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信息化浪潮，云奔潮涌、气象万千。
中国网信事业发展，蹄疾步稳、生机

勃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
高度，系统部署和全面推进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我国互联网发展和治理不断开
创新局面，网络空间日渐清朗，信息化成
果惠及亿万群众，网络安全保障能力不断
增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主张获得国际
社会广泛认同。中国网信事业勇立潮头、

踏浪而行，阔步迈入新时代。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

同的精神家园”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
断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培育积极健康、向
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
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2018年以来，针对当前网络视频行业
存在的突出问题，国家主管部门以约谈、

整改、下架等一系列“组合重拳”，为一
路狂飙的网络视频行业踩下“急刹车”。

这只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依法
管网、猛药治疴的一个缩影。

“网络是把双刃剑，一定要严厉打击
好好整治这些乱象”“支持整改！严管这
些给社会带来负能量的主播们”……网民
们点赞支持的声潮，映射着广大人民群众
对建设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期盼。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
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
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

化，不符合人民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本着对社

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
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
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
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
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
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
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互联网内
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
朗的网络空间。 （下转第二版）

向着网络强国阔步前行
———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信事业发展述评

□记者 张国栋 李子路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9日讯 今天上午，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宣讲报告

会在济南举行。省委书记刘家义出席，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齐玉宣讲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东奇出席，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清宪主
持，中组部有关同志出席报告会。

齐玉在报告中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三农”思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
旗帜和总抓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
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等方面作了重
点宣讲。他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
义。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作出了系统部署。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为指导，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
迫感，坚决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

王清宪在主持讲话时说，齐玉同志的报告，对我们准确理解把握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重点任务和方法途径，具
有重要作用，要结合实际认真学习领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
扛起乡村振兴的政治责任。要以这次宣讲报告会为契机，结合正在开
展的“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进一步认清我省农业农村发展形
势，全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
振兴，努力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

报告会采取视频形式，各市、县（市、区）设分会场。省委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干部代表参加报
告会。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宣讲报告会举行
刘家义出席 齐玉作报告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9日讯 省政协今天召开《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非

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十条意见》落实情况座谈会，邀请有关人士深
入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意见和建议，努力推动全省非公有制经
济健康发展。省政协主席付志方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韩金峰主
持会议。

会场气氛热烈，大家发言踊跃。王成利、高玲、叶蕲萩、郑庆
水、吴立春、张绪辉、王爱、杜建吉、郝利、袁绍飞、王凯11位政协
委员、外地驻鲁商会负责人、非公经济人士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从进
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政策落地效率、避免政策同
质化、增强政府服务的主动性、完善用人机制、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平
台、营造尊重企业家的氛围、加强非公企业档案管理等提出建议。付
志方认真记录大家的发言，不时询问交流有关情况。

付志方指出，省委、省政府出台“非公十条”，为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好政策贵在落实，这次座谈会就是进一步了解
企业对于这一政策的获得感，了解政策落实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
难，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推动这一好政策产生好效应。落实“非
公十条”，贵在拿出实招，大家结合实际从不同角度谈了感受，提出
的建议中肯，我们将认真梳理研究，向省委、省政府提出管用的措
施。落实“非公十条”，贵在各方联动，政府、企业作为落实主体应
积极作为，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政协组织及商会、协会有责任
宣传政策、有责任监督落实、有责任提出建议，要发挥各自优势，共
同努力把“非公十条”落实好、落到位。

省政协召开“非公十条”

落实情况座谈会
付志方出席

□记者 代玲玲 周艳
杜文景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9日讯 在今天省政
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山东乡村
振兴和经略海洋具体举措，我省将在全
省选择10个县、100个乡镇、1000个村开
展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力争在打
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上尽快取得突破。

“当前重点是要推动乡村振兴、海洋
强省建设两大战略尽快突破。”省发改委
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关兆泉表示。

在乡村振兴方面，实施好全省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加紧制定专项规划方
案，形成“1+1+N”的规划政策体系，
在全省选择10个县、100个乡镇、1000个
村开展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做实
涉农资金整合工作，活化各类生产要
素，汇集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深
化农村产业融合“百县千乡万村”试点
示范，创建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实施“齐鲁乡村之星”工程和

“雪亮工程”，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传习

中心建设。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统筹千亿斤粮食产能、大中型灌区续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等重点项目建设，开展
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出台突
破菏泽、鲁西崛起的若干意见，召开全省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暨突破菏泽现场会。

在海洋强省建设上，我省将印发实
施海洋强省建设行动方案，筹备召开动
员大会。推动渤海湾港口集团进入实质
性运作阶段，促进渤海湾区域港口一体
化发展。培育智慧海洋大数据共享、深

海基地等创新平台，推动青岛海洋科学
与技术国家实验室进入国家实验室序
列，支持E级超级计算机、大洋钻探船
等重大科学装置落地，加大可燃冰开发
和应用技术研究，稳步推进深远海油
气、矿产和海上风能等资源利用。启动
新一轮海洋牧场示范创建3年计划，高
质量打造生态海洋牧场。制定加强围填
海管控的意见，积极推行“湾长制”，
出台实施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
建设规划。

“十百千”工程助力乡村振兴
助推两大战略尽快突破，我省还将印发实施海洋强省建设行动方案

一季度山东经济开局良好
实现生产总值18900 . 6亿元，服务业占比提高2 . 0个百分点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黄海艇

以往参加展会，寿光市三木种苗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树森只是给参观者一张宣传
单页。今年参加第十九届寿光菜博会，刘
树森底气十足：“我们会带上72页厚的宣
传册。”

“过去我们只是国外种子的代理商，
一个单页就把种子的特性说完了。如今，
宣传册上全部是自主研发的品种，有必要
好好展示一下。”刘树森说。

三木种苗选育的“长剑”辣椒占据国
内同类品种销售市场的50%；“黑神”茄
子占据寿光设施栽培市场约40%，已取代
同类进口品种；“潍研5号”花皮大西瓜
在西班牙及中东地区试种表现优良，三木
种苗计划将种子出口到上述地区……

从1页到72页，变厚的不仅是宣传
册，还有在这背后日渐雄厚的自主研发能
力。

在寿光，像三木种苗一样的众多本土
育种企业正在抢回“失去的菜园”。截至

2017年底，寿光市从事蔬菜育种的企业达
到13家，其中6家单位获得市级以上种业
技术研发中心认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蔬菜新品种达到50个，种苗年繁育能力达
到15亿株。

“围绕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以
种业研发抢占现代农业制高点，寿光实现
了由种菜卖菜向育种卖苗的转变。”寿光
市委书记朱兰玺说。

自2000年我国种子市场全面对外开放
以来，先后有30多家国外种子公司在寿光
设立育种研发基地，推广蔬菜品种达到
370多个。据统计，原来寿光菜农每年购
买种子大约花费5亿元，有4亿元都让国外
公司拿走了。

近年来，寿光市以发展民族种业为己
任，积极打造蔬菜产业的“中国芯”，全
力构建“顶天立地”的种业研发与推广格
局，加快建设“中国种业硅谷”。

“顶天”，就是瞄准世界前沿技术，
搭建高层次研发平台。

寿光规划建设了占地138亩的国家现
代蔬菜种业创新创业基地研发中心，市财
政投资1 . 2亿元建设公共服务中心，国家
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德瑞特等6
家科研机构和育种企业共投资1 . 8亿元，
分别建设了育种研发实验楼、种子储藏库
以及种子加工车间等。

寿光市农业局局长张茂海说，基地研
发中心的建设， （下转第三版）

突破“洋种子”重围 国产种子占比超七成

寿光打造蔬菜产业“中国芯”

□记者 代玲玲 杜文景
周 艳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9日讯 今天上午，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一
季度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初步核算
并经国家统计局核定，我省实现生产总
值18900 . 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6 . 7%，经济开局良好，并呈现稳
中有进、进中有变的特点。

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6 2 0 . 1亿
元、8381 . 1亿元、9899 . 4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3 . 4%、5 . 0%、8 . 5%。三次产业构
成调整为3 . 3：44 . 3：52 . 4，服务业比重
同比提高2 . 0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
8 . 1个百分点，服务业主导地位进一步
巩固。

具体来看，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5 . 2%，其中装备制造业
增长7 . 6%，快于规模以上工业2 . 4个百
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 . 6%；进出口
总值4290 . 6亿元，增长1 . 9%，其中进口
下降0 . 8%，出口增长4 . 4%。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新闻发言
人魏华祥介绍，“虽然部分指标增幅有
所回落，但经济运行仍保持在合理区
间，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更趋优化，运
行质量持续向好。”

质量效益进一步提升。企业利润实
现快速增长，1-2月规模以上工业利润
增长12 . 0%，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速。一
季度，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29 . 0亿
元，同口径增长8 . 8%。其中，税收占比

为74 . 4%，同比提高3 . 1个百分点。省管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4亿元，同比增长
60%；资产总额2 . 5万亿元，同比增长
17%。

投入质量进一步提升。服务业投资

增长 1 9 . 2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
56 . 7%，同比提高7 . 9个百分点，成为拉
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六大高耗能行
业投资“零”增长，增速已连续8个月
回落。薄弱领域投入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增长34 . 0%，济青高铁、潍日高
速、青岛新机场、济南轨道交通等重大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加快实施。

消费质量进一步提升。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7840 . 0亿元，增长9 . 8%。其
中，限额以上单位零售额增长8 . 2%。网
络消费增势强劲，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
增长49 . 8%，增速同比加快36 . 0个百分
点；对限上零售额贡献率达17 . 8%，同
比提高14 . 0个百分点。实现旅游消费总
额1700亿元，同比增长14%。

外贸质量进一步提升。新兴服务贸
易拉动作用增强，一季度，金融服务进
出口增长37 . 2%，信息技术外包、业务
流程外包离岸在岸执行额分别增长
38 . 9%和12 . 2%。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
5 . 2亿元，增长2倍；市场采购出口11 . 8
亿元，增长9 . 3倍。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实际投资增长31 . 7%。

“总体看，全省市场供求有效改
善，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经济朝着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
步伐。”魏华祥表示，同时也应看到，
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
较多，制约发展因素正在悄然变化，影
响发展的新矛盾开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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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采购出口11 . 8亿元，增长9 . 3倍

习近平向古共中央第一书记
和古巴新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兼部长会议主席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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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叙利亚局势和国际贸易等问题

习近平应约分别与

英国首相、土耳其总统通电话
 国际·6版

本报弘扬企业家精神报道引发热议

加油！山东企业家
◆新旧动能转换，企业是主体，企业家是主角。4月2

日起，大众日报和“新锐大众”客户端同步推出“弘扬企

业家精神 聚力高质量发展”专栏，用通讯、故事连载、

漫画、融媒体H5等体裁持续讲述张瑞敏、谭旭光、邱亚夫

等企业家的创业创新故事，在读者中引起广泛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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