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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

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

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

度势、高瞻远瞩，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就科技创新提出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对建设科

技强国进行全局谋划和系统部署，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生

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站在我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新方位，统筹把

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运用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实

践经验和理论方法进行系统总结，开辟了马克思

主义科技学说的新境界，开辟了坚持走中国特色

自主创新道路的新境界，开辟了新时代创新发展

的新境界

蓝天梦、创新药、智能造、未来车……上海张江科学城

未来公园，前来参观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的人络绎不绝。

2023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细致看完每个

展位，有感而发：“上海取得的这些科技创新成果，让我感

到很踏实，有了更大的信心、更足的底气。”

从一颗螺丝钉也要进口到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科

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推动国家进步、造福人民生活。

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

过的工业化历程，建成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研发体系

和工业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生产力水平和科技创

新能力大幅提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科技创新风起云涌，

为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变革和重大影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国家兴衰

的“历史逻辑”，提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强调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提出到 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

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科技强国……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科技事业发展全

局，不断拓展新视野、提出新命题、作出新论断，推出一系

列奠基之举、长远之策，为建设科技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科研院所、高校、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一次次踏入创新要素最活跃的地方。

在新年贺词中“点赞”重大科技成就，在贺电回信中致

敬科技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国之大者”，见证

中国创新爬坡过坎的拼搏。

“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

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博弈，习近平总书记从应对风险

挑战的维度揭示科技创新的“倒逼逻辑”，提出“重大科技

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上”；从时代进步的维度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

提出“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

这是直面复杂多变内外部环境的清醒研判：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

“一个互联网企业即便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

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

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

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下转第三版）

向着科技强国不断前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引领科技创新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 吴晶 胡浩 胡喆 张泉

火车在宏阔的黄土高原上疾驰。

它穿过山峁，同江河擦肩，驶过沉淀了

厚重历史与璀璨文明的黄土地。

在延安出席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

议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马不停蹄来到青

海、宁夏。这次来西北，一条“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贯穿始终。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辽阔的疆域

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此刻，正是在共

同开拓、耕耘、奋斗的土地上，去思考民

族关系、民族工作，去探寻中华民族追求

团结统一、矢志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

调研时间的选择也颇具深意：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75 年

来，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接续发展。

五十六个民族如何在多元中铸就一体、

在一体中百花齐放？调研，给出了答案。

下个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大幕

将启。如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

步凝聚民族团结进步的力量？调研，给

出了指引。

青海和宁夏同属西部。就在两个月

前，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召开。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西部大

开发新篇章，调研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学校、古刹、社区，察情、问计、明理，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五十六个民族，无

论是这个民族还是那个民族，我们都是

同一个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家庭。要把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好。团结在一起，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协作
“坚持全国一盘棋”

6月 18日，到西宁第一站，总书记就

来到果洛西宁民族中学。

果洛，地处青海东南部，海拔高、气

候恶劣、环境艰苦。上海投资，为果洛

在西宁援建了一所寄宿制中学。

从 1996 年东西部扶贫协作拉开帷幕，到新时代升级为

东西部协作；从给钱给物，到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协作

格局，资金流、资源流、技术流、人才流向西部奔涌。就拿青

海来说，“党中央部署北京等 6省市、清华大学等 23所高校对

口援青，其中教育援青实现了各学段、各地区、人才资金项目

全覆盖”。

习近平总书记是亲历者、推动者。就在前不久，总书记

还给四川省南充市之江小学学生写了回信，那正是他在浙江

工作时关心推动的对口帮扶学校。

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的校长常途来自上海。食堂、宿舍、

教室，学生构成、课程设置、体育锻炼，他将这里的情况详细

介绍给总书记。

一进食堂，饭菜飘香。习近平总书

记走到菜谱前，细看菜价。

“荤菜不超过 6块钱，素菜 3块钱以

内。保证 10块钱就能吃好，每个月还有

生活补助。”

听了介绍，总书记叮嘱道：“孩子们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

生。首先是原料采购，一定要是合格的、

没有问题、安全的。然后储藏的过程、制

作的过程都要注意卫生。在这个基础上

饭菜可口，让孩子们吃得营养健康。”

宿舍窗明几净，房间里还有洗手

间。隔壁盥洗室内，洗衣机、吹风机也

一应俱全。总书记关切地问：“冬天都

有热水吗？”

“全天候供应热水，保证孩子们的

洗漱。”

教学楼内书声琅琅。走廊上挂着

书法作品，笔墨或遒劲或娟秀，有的略

显稚嫩。总书记放慢了脚步端详。

高一（1）班的孩子正上思政课，主题

是“新时代、新家乡”。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国家观、民族观，要从第一颗扣

子扣起。

“我的家乡在果洛州班玛县。”起身

说话的女孩名叫尼东拉毛。她举起一

幅画作，云端下如诗如画，“以前去放牧

的时候要紧跟在牛群后面，牛丢了要满

山去找。从骑马放牧，到后来骑摩托车

放牧，再到现在有的人家用上了无人机

放牧，我的家乡更现代化了。”

“家里这些电器都有吧？”习近平总

书记指着画作问。“有！洗衣机、电视

机，样样齐全。”

“ 家 里 有 多 少 头 牦 牛 ？”“ 五 六 十

头。在牧区人家里算是个中等规模。”

“你们会骑马吗？”听了这么一问，

同学们都笑着回答：“会！”

总书记亲切地说：“从牧区来到这里，生活习惯会有一些

改变，但你们的人生会有更多的机会。”

高个头的男孩杨顶站起身来：“习爷爷好，我的家乡是果

洛州久治县。以前因为交通运输条件差、冷藏技术差，牛羊

肉不容易保存。现在，日子大变样……”

广袤中国的沧桑巨变，发生在每一个山脚、每一条河流、

每一户人家。

把目光望向历史，能更深切感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天翻

地覆的改变。“思政课讲近代史吗？”总书记询问。

师生们争相回答：“讲过！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南湖红

船……”（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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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抔泥、一炉火，在“中国汝窑陶瓷艺术之乡”平顶山这

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幻化出“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

做将来”的千年传奇。

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瓷享誉世界，成为平

顶山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市委、

市政府充分发挥这一先天优势，明确提出做大做强以汝瓷

为龙头的陶瓷产业，打造全市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的一个

新的增长点。

然而，在全国各大陶瓷产区的竞争几近白热化的形势

下，我市振兴发展陶瓷产业优势何在？陶瓷生产企业如何

升级？陶瓷产业集群如何打造？

连日来，记者深入我市多家陶瓷企业走访调查，聆听企

业心声、感受产业脉动，在生产一线探寻我市振兴发展陶瓷

产业的危与机。

优势何在？

陶瓷产业是我国的传统产业，绵延赓续、薪火相传。如

今，我国已成为世界陶瓷制造中心和陶瓷生产大国，陶瓷年

产量和出口量稳居世界首位。

江西景德镇、广东潮州、福建德化、山东淄博、山西怀

仁……各大陶瓷产区你追我赶、竞相发展。其中，潮州还提

出要打造千亿级陶瓷产业集群的目标。

群雄并起，我市陶瓷产业能否冲出重围？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平顶山市汝瓷研究会会长李浩中

说，目前陶瓷行业的竞争的确激烈，但我市振兴发展陶瓷产

业的优势明显，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多年积淀下来

的丰厚产业基础。

李浩中认为，我市提出振兴发展陶瓷产业，正是对先前

已有陶瓷产业发展的提升，是陶瓷产业更高质量的发展。

讲好平顶山陶瓷故事，走好差异化竞争之路，平顶山陶瓷产

业振兴发展的前景一片光明。

我市陶瓷文化源远流长，有 6000 多年彩绘陶史、5000

多年古陶窑史、1000 多年汝瓷官窑史、100 多年近现代陶瓷

发展史。

花瓷是我国首次创烧的窑变釉陶瓷，在我国乃至世界

瓷器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有“得一花瓷，可读百年，可存

千年”之说，原产于我市鲁山县。

唐钧率先开辟窑变时代，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高温

窑变釉瓷器，入窑一色、出炉万彩，有“钧窑之源、钧瓷之根”

之誉，原产于我市郏县。

汝瓷在我市的发明创烧和成功复烧，更是分别在北宋

和当代两次将我市推到了世界陶瓷舞台的前沿。

作为北宋官窑，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烧制出来的汝

瓷釉面明亮而不刺目，随光变幻，极为精致，其“天青、天蓝

釉，明净润泽、素雅高贵，为其他窑口所不及”。汝官瓷极为

珍贵，存世量极少，当今世界上藏有宋代汝瓷的博物馆不足

10 家，全球加起来的汝窑存品不足百件。李苦禅曾说：“天

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也。”

作为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曾创造了“雨过天青云破处”

之美的汝瓷，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上世纪

50年代，周恩来总理两次指示要“恢复汝窑生产”。匠人呕心

沥血、反复试验，曾一度神秘消失的汝瓷烧制技艺于上世纪

80年代在我市成功再现。2011年，高超的汝瓷烧制技艺入选

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目。

悠久的制瓷历史是我市的宝贵财富，储量丰富的陶土

资源更是我市振兴发展陶瓷产业的底气所在。

当代著名汝瓷专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

目“汝瓷烧制技艺”省级传承人、平顶山市工艺美术行业协

会会长马聚魁，醉心于汝瓷技艺的挖掘恢复与传承，其汝瓷

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大博物馆收藏，并入选九年级美术教科

书。在谈及我市陶土资源尤其是在南方已变得稀缺的紫砂

陶资源时，他格外兴奋，“从叶县到市区、宝丰，从宝丰的张

八桥到大营，再到观音堂……几架山都是”。在发展汝瓷等

生产的同时，马聚魁认为我市还有发展紫砂陶的“天赐条

件”，做大做强陶瓷产业“潜力很大”。

在感慨我市陶土资源丰富的同时，鲁山段店花瓷有限

公司总经理袁留福则表达了他的忧虑，陶土资源不可再生，

“要进一步整顿规范陶瓷原料市场，严厉打击私采滥挖、低

价无序向外地输出陶土资源的违法行为，确保我市陶瓷产

业发展可持续”。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市共有各类陶瓷研究机构和生

产经营主体近 500 家，各级代表性传承人 200 余人，省级以

上工艺美术大师、陶瓷艺术大师 155 人，陶瓷产业已形成了

年产值 30多亿元的规模……

“这些都为我们积厚成势、高效推动陶瓷产业振兴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市工信局有关负责人说。

如何升级？

6月 20日，汝州念汝汝瓷有限公司，两名员工正在紧张

拼装展品展架。

公司仓库内，精美的汝瓷琳琅满目。

“我们正在布置一个展厅，展示大师作品、展销汝瓷精品，

既塑造公司形象，又搭建直播场景。”公司总经理刘建伟说。

在我市众多汝瓷生产企业中，念汝汝瓷有限公司体量

虽不算大，其在发展上的认识却很“独到”。

2023年，念汝汝瓷将总部搬到了中国汝瓷小镇，最重要

的一个原因，就是刘建伟看到了集聚发展能给企业带来更

多商机，“活动多、交流多、信息丰富……顾客也多”。

地处汝州的中国汝瓷小镇，在自古就有“十里蟒川河，

十里大窑厂”之说的蟒川河岸严和店窑址上建设，吸引了大

量汝瓷企业入驻。汝州现有汝瓷生产销售企业 484家、窑炉

500多座，从业人员 5000余人，年产值 12亿多元。

清凉寺汝官窑遗址所在地宝丰，则投资建设了占地 156

亩（1亩≈666.67 平方米）的汝窑陶瓷产业园，引进中汝廷怀

窑、九道宝瓷、问鼎汝瓷等规模陶瓷生产企业入驻。目前，

宝丰县汝窑陶瓷从业人员 5000多人，陶瓷产品种类 5000余

种，形成了 1000多万件（套）的年产能。

市工信局二级调研员李原子说，做大产业规模是振兴

发展陶瓷产业的一条必走路径，以建设各类陶瓷工业园区

为载体，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和招商引资，重点引进陶瓷原

料、模具制造、机械设备、产品设计、质量监测等上下游配套

企业，更加有利于推动陶瓷全产业链转型升级，形成产业集

群和品牌效应。

产业要做大，企业要做强。

我市陶瓷产业的发展已进入一个转型跃升、爬坡过坎

的关键期，亟待做大单体企业规模，引导“低小散”陶瓷企业

转型升级。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河南工艺美术大师、宝丰延宾汝瓷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延宾说，我市很多汝瓷还是家

庭作坊式生产，从练泥到设计、制坯、配釉、施釉、烧制……

一整套下来全靠家庭作坊完成。家庭作坊研发创新能力

弱、供应链不畅、机械化和智能化水平低，严重制约产能，

“给个几十万的单也不敢接，弄不出来”。

走进鲁山花瓷艺术馆，上下两层，精心陈列的各式“黑

地、乳白、蓝斑”的花瓷艺术品，古朴雍容、华贵典雅，大大小

小有数百种之多。

近年来，鲁山段店花瓷有限公司的发展之路走得比较

稳健。段店花瓷的一个经营之道，就是突破局限，坚持不懈

地推动产品升级，袁留福称之为“要有时代特色”。

无独有偶。地处宝丰汝窑陶瓷产业园的中汝廷怀窑，

也十分看重产品升级。该公司是我市汝瓷生产领军企业之

一，不乏年售 10 万个以上的龙头杯等爆款产品。即便在这

样的情况下，“每年都要推出新产品一二百款。”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张保军说。

产品升级可以提高产品价值，装备升级则能提高企业

产能。

关于制瓷，有这样的说法：从一把泥到一尊品，大大小

小工序 70多道。传统制瓷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

走进中汝廷怀窑，一条 64米长的隧道窑生产线令人震

撼。这是全省汝瓷行业唯一一条现代化隧道窑生产线，“陶坯

从这头进、成品从那头出，可实现连续不断生产”。此外，在中

汝廷怀窑 17000平方米的厂区内，自动压坯机、烘干机……各

种设备应有尽有，“省时省力高效，效率比人工提高了几十

倍，更重要的是高程度的机械化能让每一件瓷器都做到同

一个标准生产。”张保军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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