，到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做
大“蛋糕”又分好“蛋糕”，让全体人民共同享有改
革发展的成果，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
们以改革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历史的进程有多么波澜壮阔，它产生的影响

就有多么广泛深远。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冲刺的

5 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 5
年。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量的积累”转
向“质的飞跃”，从“体量优势”转向“质量优势”，
我们在奋进中发展，于变革中新生，向着更开阔
的水域破浪前行。

（五）“我们的很多冬奥项目在两年多的时间
里实现从无到有，一些项目达到了世界先进水
平，靠的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2021 年 1 月 19
日，在张家口实地了解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
奥会筹办情况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发人深
思。

中国为什么能？有人曾将中国经济的腾飞
归结为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承接产业转移等

“后发优势”，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靠的是人口
红利、环境容量等“比较优势”。但“后发优势”不
会自动转化成发展优势，“比较优势”也不会天然
变为竞争优势。是什么样的深层密码，让中国不
断激活发展优势、释放发展潜力，在如此短的时
间里，创造如此大的奇迹？

回首2020 年，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
情，为何一个 14 亿人口的国家，能做到全国

“一盘棋”“一张网”“一条心”，取得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重大战略成果？面对全球经济的深度
衰退，为何一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率
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
长由负转正？

问题的答案，就在具有无比广阔时代舞台、
无比深厚历史底蕴、无比强大前进定力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
民拥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中。

难以忘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一声令下，
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300 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
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
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难以忘记，疫情防控最为
吃劲的重要关头，一声令下，从白衣天使到人民
子弟兵，从科研人员到社区工作者，从志愿者到
工程建设者，从古稀老人到“90 后”“00 后”青年
一代，14亿人民全面动员、全民参战；难以忘记，
党和国家机构大力度调整改革，一声令下，仅仅
3个月，改革方案中确定的25个应挂牌的新组建
或重新组建部门就全部亮相……

“十三五”期间，在攻坚克难中奋力突破，在
披荆斩棘中坚定前行，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领导力是最关键
的条件，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
定性作用。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正因如此，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我
们敢去想，而且想了就能去做，做了就能做成；正
因如此，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
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前进步伐。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关键时刻，更见勇
毅担当。

（六）“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属性，在危机中
或紧急情况下，人民的福祉优先于利润。”一位外
国政治学家在观察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后这样
评价。

（下转第三版）

2月9日，我省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共建的
智能矿山创新实验室在太原揭牌。该实验室从
筹划到揭牌运行仅用时两个月，成为山西速度、
山西效率、山西形象的有力印证。大数据、智能
化改变着生产，改变着生活，改变着山西经济发
展的模样。

2月18日，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省工信
厅启动双月入企服务周活动。聚焦“六新”突
破，聚力转型发展，重点围绕信创、大数据、半导
体、光电、光伏等 14 大标志性引领性新兴产业
集群，省工信厅分别成立 14 个突破服务组，赴
重点企业和项目现场帮扶指导。

横下一条心，培育新动能。山西锚定战略
性新兴产业，加速培育竞争优势彰显的现代产
业体系，昂扬进取、步履铿锵。

经过各行各业接续努力，我省传统产业蝶
变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异军突
起，工业高质量转型发展迈出新步伐。“十三五”
时期，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7.8%，山西经济正加速从“一煤独大”向“八柱擎
天”转变。

引项目聚人才，促进新兴产业集群
化高端化智能化

2020 年，山西聚力打造 14 个标志性、引领
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引进相关大企业大项目、
高端紧缺人才和研发机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我省发布实施
支持信创、新材料、集成电路和软件等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促进高成长性产业
提速发展。重点行业年度发展行动计划、《山西
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战略性新兴产业
电价机制实施方案》等相继出台实施。

2020 年 10 月 21 日，在山西省电力交易中
心，战略性新兴产业用电首场交易会鸣锣开
市。26家售电公司、6家电力批发用户代表217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用户挂牌报出用电需求，21
家发电企业现场摘牌报出供电量。经过近1小
时的现场交易，交易中心大屏幕上的总成交电
量定格在53.33亿千瓦时。打造电价“洼地”，集
聚先进产能。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电价机制改

革正式落地，用电电压等级 110 千伏及以上的
14大标志性、引领性新兴产业用户实现终端电
价 0.3元/千瓦时。2020年全省先后有 442户企
业参与新兴产业电力交易。

晋阳湖·首届集成电路和软件业峰会在太
原成功举办，行业领军企业代表、知名专家学者
等600多人汇聚龙城，共话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
高质量发展。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专家咨询
服务活动山西行启动，35位院士、专家抵晋为山
西高质量转型发展把脉问诊、支招出力。

创载体、建机制、搭平台、优服务，我省汇聚
政策合力，推动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新兴产业蓬
勃兴起。大数据、信创等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部分细分领域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全省累计开通 5G 基站 16281 座，开通率居
全国第一方阵。新元煤矿、庞庞塔煤矿率先建
成井下 5G 专网，成为全国智慧矿山建设的典
范。大数据产业全省已建、在建数据中心设计
标准机架达到 23.36万架，服务器能力近 240万
台，年均增长率、上架利用率均达到 61%，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半导体产业形成了第二/三代半
导体衬底材料-芯片-封装-应用产业链，烁科
晶体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占国内市场50%以上
份额。光电产业集聚了一批创新型骨干企业，
山西高科LED封装、显示屏规模居全国前列。

构建七位一体创新体系，激发各类
创新主体活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
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
霞为技术团队定下两个目标：“今年我们要尽快
完成国际首个 III 型胶原蛋白标志性成果项目
落地，并实现全球首个人源化胶原蛋白新材料
产业园投产达效。”专注于功能蛋白领域研发和

产业化的锦波生物2020年创新成果丰硕。企业
科研投入占到总产值的近 16%，完成发明专利
申报 4项、国际 PCT专利申报 1项、国际蛋白结
构数据库收录蛋白原子结构解析2项。杨霞认
为，山西致力于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环境，对关键
技术研发、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支持，为企业创新
发展带来巨大助力。

2020年，我省出台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创新生态系统行动方案，梳理完善“四个清单”，着
力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七位一体创新体系，激
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信创、大数据、半导体、新材
料以及新装备等重点领域实现新的突破。

2020 年 12 月 12 日，郑太高铁全线贯通运
营。飞驰在郑太高铁线上承担首发任务的高速
动车组，装配了来自中车永济电机公司的牵引
电机。该公司研制的电传动系统产品已覆盖我
国铁路一半以上的高速动车组，牵引高速动车
组经受住了各种复杂气候及运行条件的考验。
牵引时速达 400公里的跨国互联互通高速动车
组正式下线，更是让中车永济电机公司以及中
国高铁享誉海外。

太重轨道交通时速 350公里标准动车组轮
轴核心技术实现国产化，新能源汽车整车产能达
31万辆。新材料产业在碳基新材料、生物基新材
料、先进金属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四个特
色领域率先突破，太钢集团特殊钢材料有18种
产品国内首创、26种产品市场占有率第一。阳泉
市被评为“中国纤维新材料产业示范基地”。

一项项创新实践为山西经济高质量转型发
展注入鲜活动力。

抢占制高点，引领新赛道，实施产业
集群突破

2020 年 7 月，山西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
司“智能云”工厂网信产品下线。该项目从开工

到建成投产用时不到 4 个月，成为中国长城签
约最快、落地最快的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环首都·太行山能源信息技术产业基地一
期正式开园，大同市政府与秦淮数据集团签订
新一代 AI 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扩容项目投资协
议，建设全国首个将能源与大数据产业深度融
合的国家级信息技术产业基地。

作为国内率先实现异质结技术量产的制造
商，晋能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异质结二期项
目166mm太阳能电池片成功下线，实现大尺寸
HJT电池片量产技术应用新突破。

2020年，我省坚持贯彻省委“四为四高两同
步”总体思路和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围绕千亿产业培育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两大重点，实施工业转型升级项目“百千工程”，
积极开展“进工地、到一线、解难题”活动。山西
合成生物产业生态园、中煤科工智能制造基地
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顺利推进。省级“双百”工
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36亿元，86

个项目建成投产或部分投产。
全省目前已集聚了中国电科、中国电子、华

为、龙芯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形成以百信、长
城、曙光等为主的整机制造基地，生产能力达到
260万台，初步构建起 CPU-操作系统-基础软
件-整机-配套外设-应用集成的产业链条；百
度公司在综改示范区建立全国最大的单体数据
标注基地；我省成为国家首批数据管理能力成
熟度评估（DCMM）试点地区。

“坚定不移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加快优势
转换，集中力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在有
创新性、超前性、先导性、引领性和基础性的产业
领域打造集群，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为构建支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现代产
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
为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吹响新征程的号角。

2021年，我省将在全力推进14个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上，选定10个产业集群
率先突破，抢占制高点，引领新赛道。

以 14个标志性引领性产业集群为重点，积
极开展招商引资、引智活动；聚焦产业链布局需
求，搭建创新平台，推动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创
新成果产业化；推进200个制造业转型升级项目
和 200个数字经济领域牵引项目建设……山西
正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路上阔步前行。

（据《山西日报》记者晋帅妮）

——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十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形成

风雨无阻的奋进征程
——写在“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面开启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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