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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办公室，山西省临汾市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负责人白建成就忙得团团转。

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两部手机响个不停，

“紫光产线落地推进群”“环保产业园施工

进度群”等几个微信群不时闪现未读信

息，他一边在电话里帮企业协调解决困

难，一边在群里了解项目进展。

快节奏的背后，是一份“快”字当

头的成绩单。去年 26 项主要经济指标

及细分指标中，临汾有 16 项增速排名

全省第一，其中 GDP 增速 7.6%，不仅在

全省居首，而且在中西部地级市中名

列前茅。

这份成绩单首先源于系统谋划。临

汾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临汾根据区域特点

划出沿汾、沿黄、沿太岳三大板块。沿汾

属平川区，人口密集，污染扩散条件差，正

逐步腾退“两高”产业，重点发展智能制

造、信创等新兴产业；沿黄生态脆弱，以农

文旅融合、清洁能源为主；沿太岳地势高，

主要打造先进焦化等传统优势产业。

在位于临汾古县的一家新能源企

业，一块超大屏格外显眼，设备运转实时

画面、生产监测数据、人员定位、排放管

控等信息一目了然。工作人员只需手指

轻点，就能对焦化生产进行全程控制，实

现“一键炼焦”。

“经过智能化升级，企业生产岗位

员工从过去的 1500 人缩减至 300 人，效

率和安全性大大提升，能耗和排放减

少，产业链进一步延伸。”企业负责人赵

业明说。

近年来，临汾加快推动煤炭、焦化、

钢铁等传统产业的智能设备更新和数字

技术改造，延链提质，持续提升先进产能

占比。同时，凭借抢抓承接产业梯次转

移的机遇，全力培育壮大装备制造、新材

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总部在四川成

都的一家新能源科技企业看中临汾产业

升级的需求，投资建设光伏产线。负责

人张纹彬说，中西部市场广阔，成本更

低。企业在临汾设厂后，银浆、玻璃、边

框等配套厂商也在陆续洽谈进驻，光伏

产业链雏形初现。

结合本地降碳、减污需求，临汾因地

制宜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山西一家

新能源企业看准临汾推动工程车新能源

替代的商机，在当地开展“油改电”业

务。一台柴油装载机改为锂电池驱动

后，一天就能省下 1000 多元的油钱，运

行成本大大降低，受到市场欢迎。

临汾还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实现“弯

道超车”。信创企业纷纷落户，一台台国

产电脑整机下线；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产

业基地已培育起千人队伍，成为全国规

模最大的专业标注基地之一。在一家数

字技术企业，政务应用系统上“云”正加

速推进，数据更好为政府帮忙、替群众

“跑腿”。

（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马晓媛）

从负“重”而行到“新”装上阵
—中部能源大市山西临汾培育发展新动能观察

3月 26日，池黄高铁开始试运行。池黄高铁起自安徽池州站，终至安徽黄山黟县东站，是武（汉）杭（州）快速铁路通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华社发

每个夜深人静的凌晨，都是湖北鄂州

花湖机场的繁忙时刻，一架架货机在这里

落地和起飞。

一日达全国，隔夜达全球。曾经，花湖

机场只是一个江边的小村庄、武汉的后花

园。如今，作为亚洲第 1 个、全球第 4 个专

业货运枢纽机场，这里一天最多有 120 架

次货运航班起起落落，货邮吞吐量近 3000

吨。从花湖机场出发，1.5 小时飞行圈可覆

盖 5 大国家级城市群，辐射全国 90%的经济

总量、80%的人口总数。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湖北鄂州花湖

机场对外开放。花湖机场国际货运开航一

年来，国际货邮量节节攀升，截至 2024 年 3

月底已达 6.2 万吨，其中超 8 成货邮量来自

湖北省外。一块崭新的对外开放新高地加

速崛起。

从“不东不西”到“承东启西”，九州通

衢，通达全球。2019 年召开的座谈会提出，

中部地区“加强同东部沿海和国际上相关

地区的对接”。今年的座谈会进一步强调，

要加强与其他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更好

融入和支撑新发展格局。加强与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对接，加强与长

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融合联动。

中部地区向北连接京津冀，向东融入

长三角，向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又处于长

江及黄河中游关键地带。在我国区域协同

发展的新格局下，面对经济由东向西梯度

推进的重要机遇，中部地区展露出“承东启

西”的独有优势，成为东部地区谋求发展的

腹地，也成为西部地区开放的重要支撑。

2023 年 6 月，2023 中国产业转移发展

对接活动（河南）在郑州举行。随着产业转

移深入推进，区域发展协同性增强，中部地

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领头雁”作用不断

凸显。2010 年以来，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

接活动已在河南成功举办 7 届，累计促成

产业转移合作项目 3700 余个，签约投资金

额超 1.8 万亿元。

今年 3月，一场湖南与香港共同举办的

“创汇香湘”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长沙市

岳麓科创港落下帷幕。比赛共设长沙、深

圳、香港 3个会场，“无电制冷技术”“高精度

控制国产替代——从光刻机到全球镜头控

制领跑者”“神经康复数字疗法方案”等获

奖项目，涵盖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新材料、

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多个高新技术领域。

以赛为媒，近百个粤港澳大湾区科创

项目通过赛事平台结缘长沙，共享跨境创

新资源。粤港澳科创产业园落户长沙岳麓

山大学科技城，开启中部地区与粤港澳大

湾区深化合作的崭新篇章。

从“不东不西”到“承东启西”

大通道腾飞“领头雁”

这是一条南北贯通的大国“脊梁”。
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6个相邻省份汇聚着全国

1/10的土地和近 1/4的人口，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
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2004年 3月，“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砥
砺奋进二十载，中部“脊梁”在全国的骨干支撑作用愈发明显。“十
三五”时期，中部地区经济年均增长 8.6%，增速居东部、中部、西部、
东北四大板块之首，由“跟跑”变为“领跑”。

“中部地区这个‘脊梁’要更硬一点，‘补补钙’，发挥更大的支
撑作用。”习主席高度重视中部地区发展，多次到中部六省考察调

研，并专门召开座谈会，为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把脉定向。
今年 3月，习主席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形成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合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
新篇章。

时隔 5年，从江西南昌到湖南长沙，主题不变，名称由“推动中
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变为“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
内涵更加丰富，布局更加深远。让我们透过两场座谈会精神，看 5
年间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新成果。

1 分钟能做什么？

在湖北武汉的中国光谷，激光切割机

行云流水般在钢材上雕琢，喷溅出耀眼的

火花。1 分钟，光纤预制棒经高温软化，拉

成 3500 米如发丝般的光纤。

中国光谷，以“光”命名，因“光”闻名。

30 余年间，从激光和光通信起步，这块曾经

在武汉市郊地图上“被遗忘的两厘米”，如

今跻身国家高新区第一方阵，一个个“原

创”和“第一”的关键技术不断涌现。

在安徽合肥的中国声谷，工作人员对

着一个鼠标发布语音指令：“我是一名软件

工程师，帮我写一份求职课件。”随即，一份

内 容 翔 实 、表 达 简 练 的 课 件 显 示 在 屏 幕

上。1 分钟，智能鼠标能够识别 400 字语音

指令，识别率高达 98%。

从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到一个万亿级人

工智能产业，中国声谷作为全国唯一定位

于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产业

基地，见证了安徽“从无到有”的产业创新、

“从有到大”的发展决心。

一个“谷”，改变一个省。纵览 5年间召

开的两次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从“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到“加快构建以先进

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内涵升

级的背后，不变的是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

制造业的重视，是对科技创新的关切。

2021 年出台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提出，统筹规划引导中部地区产业集群

（基地）发展，在长江沿线建设中国（武汉）

光谷、中国（合肥）声谷，在京广沿线建设郑

州电子信息、长株潭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在

京九沿线建设南昌、吉安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在大湛沿线建设太原新材料、洛阳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成为中部地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

关键一步。与全国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也在加紧提速。

在河南，工厂车间机器轰鸣，实现 2024

年前两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6.9%的攀升；在山西太原，20 万吨电子

铜箔一期项目投产，小到电子产品、大到航

天飞机，材料订单已经排到 6 月份；在江西

上饶，光伏超级工厂一期产线投产，切片、

电池和组件实现全自动一体化生产……一

批先进制造业项目落地，折射出中部地区

的动能之变、结构之变、质量之变。

山西的化工冶金、安徽的汽车、湖南的

重工、湖北的电子、江西的航空……中部地

区制造业打造众多亮丽名片，也是培育新质

生产力的沃土。先进制造集群“筋骨”不断

壮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从“被遗忘的两厘米”到中国光谷

制造业亮出“新名片”

挺起高质量发展的中部“脊梁”
——透过两次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看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成果

■本报记者 佟欣雨 于心月

在山西省大同市，从空中俯瞰，地面上

有一对憨态可掬的“熊猫”。一只抬起前臂

打招呼，一只扭头望向远处。

这里不是动物园，而是大同市云州区

杜庄乡土井村的“熊猫光伏电站”，地面上

密密麻麻的光伏板组成一对“熊猫”形象。

据测算，这座电站年均产出绿电约 8000 万

度，平均每年节约煤炭 2.6 万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 6.85 万吨。

多年来，大同市雄踞全国地级市煤炭

产量排行榜前列。然而，过度开采留下的

却是满目疮痍的矿山采空区和长年垫底的

空气质量。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大同市

向产业结构开刀、向排污减碳宣战，“煤都

黑”变身“大同蓝”。2023 年，大同市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近 300 天，全年未发生重度污

染天气。

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是两场座

谈会一以贯之的要求。此次座谈会强调，

要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

展。“协同”二字，凸显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

展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把握。

中部六省分别位于黄河和长江沿线，

生态保护责任重大。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需要进一步挖掘绿色低碳转型蕴含的巨大

发展潜能，在发展和保护的良性互动中推

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021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

交易启动仪式以视频连线形式，在北京、上

海、武汉三地同时举行，开放二氧化碳排放

权像商品一样在市场自由买卖。

在位于湖北武汉的数据中心机房内，处

理器呼呼作响，后台数据飞快传输。湖北从

多个试点省市中脱颖而出，牵头承担全国碳

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建设与运维任务。

每天 15 时碳市场收盘后，结算系统迎

来最紧张繁忙的时刻。通过主、备两条跨

省专线，每天的交易数据从上海传输至湖

北，最终由湖北进行日终清结算处理。

龙头舞起，聚势强链。碳排放权注册

登记系统好比“聚绿盆”，不仅推动湖北能

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更促进绿色低碳

类项目、技术、人才、资金流向湖北。全国

碳市场“大脑中枢”落户千湖之省，超千亿

元绿色金融产业相继落地生根，引领中部

绿色崛起。

从“煤都黑”到“大同蓝”

碳中和催生“聚绿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