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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轻轻优优强强””企企业业
江江苏苏是是咋咋培培育育的的

本报济南3月15日讯（记者
陈玮） 16日，省政协将联

合齐鲁晚报等十余家新闻媒
体和单位启动“民声连线”活
动，就“激发山东新旧动能转
换活力”有关的20个主题，在
一个月的时间内，向公众征集
意见和建议。

省政协将“全面深化改革，
激发新旧动能转化活力”列为
2018年度第一次议政性常委会
议议题。省政协办公厅决定于3
月16日至4月16日向社会广泛
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问
计问需于民，为专题调研提供
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参
考，实现省政协“民声连线”活
动常态化。

围绕议题，此次“民声连

线”征集的意见和内容，包括如
何通过转型转产、搬迁改造等
形式，支持企业跨地区、跨所有
制兼并重组；如何壮大海洋生
物、海洋高端装备等产业等20
个主题，内容涵盖经济、金融、
科技创新、海洋等领域。

即日起至4月16日，公众可
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和建议
发送至：minshenglianxian@
163 .com，每人可提1-3个意见
建议，内容不少于600字，意见
建议应注明姓名、工作单位、联
系电话、通讯地址等。

省政协将选择部分调研充
分、见解深刻、针对性强的好建
议、好主意，汇编成《网络议政
建言录》，为省政协调研组起草

《建议案》提供重要参考。

省省政政协协““民民声声连连线线””今今启启动动
邀您聊一聊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建议

葛山东布局

作为全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桥头堡，山东已经在智能制造上
奋起直追，开始布局新经济发展。

目前，山东已经梳理出“5+5”十强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智慧海洋、医养健康，绿色化工、现
代高效农业、文化创意、精品旅游、现代金融。下一步，山东将在
这十大产业上重点发力。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智慧海
洋、医养健康等五个产业属于新兴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赢
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所在。

2017年，山东还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比如在财税政策
上，落实国家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推进首台(套)技术装
备保险补偿机制；发挥政府性引导基金作用，吸引企业、社会资
本建立智能制造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根据规划，到2022年，山东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
字化制造，有条件、基础好的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基本实现智能
化转型。 本报特派记者 张玉岩 周国芳

22002222年年基基本本实实现现
重重点点领领域域数数字字化化制制造造

本报特派记者
张玉岩 周国芳

引入新兴产业
招商也要缺啥补啥

昆山市张浦镇为啥会在
年销售10亿元和100亿元的项
目中选择了前者。原因在于100
亿元的项目是代工，需要1万名
工人，占地面积大，资源耗费
大，社会管理成本高，而落地的
德国项目是最先进的精密机
械，占地少，并且附加值高。

作为连续13年荣登全国
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
榜首的昆山，是江苏制造业
的典型代表。就在去年，昆山
经济总量突破3500亿元，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是7830亿
元，工业增加值1559亿元。如
今昆山已经从“招商”变为

“选商”，10亿PK掉100亿仅
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在全国人大代表，昆山
市委书记、市长杜小刚看来，
产业转型升级要做加减法。
做减法淘汰落后产能，包括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不达
标的项目；做加法吸引更多
环保型产业，技术含量高、带
动作用大的新兴产业。

“招商引资是有选择性
的，我们会从企业各个方面
综合评估。”杜小刚说，地方
产业升级首先要结合当地产
业基础，梳理出核心产业目
录，从原来粗放型的发展走
向更集中的攻坚发展。同时，
打造全产业链条。

昆山的一个案例，就是把
一台笔记本电脑拆开，里面
1000多个主要零部件，按照“缺
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一个一
个地招商。目前，昆山的四大
支柱产业是光电、半导体、生
物医药以及智能装备，都已经
打造成较为完备的集聚链条。

整合百万粉丝大数据
实现个性化定制

做好产业转型升级的
“加减法”，重视新兴产业企
业的引入，是江苏经验之一。
江苏方面认为，江苏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就是

大力推行智能制造。
“产业转型不是把传统

产业去掉，是新的提升。”全
国人大代表、广博控股集团
董事长王利平说，在发展过
程中，广博大量使用人工智
能，提高智能化水平，减少劳
动力用工成本。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悦
达集团董事局主席王连春在
江苏团主题集中采访时介
绍，悦达集团加强生产过程
的智能化、自动化，生产汽车
的机器人使用率、自动化率
已达到97%以上。此外，产品
也正向智能化方向努力，生
产了首款合资互联网汽车。

互联网、大数据、个性化
也是制造业提升的重要载
体。对此，王利平分享了一个
故事，福建的一个文具经销
商，用网络销售把货卖给了
湖南湘西一个偏远地区的中
学，拿下5 . 8万元的订单。互
联网解决了生产端、销售端、
客户端的有机沟通。同时，大
数据还帮助广博实现了个性
化定制。利用一个有100多万
人的粉丝群，通过新媒体渠
道收集消费者的想法，再整
合大数据实现个性化定制。

在政策保障方面，江苏
省经信委出台“十三五”智能
制造发展规划和三年行动方
案，率先开展了智能车间（工
厂）示范点建设。目前，江苏
已建成智能车间536个，12个
项目入选国家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项目计划，车间自动化、

智能化装备比重达84 . 1%，智
能装备联网率达87 . 6%。

近半产值是高新技术
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江苏从2013年就提出了
实施产业高端发展、信息化
引领等六大行动。2015年，江
苏又制定《中国制造2025江
苏行动纲要》，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
造业基地。

在新的发展理念之下，江
苏的高新技术企业迅速增长。
经科技部认定的江苏高新技
术企业有13278家，在全国排名
第三位，仅次于广东和北京。

从2017年江苏的几个经
济指标上也可以看出，江苏的
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比
如，全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总
量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42.7%，增长速度高达14.4%。

在智能制造这根“指挥
棒”下，江苏全年平均每位从
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也大幅
度增加，达到180578元，比
2016年增加了17907元。

对于未来发展，江苏表
示，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
新一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经济将加快布局。

本报济南3月15日讯（记
者 陈玮）“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制度虽然已经确
立，但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
关规定还有待完善。”全国政
协委员、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王效彤说，今年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
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应
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公益诉
讼制度，并推动制定《公益诉
讼法》，守护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众利益。

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丰
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检察

公益诉讼制度，为统一办理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操
作依据。

王效彤表示，新时代提
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
国的新要求、新目标、新任
务。山东检察机关要以公益
诉讼工作为重要抓手，助力
绿色发展深入推进，护航美
丽山东建设，在污染防治攻
坚战、山东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建设中积极贡献检察
力量，以更好的作为回应人
民群众对绿水青山美好生活
的热切期盼。

王效彤提出，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虽然已经
确立，但法律和司法解释的
相关规定仍相对原则。例如

对于监督范围的拓展、检察
机关的调查权及保障措施、
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程序和
结案方式以及环境修复资金
的监管和鉴定制度等需要进
一步规定和完善。

王效彤建议，应注重归
纳两高司法解释适用过程中
的经验，及时发现和总结司
法解释运行过程中的问题，
围绕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
的权利义务、程序构建、相关
配套制度在实践中进一步探
索，形成具有可复制、可推广
意义的诉讼规则。在此基础
上，适时推动制定《公益诉讼
法》，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
织提起的公益诉讼均纳入专
门法律中。

住鲁全国政协委员、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效彤：

建建议议适适时时推推动动制制定定《公公益益诉诉讼讼法法》

年销售10亿元和100亿元的项目，江苏昆山选择了前者。这种看似出
人意料的选择，背后折射的恰是一种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理念，那就是
更青睐“高轻优强”企业，更注重高质量集约式的发展。做大做强新兴产
业集群，发展智能产业，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这已成为全国各地产

业发展的“指挥棒”。那么，江苏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对当下已吹
响新旧动能转换集结号的山东来说，又有哪些可以借鉴？

江苏悦达

集团的自动化生

产线。（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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