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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布《更好赋
能中国繁荣世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智库
报告。报告紧扣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
系统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路径和科学
方法论，展示中国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为
世界各国受众了解新质生产力提供宝贵视角。

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
律。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
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中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机遇，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高质
量发展指明方向。

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中国将继续做好创新这篇
大文章，把握科技创新这个核心要素，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动科
技创新，牢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强化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
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筑起坚实支撑。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新质生产
力，由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
成。中国将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
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
动。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
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
营商环境，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将以自
身现代化实践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站在人
类发展新的十字路口，面对世界百年变局的风云际会，发展新质
生产力，将进一步激发中国大市场的活力和潜力，增强中国经济
的引擎作用，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中国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努力，也将创造共赢发展新机遇，拓展经济治理新实践，不
断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

发展新质生产力，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沃土，用于指导实
践，又在实践中丰富发展。当下，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将推动中国经济巨轮
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也将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红利，
不断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助力建设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美
好世界。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19日电）

稀土，现代工业的“维生素”，
江西赣州的“王牌”资源。

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
系统工程与装备研究所，设备全速
运转，海上风电重大项目技术攻关
火热进行。

如何保证大型海上风电机组
的低成本、高稳定、高效率，是国际
难题。赣州科研机构利用稀土新
材料研发海上风电设备，发电能力
比传统设备提高20%，节约永磁材
料10%以上。

从以初级加工为主，到形成
“采选—冶炼—稀土合金—稀土永
磁等功能材料及应用”产业链，走
过半个多世纪的稀土开发利用历
程，赣州涌现出中国稀土集团、金
力永磁等一批龙头企业。

中部六省经济总量约占全国
1/5，在全国经济版图中举足轻
重。数据显示，中部地区制造业增
加值由 2019 年的 6.1 万亿元增长
到 2023年的 6.8万亿元，规模约占
全国 1/5。其间，不仅有“量”的增

长，更有“质”的转变。
“十四五”以来，随着中部地区

产业布局优化调整，河南食品轻
纺、山西煤炭、江西有色金属、湖南
冶金、湖北化工建材、安徽钢铁有
色等传统产业都在向智能化、绿色
化、低碳化转型。

与此同时，汽车、电子信息、装
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涌现
出株洲轨道交通装备、长沙工程机
械、武汉光电子信息、合肥智能语
音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穿梭在道路上的无
人驾驶汽车、全球首台可
变径斜井岩石隧道掘进
机、融合多维感知的人工
智能质检设备……一项
项新技术、新应用、新产
品不断出现，彰显着中部
地区的创新热潮。

近年来，中部六省因
地制宜，以创新驱动引领
发展，推进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谋划布局未来产业。
在新发展格局中，中国腹
地正向“新”而行，以“质”
致远，开“创”未来。

湖北武汉，“中国光谷”，518平方公里，一半山水一半城。向
“新”追光，从“0”到“1”，这里拉出了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

36年追“光”逐“芯”，这里陆续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光传输系统、
第一个光通信国际标准、第一个400G硅光模块……“中国光谷”已
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研发制造基地、全国最大的光器件研发
生产基地。在其带动下，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今年有望突破万亿
元大关，迈向世界级产业集群。

“中国光谷”走向“世界光谷”，底气源于这里是中国三大智力
密集区之一，集聚了42所高等院校、3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和80多
万在校大学生，高新技术企业超5200家。

湘江之畔，湖南长沙，以“开放创新 中部崛起”为主题的第十
三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闭幕不久。

“创新”是本届中部博览会上不断被提及的一个关键词。安徽
将实现 2万家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湖北将实
施百位院士专家引领高端产业发展计划，山西将打造“晋创谷”创
新驱动平台……

江河奔涌，新潮涌动，中部六省借助各自禀赋优势，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时代“中部崛起”新
格局正加速形成。

（新华社郑州6月20日电 记者 韩朝阳、谢奔）

往前数十年，安徽合肥被称为
“中国最大的县城”，全部家当只有4
个“5”：5平方公里、5万人、5条路、5
家企业……如今，安徽合肥已成为
新晋万亿级城市、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被誉为“最牛风投城市”。

俯瞰合肥高新区，量子信息未
来产业正在数百米长的“量子大道”
上“多点开花”。相隔几个路口，坐
落着集聚AI企业的“中国声谷”。向
西望，深空探测实验室总部落户合
肥“未来大科学城”核心区，一条“逐

梦星空”的新赛道正在打开。
郑东新区，龙湖北岸——郑州

中心城区坐拥一片和杭州西湖水域
面积相似的“风水宝地”。“长期以来
创新是河南的短板，科研用地出让
价格仅为商业用地的1/10，郑州宁
愿损失短期的土地出让收入，也要
布局新兴产业集群、科技创新中心，
建成中原科技城核心片区。”郑州中
原科技城管委会人才工作局局长邬
蒙说。

河南将“创新驱动、科教兴省、

人才强省”作为“十大战略”之首，近
3年来，新建20家省实验室、41家省
产业研究院。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型中小企业数量，分别由2020年的
6310家、11826家，增至 2023年的
1.2万家、2.6万家。

数据显示，中部地区国家级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国家先进制造
业集群占全国比重分别达27.3%和
17.8%。今年1月至4月，中部六省
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均呈两位数
增长。

以以““质质””致远致远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多措并举精准施策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全面提升中西部教育发展水平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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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苗欣）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了解
到，6月 18日，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公示入选巴黎奥运
会跳水、游泳、马拉松游泳、花样游泳项目的运动员名单，
内蒙古自治区游泳运动员牛广盛成功入围，将随队征战巴
黎奥运会。

在今年4月举办的2024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中，牛广盛
获得男子200米蝶泳冠军，并达到奥运会A标，获得巴黎奥
运会参赛资格。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游泳运动员首次入
选奥运会参赛名单。

本报讯（记者 苗欣）近日，2024年全国跆拳
道锦标系列赛（第二站）在浙江省温州市举办，
内蒙古自治区派出24名运动员参加13个级别

的比赛。经过 4天的激烈角逐，内蒙古自治区
运动员获得 3枚铜牌，内蒙古队获得体育道德
风尚奖。

本报讯（记者 苗欣）近日，2024 年全国
U18射击锦标赛（手枪项目）在浙江省射击射
箭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举办，内蒙古自治区

派出 7 名运动员参赛。经过激烈角逐，内蒙
古队的梁一然在女子乙组 10 米气手枪项目
中获得铜牌。

本报讯（记者 苗欣）6 月 20 日，
由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工会委员会
联合回民区通道街街道办事处主
办，为期两天的纪念“发展体育运

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 72周年全民
健身主题系列活动—街区气排球交
流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球类运动管
理中心举办。

本次街区气排球交流活动设置了
男女混合组别，共邀请了赛罕区、回民
区、新城区、玉泉区的 12支气排球队
伍参加，72名运动员参赛。

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展现了精
湛的球技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现场观
众热情高涨，为运动员们加油助威，营
造了浓厚的体育氛围。

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2周年全民健身主题系列活动—街区气排球交流活动举行

内蒙古自治区游泳运动员牛广盛

入选巴黎奥运会参赛名单

2024年全国跆拳道锦标系列赛（第二站）内蒙古队获得3铜

全国U18射击锦标赛（手枪项目）内蒙古运动员梁一然获铜牌

新时代中国调研行之看区域·中部篇

向向““新新””而行而行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开开““创创””未来未来 构建创新产业生态构建创新产业生态

20242024年年44月月2424日日，，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郑州航空港区比亚迪总装工厂新能源汽车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郑州航空港区比亚迪总装工厂新能源汽车““宋宋ProPro””生产线生产线。。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李嘉南 摄摄

2024年4月24日，在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岚图汽车总装
车间，工人在流水线上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杜子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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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造士，为国之本。建设教育强国，
离不开中西部地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着力促进教育
公平，提升教育质量，中西部地区各级各类
学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发展水平显著
提高，支撑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切实
增强，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在青海，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果洛藏
族自治州气候高寒，优质教育资源匮乏。曾
几何时，得到优质的教育、照亮学生成才的
梦想，是这里最深切的期盼。

在上海市的援助下，专为解决农牧区孩
子上好学的果洛西宁民族中学，于2019年
正式开学。绿意葱茏的校园环境、设施完善
的学生宿舍、数字化的智能教室……这里，
是果洛藏族自治州孩子们在西宁的家，也是
他们实现梦想的地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中西部教育置
于全国教育总体格局中优先谋划设计，保障
每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为中西部教育长远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补齐学前普惠资源短板——不断提升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截至2023年，中西
部地区有 17个省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比
2013年增长超过20个百分点，“入园难、入
园贵”问题得到极大缓解。

落实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要求——
《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
系的意见》等政策出台，完善保障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项目实施力
度，提升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加强
控辍保学工作，坚决守住不让适龄儿童失学
辍学的底线。

推动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
出台，打造西北高等教育发展新引擎，建设
西南高等教育开放高地，促进中部高等教育
协同联动，在西北、西南、中部三大区域分别
布局建设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高等教育创
新综合平台。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教育部等有关部门通过一系列政策举

措不断提升中西部教师队伍质量。实施部
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开展中西
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农村
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等，为中西部地
区培养补充本科层次高素质教师；实施“三
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国
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等系列支持计划，有效
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黄土高原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
曹洼小学传来阵阵歌声。

校园里，曾经与羊群相伴长大的学
生，现在通过教室里可触控的“智慧黑板”
与城市孩子联系在一起，同唱一首歌。

在我国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实现教育
公平是人们的夙愿。数字教育，为推进教
育公平提供了新解法。

2022年 3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
平台正式上线，接入中西部地区12个省份
的省级平台。

靠着一根网线，越来越多一流教育教
学资源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
教学”，越来越多高水平大学课程通过“慕
课西部行计划”“同步课堂”实现“好课西
北飞”。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统计数
据显示，2023年，每百人学生页面浏览量
排名前十的省份中，中西部地区占 70%；
每百人教师页面浏览量排名前十的省份
中，中西部地区占60%。

此外，截至目前，“慕课西部行”等面
向西部高校提供20.68万门慕课及定制化
课程服务，帮助西部地区开展混合式教学
935.95万门次，为西部高校广大师生提供
一流的教育资源和服务。

一根根网线，上通都市、下连山区，点
亮千万中西部学子的梦想。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脱贫攻坚各项

目标任务全面完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通过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
学生专项计划等举措，助力数以百万计的
贫困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生；

诸多贫困家庭学生接受中高等职业
教育，努力实现“职教一个、就业一人、脱
贫一家”；

选派近万名干部人才参与一线脱贫
攻坚任务，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走进乡
村、贴近群众，真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
科技成果应用到扶贫工作中，把青春挥洒
在扶贫路上。

继续推动中西部地区教育发展，对于
持续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关于实现巩固
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意见》《关于加快建设高质量乡村
教育体系 推进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工作的
意见》等，为乡村教育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此外，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
动、深化直属高校定点帮扶工作等一系列
务实举措也在持续进行。教育系统将汇
聚多方合力，书写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
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记者 王鹏）

补短板、强弱项

搭平台、促转型

增活力、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