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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刚果（布）总

统萨苏就中刚建交 60
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强调，增

强土地要素对优势地

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

力，进一步提升基层

应急管理能力。

2月19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AI赋能 产业焕

新”中央企业人工智能专题推进会，强调中央企业

要把发展人工智能放在全局工作中统筹谋划，深入

推进产业焕新，加快布局和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颇具深意

2024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国资委在去

年6次谋划部署的基础上，第7次重点“点题”央企

发展人工智能，颇具深意。

“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是国资央企发挥功

能使命，抢抓战略机遇，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华禹创投总裁、北京高精尖科

技开发院院长汪斌表示。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今年国资央企一项重要任

务。”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认为，人工智能不仅

是各国企业竞争的新赛道，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主阵地。中央企业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

变革，把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责无旁贷。

在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看来，部署推进国

资央企发展人工智能，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央

企是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骨干力量，也是在新

型举国体制下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柱；另一方

面，央企规模大、实力雄厚、人才济济，对于发展AI
这类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产业有着极大的优势。

米磊说,“在国家政策和央企的支撑带动下，

我国的AI产业或将迎来更大的进步。”

“头雁”效应

会上，10家中央企业签订倡议书，表示将主动

向社会开放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赵刚认为，央企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主力

军，是促进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需求方。央企开放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一方面，有助于整合各方创新

力量，加速央企智能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

推进央企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为各类AI

企业提供制造、能源、商贸、物流、电信等重点行业

的主流应用场景，激发企业深化技术研发，开发商

业化应用，带动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

“这将为AI企业进入国资央企产业链、供应链

体系，开展技术验证、产品创新带来重要利好，也有

助于形成以行业央企为‘链主’，大中小企业以场景

为纽带实现融通发展的新局面。”长城战略咨询合

伙人、场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志华表示，龙头

企业开放场景与AI企业合作是发挥人工智能“头

雁”效应，实现产业赋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

环。

“这是一个大利好。”中科闻歌创始人兼董事长

王磊表示，为高质量发展提出新思路，就是向新技

术要生产力。央企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

举瞄准科技前沿，将在资本投入、人才培育、场景开

放方面极大促进AI新技术发展，有助于缩小先进

技术差距，创新科技成果，抢占科技高峰、培育优质

企业，值得期待。

“非常希望中科闻歌的积累，能与央企的AI创

新合作结合，实现共同探索。”王磊说。

“小冰在不断完善技术框架，让数字人能力提

升，为更多传统行业提质增效。”小冰公司COO徐

元春对与央企的AI合作充满期待。他介绍，小冰

有一个重要的业务场景叫“数字员工”，已在招商局

集团、中国纺织信息中心、中国联通等落地应用。

小冰与中纺合作的DPI人工智能图案设计平台，是

人工智能与传统纺织业深度融合的案例。目前已

有400余家企业注册，并在生产场景中应用。

产业焕新

推动央企在人工智能领域实现更好发展、发挥

更大作用，会议提出，开展AI+专项行动，强化需求

牵引，加快重点行业赋能，构建一批产业多模态优

质数据集，打造从基础设施、算法工具、智能平台到

解决方案的大模型赋能产业生态。

▶ 本报记者 张伟

习近平向第37届非洲

联盟峰会致贺电。

中共中央印发《党史

学习教育工作条例》。

国资委点题“AI+” 赋能产业焕新

科技部科技部20232023年承办建议提案年承办建议提案16411641件件

全国人大代表王琼是武汉市水务集团宗关水厂水质检验高级技师。从业29年，王琼以一股“较真”的工作态度，监测长江

水源地的水质，关注长江水生态的变化，精细把好自来水安全关，曾获得湖北省荆楚工匠、湖北省首席技师、武汉市劳动模范

等荣誉。今年全国两会，王琼将带着5份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前往北京。她希望，这些建议对守护长江水生态环境、呵

护“微笑天使”长江江豚发挥积极作用。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强化企

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施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翟刚没想到，

自己在 2023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的“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

体地位的建议”，得到了科技部的高度重视。

“全国两会后，科技部第一时间召开党组会专题研究部

署。”2月19日，科技部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23年，

科技部对牵头办理的12件重点督办建议、5件重点提案逐件拟

定工作方案，通过开展实地走访调研，与代表委员座谈、与相关

部门会商研讨，共同推动问题解决。

印发《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2-2023年）》

以及《关于营造更好环境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通知》，加

大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将符合条件的企业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到100%；支持企业牵头开展产业关键技

术攻关，目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企业参加或牵头的占比已接

近80%……

这是近年来科技部以建议提案高质量办复助力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科技部承办的建议提案数

量从2018年的687件增至2023年的1641件。尽管数量不断增

长，但科技部所有承办的建议提案和议案均按时高质量办复，

做到了办件沟通率、按时办结率、代表委员满意率“3个100%”。

“我们力求通过办理一件意见建议，解决一批相关问题，以

点带面推动工作。”上述负责人介绍。为此，科技部建立了部党

组统筹领导、部领导分工负责、办公厅协调督办、业务司局承办

落实的办理工作责任机制，并紧密结合主题教育、大兴调查研

究等工作，深入一线调研座谈。

在总结历年建议提案办理经验的基础上，科技部还不断优

化办理流程、创新办理方式，全流程严把交办关、程序关、进度

关、复文关，坚持突出重点、多方协同联动。

比如，采用三步工作方法，即落实与代表委员办前主动联

系、办中密切沟通、办后交流回访；坚持“文来文往”与“人来人

往”相结合，将“请进来”座谈与“走出去”调研相结合，准确把握

代表委员意见建议，不断提升办理工作质量。

与此同时，科技部还创新督查督办方式，明确时间表、责任

人，建立总台账，做到“挂图推进”“倒排工期”，综合运用每周通

报办理进度、“点对点”督办等多种方式加强督促，确保建议提

案如期高效办结。

聚焦代表委员关于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创新引领作用的建

议，科技部专题研究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有关措施，落实与国务

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等部门年度会商机制，支持科技领军企

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科技任务，充分发挥企业“出题

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通过吸纳一些代表委员关于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和科研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

建议意见，科技部加快完成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任务，实施

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扎实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

试点工作，健全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激活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积

极回应代表委员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的有关建议，

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配套政策，强

化对成果转化全链条指导，畅通成果转化路径，推动科技创新

成果由“书架”走上“货架”……

“科技部注重把代表委员的关注关切、真知灼见充分吸纳

并深度融入具体工作中，转化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实招硬

招。”上述负责人说，下一步，科技部将继续汲取代表委员的智

慧与力量，切实发挥建议提案办理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作出

新贡献。

▶ 科技日报记者 刘垠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抢订单、忙生产、拼交

付；在车间，在工厂，在实验室……看新年新景新篇，

国家高新区处处龙腾虎跃，干事创业的氛围“热辣滚

烫”。

2月18日农历甲辰年的首个工作日，在中关村壹

号平方和公司宽敞明亮的北京总部办公区，键盘敲击

声此起彼伏。运营、研发、工程、设备各团队工作有序

展开；测试、开发、会议，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国内首

套创新工艺的隐形眼镜生产线，正在紧锣密鼓地调配

生产。一个个紧张忙碌的身影，开启了龙年“加速

度”。

“品控一定要把握好，不能出任何问题。”“结合上

次与客户面谈的结果，这里可以重点突出。”同样，在

中关村翠湖科技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佳讯飞

鸿的员工，有的忙碌在生产车间，准备新年第一批次

的发货任务；有的专注于重要客户的最优解决方案汇

报；有的奔赴铁路一线项目现场为客户排忧解难……

合计金额1.7亿元，满载R代塔机新品、无人升降

机、海外高端定制产品，百余台宽体车身披红花，集结

成队，从常德高新区中联重科常德智能工厂鱼贯而

出，奔赴海内外各大建设现场。

南昌高新区企业兆驰半导体的生产车间，机器快

速运转，工人操作有条不紊，中控室内的大屏幕上，不

断闪烁着的生产数据传递出企业强大的生产能力。

贵阳高新区沙文园区企业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

司的全封闭车间，一瓶瓶药剂在生产线上被灌装、包

装、编码……

“2024年，我们计划生产4375万盒药剂，较同期提

升27.08%。今年一季度计划完成924万盒药剂，全力

冲刺‘开门红’，并为‘全年红’坚定基础。”该企业生产副总经理吴睿介绍

说。

“现在订单已经排到了二季度。”在海口药谷工业园企业海南倍特药业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该企业副总经理石德春在和工作人员一道忙生产、赶

订单。

园区另一侧，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海口生产基地生产正酣。在企

业 1000片剂包装车间，多台全自动装盒机高速运转，一盒盒药品完成检

测、称重、捆扎等工序后装箱入库，第一时间发往各地医院。

企业生产“不打烊”，在实验室，科研人员更是忙中有序，铆足劲加油干。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五号楼三层实验室，去年年底刚刚加入金凤实验室

大家庭的博士后向彬，正在进行蛋白免疫印迹实验。同他一样，金凤实验

室多个科研团队的科研人员正抓紧时间与项目进度赛跑，奋力攻坚克难。

在苏州高新区东南大学苏州医疗器械研究院的实验室，也是一派忙碌

景象。实验人员正将一种可降解材料的血管支架植入器官芯片中，并通过

各类仪器观察和记录器官芯片内血管的变化，以及支架材料的降解情况。

“未来，我们将依托这项研究推出对人体更安全的血管支架等植介入

医疗器械，为病人带来更多福音。”该研究院人体器官芯片项目带头人顾忠

泽介绍说。

新年伊始，国家高新区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危机意识，以开

局加速、起步起势的奋进姿态，以热气腾腾的新气象，推动经济高开稳走，

正在率先跑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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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中国

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

第三次全体会议，讨

论《政府工作报告》

稿 ，对做好开年工作

进行动员。

2月 22日，以“聚四方

之才，共建自贸港”为主题

的海南省 2024年春节返乡

人才对接会在海口会展工

场举行，这是 2024 年海南

首场高规格大型招聘会，央

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

疗机构等 500 多家用人单

位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累

计提供上万个就业岗位。

图为求职者通过智能求职

机浏览就业岗位。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未来产业孵化器孕育
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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