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在党的十九
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5日前往北京
展览馆，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
就展。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
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5年。5
年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团结一
心，与时俱进，顽强拼搏，攻坚克难，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要广泛
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生动实践、重大成就、宝贵经验，唱响主
旋律，弘扬正能量，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振奋精神、
砥砺奋进、再接再厉，深入推进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
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
观展览。

下午3时45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来
到北京展览馆，走进展厅参观展览。展览
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
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主线，
安排设计了10个主题内容展区和1个特色
体验展区，充分运用多媒体和声光电手

段，浓墨重彩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的重大
成就，展示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高超智慧
和卓越能力、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新变化
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广大干
部群众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良好精
神风貌。

展现全面深化改革“四梁八柱”主体
框架的生动视频，反映全国人大立法工作
和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详细数据，展
示先进典型、时代楷模“群星灿烂 七星
共明”的立体柱，演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

遍布全球的多媒体产品，呈现干部队伍建
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图文展板，港珠澳大
桥模型，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1978
－2050）示意图，世界上下潜深度最大的
作业型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模型，中国
自主研制的首台400马力无级变速拖拉
机，强军征程扬帆远航武器装备模型……
一件件实物模型、一段段视频资料、一张
张图片图表，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
目光。他们不时停下脚步仔细观看，认真
听取工作人员讲解，并详细询问有关情
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
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
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参观了展览。

习近平在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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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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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 然 报道
本报枣庄9月25日讯 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三

次理事会议今天在枣庄召开。省政协主席刘伟会前提出要求。省政协
副主席雷建国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秘书长张心骥主持会议。

刘伟指出，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全国政协关于加强政协协商民
主建设的重大决策和省委部署要求，围绕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事
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在深化人民政
协工作履职规律性认识、助力政协自身科学发展等方面，(下转第三版)

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
第二届理事会

第三次理事会议召开
刘伟提出要求

□记者 赵 君 通讯员 张博韬 报道
本报济南9月25日讯 今天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有关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和法规草案的说明、有关情况的报告和人事任免案等。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柏继民主持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于晓明，
副主任夏耕、温孚江、尹慧敏，秘书长齐涛出席会议。

在通过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后，会议分别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
会关于《山东省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条例（草案）》 （下转第三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
第三十二次会议

由大到强的关键一跃
——— 聚焦聚力走在前列·实践篇（上）

□ 本报记者 廉卫东

就如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孩长大成人，一个地区的发展
之路是漫长的，但总有几步格外关键。

今年上半年，山东GDP总量超过3 . 5万亿元，与北美大
国墨西哥的体量大抵相当。与此同时，三次产业中服务业
增加值占比提高至49 . 2%，距离“半壁江山”的多年梦想
仅一步之遥；各省都在奋力推进的淘汰落后产能，山东也
表现突出，已经连续五年超额完成国家任务。

细细思量，作为国内排名前三的经济大省，身处由大
到强战略性转变的关键时期，面对风云诡谲的外部经济环
境，既要化解盘根错节的老难题，又要应对风险累积的新
挑战，交出这样一份优异的成绩单实属不易。

赢得如此佳绩，山东靠什么？
关键的一招，就是全力以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作为统领经济发展的重大工程，并以
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担当谋划推进。凭借难以数计的
大胆探索与艰辛实践，齐鲁大地转型发展的“关键一跃”
已经起跳，新旧动能转换的引擎隆隆作响，引领山东奔向
新的梦想与荣光。

穿越历史看抉择———

勇闯一条发展新路

7月9日凌晨，随着3号高炉最后一炉铁水缓缓流出，
济钢钢铁产线上的炉火和钢花全部熄灭了。建于1958年的
济钢，是共和国缔造的第一批地方骨干钢铁厂，被誉为
“山东现代化基础工业的开路先锋”，但英雄也有老去之
时。“地处内陆和省会城市，济钢近年来物流成本高、环
保压力大等矛盾凸显，产能调整势在必行。”济钢集团董
事长薄涛这样解释。

但这不仅是谢幕，也是新的开始。27天后，300多公里
外的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里，1号高炉热风炉成功点火烘
炉，这条可代表当下国内钢铁业与国际巨头一竞高下的全
新产线，投产进入了倒计时阶段。钢铁业主角轮换的戏剧
性一幕，是齐鲁大地正在轰轰烈烈推进的新旧动能转换的
一个生动注脚。

生产力发展跨上新台阶，生产组织方式和发展思路必
须提升到新高度，这是各国经济发展反复验证的一条铁
律。曾经大名鼎鼎的美国“汽车城”底特律，2013年宣布
破产，上演了一出城市发展的“悲剧”。而曾同处困境的
德国鲁尔区，抓住时机大力改造煤炭、钢铁等老支柱产
业，却已成功转型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和文化城市。起
点类似，结局迥异，两个明星城市的命运比照让人不胜唏
嘘。

站在历史的长河观望，山东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极为重

要的“窗口期”。过去五年，山东的生产总值从5万亿元
跃升到6 . 7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三次产业
结构实现了由“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但
与此同时，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经济总量全国居前的同
时，山东的能耗、污染也是靠前的，环境资源刚性约束的
红灯已经亮起，驱动发展的老发动机“嗡嗡作响”。

放眼全国，更让人深感时不我待——— 往南看，黄河以
南地区创新创业热火朝天；向北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一
日千里。地处长三角和京津冀两大经济区之间，山东的区
位优势可谓得天独厚，如果能闯出一条新路，不仅本省发
展获得主动，对整个中国北方格局的改变都有关键作用。
但如果棋慢一招，“被抽空”的危险也绝非杞人忧天。

新方位，怎么干？脚下要有新实践。这个以“群象经
济”著称的大省，在“三期叠加”的客观条件下，在认识
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中，急需开辟前行新
路。

万物皆有惯性，更何况一个人口近亿、经济体量超
6 . 7万亿元的大省。关键时刻，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引，山
东人拿出了浴火重生的决心和勇气，从重经济增速和总量
扩张的思维中摆脱出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山东被寄予厚望。

一系列目标明确、掷地有声的变革举措，标定了山东
前行的方向。2014年，山东改进完善17市科学发展综合考
核工作的意见出台，资源消耗、科技创新等关键指标考核
权重大幅提升，为经济提质增效校准了“风向标”。2015
年，推进工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印发，确定了培植4大新
兴产业，提升18个传统优势行业的中期目标。2017年，山
东部署启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这是统筹全省经济发
展的“牛鼻子”所在，是推动山东实现由大到强战略性转
变的突破口。“要以对党中央负责、对山东人民负责、对
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责任心，绘好新旧动能转换的‘施工
图’。”省委主要领导对此语重心长。

这一段航程，或许有乱云飞渡的风险，但山东人更有
中流击水的自信。五年来，山东三次产业比例从2012年的
8 . 6：51 . 4：40 . 0转变为2016年的7 . 3：45 . 4：47 . 3，今年上半
年更进一步调整为6 . 3：44 . 5：49 . 2。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
的占比平均以每年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远超当初每
年提高1到1 . 5个百分点的预期。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成效显
著，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旧三高”产业加速向高
端、高质、高效的“新三高”转变。通过“接二连三”，
大力发展农业“新六产”，山东农业的总产值、农业增加
值等8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位。

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山东

一笔一笔绘出了“结构新图”。

勇立潮头看转换———

增量崛起与存量变革并举

传统产业占全部工业的70%，重化工业占传统产业的
70%。说起山东工业，不少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往往脱口就
是这两个数字。“两个70%”背后，是山东中低端产能过
大、经济结构偏重的严酷现实。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就要告
别既有增长路径依赖，转入真正的内涵式增长。两大问题
亟待解决：老产业何去何从？新动能从何而来？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心任务是以‘四新’促‘四
化’。”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赵昌军说，新动能既来自于
新经济的发展壮大，也来自“老树发新芽”的传统产业改
造提升。对山东而言，就是通过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实现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跨界融合
化、品牌高端化，实现增量崛起与存量变革并举。

2015年底，“互联网+中国传统企业变革与转型”高
峰论坛在济南举行，很多到场的山东企业家至今难忘财经
学者吴晓波分享的一段经历——— 吴晓波带着高管到日本开
会，大家在当地疯狂采购电饭锅、马桶盖，甚至菜刀！因
为这里的陶瓷菜刀耐磨度是普通钢的60倍，马桶盖有抗
菌、座圈瞬间加热等功能……相比国产，这些产品有个共
同点：都使用了新技术，给人带来了新体验。吴晓波感慨
说，电饭锅、马桶盖都是所谓的传统产业，但它们是否
“日薄西山”，完全取决于技术和理念的创新。陷入困境
的制造业者，与其到陌生战场上乱碰运气，倒不如在熟悉
的本业里，力求技术上的锐度创新。

由量的扩展到质的突围，正是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公
里。传统产业是山东经济的压舱石，让这些优势产业“老
树发新芽”，山东紧抓“三条路径”。一是“腾笼换鸟”，
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凤凰涅槃”，推动传统产业
向智慧服务、智能制造拓展；三是“插翅高飞”，延长产
业链，提升附加值，这是一场艰难而持久的攻坚战。

2013年，一场全国范围的产能过剩集中爆发，山东的
应对之策明确而坚决：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提高产业准
入的能耗、水耗、环保和技术等标准，该停下的拿出最大
决心停下来。一系列踏石留印的举措陆续见效，大批陷入
恶性竞争难以自拔的企业赢得喘息空间，行业也借机脱胎
换骨。

2014年开始，山东又依托行业协会和骨干企业，分行
业研究转型升级路径，先后制定了22个重点行业转型升级
实施方案，再以钉钉子的精神逐个推进。在企业界，这一
做法被形象地称为“敲开核桃、一业一策”——— 这是“笨
办法”，更是“硬功夫”。 （下转第三版）

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

认真解决产权保护方面的突出问题，

及时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

诉案件

研究建立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

造成企业合法权益受损的依法依规补偿救

济机制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各级党政机关干部要坦荡真诚同企业

家交往，树立服务意识，了解企业经营情

况，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鼓励企业家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

府相关部门沟通交流，通过正常渠道反映

情况、解决问题

引导企业家弘扬工匠精神

建立健全质量激励制度，强化企业家

“以质取胜”的战略意识，鼓励企业家专

注专长领域，加强企业质量管理，立志于

“百年老店”持久经营与传承，以工匠精

神保证质量、效用和信誉

 意见全文见3版

蛤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

艰苦奋斗的精神

蛤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

追求卓越的精神

蛤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

服务社会的精神

▲中集来福士制造的钻井平台

“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

▲“复兴号”动车青岛造

▲自动化车间里的
焊接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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