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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
訊】記者李映
華 、 張 迪 報
道：3月6日上
午，十四屆全
國人大三次會
議湖北代表團
繼續審議政府
工作報告。審
議結束後，湖
北省委書記、

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代表團團長王忠林回答媒體記
者提問。

王忠林指出，加快建成中部地區崛起的重要戰略
支點，是湖北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一脈相承的戰略任
務，湖北將按照 「一年開新局、五年大變化、十年
結碩果」的步驟，大力實施能級跨越、科創引領、
產業倍增、樞紐提能、美麗湖北、文化創新、區域
聯動等 「七大戰略」，整體提升湖北的發展能級、
發展速度、發展質效、發展後勁，着力在打造科創
支點、產業支點、開放支點、生態支點、聯動支點
上狠下功夫。

在打造策源先導的科創支點，加快建設具有全國
影響力的科技創新高地方面，湖北將統籌推進教育
強 省 、 科 技 強 省 和 人 才 強 省 建 設 ， 滾 動 實 施
「61020」全鏈條攻關，支持科研院所和企業每年

產出6項以上重大基礎研究成果、突破10項以上重
大關鍵技術、形成20項以上標誌性產品。此外，湖
北還將加快 「71020」高校創新體系建設，支持7所
高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10個省屬高校學科進入全國
「雙一流」，動態培育建設20個特色優勢學科，在長

江中游和中部地區更好發揮科技創新策源功能。
作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發祥地，湖北在打造全國

領先的產業支點，加快建設體現湖北優勢的現代化
產業體系方面具有先天優勢。湖北將統籌推進傳統
產業升級、新興產業壯大、未來產業培育，實施
「鏈長+鏈主+鏈創」的三鏈機制，因地制宜發展新

質生產力，力爭今年 5 個支柱產業全部突破萬億
級，用3年到5年左右時間，再打造2個至3個萬億
級支柱產業，不斷夯實支點建設的根基。

在打造九州通衢的開放支點，加快建設內陸開放
新高地方面，湖北將積極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
以建設陸海空 「三條絲綢之路」戰略樞紐打造新時
代 「九州通衢」，以離岸在岸一體化推動新時代

「九州通商」，以高標準制度型開放推進新時代
「九州通融」，建設國內大循環的重要節點和國內

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樞紐。
此外，湖北還將打造先行示範的生態支點，加快

建設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湖北樣板。對此，湖北將
深入推進長江大保護，統籌美麗城市、美麗鄉村、
美麗山川建設，加快構建綠色產業、綠色能源、綠
色制度三大體系，依託全球規模最大的 「中碳登」
碳排放權註冊登記結算系統，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
的碳市場和碳金融中心，為全國 「雙碳」戰略的實
施提供有力支撐，努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
麗湖北。

最後，在打造區域發展的聯動支點，加快推進長
江中游城市群協同發展方面，湖北將加強都市圈提
能躍升，建立健全武漢、襄陽、宜昌 「金三角」協
同發展機制，加快把武漢都市圈打造成人口超過
3000萬、總量突破4萬億人民幣的世界級都市圈，
推動襄十隨神、宜荊荊恩城市群跨過2萬億，力爭
未來5年湖北經濟總量再跨越兩個萬億級台階。加
強省際協作和交界地區合作，推動打造 「科創鏈上
的中三角」 「軌道上的長江中游城市群」，推動區
域發展戰略融合疊加、走深走實。

【香港商報訊】記者童文武、陳爽報道：3月6
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重慶代表團舉行開放
團組會議。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長胡衡華
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表示，重慶深入實施軟件業和
信息服務業 「滿天星」行動計劃兩年多時間以來，
成效顯著。今年重慶將迭代思路打法，加快形成
「熱帶雨林」式的產業生態，力爭軟件從業人員超

50萬人以上，營業收入超5000億元（人民幣，下
同）。

作為當今中國經濟熱點地區，重慶經濟社會發展
備受中外媒體關注，100家中外媒體、近193名記
者到會採訪，其中境外媒體37家。

「滿天星」點亮樓宇超500萬平方米
胡衡華說，重慶深入實施軟件業和信息服務業

「滿天星」行動計劃兩年多時間以來，全市新增軟
件企業1.3萬家，總量達到4.2萬家，軟件從業人員
從22萬增加到44萬，主營業務收入連續兩年保持
15%以上的增長，去年突破4800億元。特別是通過

「滿天星」行動計劃，收儲和盤活存量的樓宇超
500萬平方米，可以說產業興起來了，人才聚起來
了，樓宇也用起來了。

據胡衡華介紹，在汽車軟件領域，重慶引進了長
安汽車軟件、普華基礎軟件、賽力斯等200多家汽
車軟件企業，形成了車、路、雲全產業鏈的汽車軟
件產業生態。 「重慶造」汽車平均單價已從幾年前
的7萬多元，提升至去年的13萬元，主流新能源汽
車的平均單價接近24萬元，賽力斯位列50萬元以
上豪華車內地銷量第一。

在工業軟件領域，重慶是製造重鎮，發展工業軟
件有豐富的應用場景，有迫切的現實需要。通過制
定《重慶市工業軟件高質量發展行動計劃》和組織
開展重點軟件的 「揭榜掛帥」，目前重慶工業軟件
相關企業超180家。

在數據服務領域，重慶依託數字重慶建設底座，
加快建設西部數據交易中心，上線運營了全國首個
數字資產交易平台，建成金融、能源9個特色交易
區，累計上架數據產品超 8400 款，引入數商超

1000家。

以「AI+」賦能千行百業
胡衡華表示，今年是重慶實施軟件業和信息服務

業 「滿天星」行動計劃的第三個年頭，重慶將迭代
思路打法，加快形成 「熱帶雨林」式的產業生態，
今年力爭軟件從業人員超過50萬人以上，營業收
入超5000億元。

擁抱AI時代，重慶立足於自身優勢，找準切入
點，構建眾用眾創的軟件，開源的社區，布局專業
模型、智能軟件、具身智能等細分領域，大力引進
高端架構師、算法專家等人才，深入實施 「AI+」
行動，更好地賦能千行百業。

同時，重慶將依託數字重慶拓展應用場景，提升
公共數據平台的基礎支撐能力，通過軟件產品和服
務開發歸集和生成海量的數據，聚焦垂直行業的領
域，結合超大城市的治理，推出一批便民利企的典
型案例，通過 「技術+場景」的雙驅動，推動 「重
慶造」軟件產品量質齊升。

【香港商報
訊】記者蔡
寧、唐琳報
道：十四屆全
國人大三次會
議廣西代表團
6 日舉行開放
團組會議。全
國人大代表、
賀州市市長彭
代元在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2025年，賀州將在交通擴
能、產業振興、創新驅動等方面發力，深化與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互補和協同發展，爭取形成
更多標誌性成果。

西九龍高鐵停靠賀州站
彭代元介紹，近年來，賀州積極搶抓重大政

策利好，主動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快全
力東融，並成功爭取重慶西至香港西九龍高鐵
停靠賀州站，成為廣西第四個高鐵直達香港的
設區市。

目前，賀州每日往返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
高鐵動車超過100趟次，正加快融入粵港澳大灣
區1.5小時經濟圈。

「我們將在加強對外綜合交通和現代物流體
系建設、加強產業鏈供應鏈協同、強化科技創
新賦能等方面持續發力。」彭代元表示。

作為廣西的東大門、廣西全面對接粵港澳大
灣區的前沿，賀州主動融入大灣區產業鏈、供
應鏈、創新鏈、人才鏈和資金鏈，持續深入粵
港澳大灣區等區域開展各類產銷對接活動，精
準引進一批延鏈補鏈強鏈項目，做大做強高端
碳酸鈣新材料、冶金循環、熱電聯產、金屬新
材料、電子信息、黃金珠寶等循環產業鏈，培
育壯大生物製藥、文旅康養等新興產業，打造
「7+N」重點產業體系。據統計，2024年，賀

州新引進的167 個招商引資項目中，有 71 個來
自大灣區，佔比達到42.51%。

蔬菜「直通直銷」香港
賀州是目前廣西唯一一個蔬菜 「直通直銷」香

港的設區市，每年有70%的蔬菜瓜果、60%的畜
禽產品銷往大灣區。2024 年，廣西首家粵港澳
大灣區 「菜籃子」產品質量安全承檢機構落戶
賀州市，實現賀州產地農產品檢測結果與大灣
區互認。

【香港商報訊】記者鄧建樂報道：在經濟界別
的小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開發銀行
董事長趙歡和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開發銀行行長
譚炯共同關注金融支持國家重大項目和加強政策
性金融機構投早投小科技創新企業相關問題。

趙歡建議積極謀劃一批打基礎、為長遠、戰略
性的重大項目，同時深化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和
投融資體制機制的市場化改革。要研究出台強化
政策性金融機構對創業投資的支持配套政策，以增
加政策性金融資源對創業投資的資本供給，更好地
支持投早、投小，助力科技創新與產業融合。他還
建議研究出台政策性金融支持收購存量閑置土地的
政策舉措，以支持房地產市場起跌回穩。

譚炯也提出了兩點具體政策建議。一方面，加
強頂層設計，強化投融資機制，支持國家重大項
目建設，完善跨部門、跨區域重大項目的協調推
進、推送以及風險分擔機制等，從而推動政府、
企業、金融機構深化合作、協同發力，共同參與
重大項目的謀劃建設和運營。

在具體工作推進中，他建議要引導多元投入，
健全政府投資，有效帶動社會投資的體制機制，

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的長效機
制。鼓勵和吸引更多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社
會事業建設領域，鼓勵服務模式的創新，健全政
府投資支持基礎性、公益性、長遠性重大項目建
設的長效機制，支持金融機構健全綜合服務手段和
產品譜系，來創新適應重大項目建設需求和收益回
報特點的全生命周期的金融產品工具，可以更好地
發揮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機構的功能和作用。

譚炯的第二個建議是完善金融服務體系，助力
發展新質生產力。他建議進一步建全金融服務科
技創新的政策體系，推動國家部委和地方政府、
企業單位在科技創新領域的系統性對接和體系化
合作，從而打好政策組合拳。

同時，優化直接融資，支持科創企業在債券市
場上發行科創票據、科技創新公司債，還可以考
慮試點新質生產力企業上市的綠色通道。鼓勵發
展風險投資，並進一步完善風險投資募投和管退
的循環。此外，還需進一步增強信貸的服務質
效。要鼓勵銀行機構提升對科技企業的首貸率，
發展供應鏈金融，為上下游創新型中小企業提供
好融資支持。

【香港商報
訊】記者鄧建
樂報道：全國
政協委員、深
圳 市 人 大 常
委、深圳市工
商聯主席、朗
華集團董事長
張春華在接受
本報記者採訪
時，分享了他

所關切的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
2024年，中國製造業出口佔出口總值98.9%，其

中 「新三樣」出口破萬億，人工智能、人形機器
人、低空經濟等新興產業創新成果全球矚目，展
現了 「中國製造」向 「中國智造」邁進的強勁勢
頭。他建議，要建立全球生產性服務平台，以進
一步護航中國智造國際化。

張春華建議，要加強頂層設計，系統性推動生
產性服務業高質量發展。例如，將生產性服務業
列入國家 「十五五」規劃支柱產業，給予頂層戰

略支持。在構建產業升態方面，他建議建立 「國
內總部結算+海外生產/銷售/服務」的跨境經營模
式，並支持生產性服務企業通過海外併購，或與
央企/國企共建海外產業園和海外倉等方式，提升
海外服務輻射面和全球市場份額。

在深化國際合作方面，他建議支持全球生產性
服務平台與共建 「一帶一路」国家、金磚國家、
歐美、中東等重點區域合作建設跨境服務樞紐，
簽訂雙邊多邊互認協議；並鼓勵平台提供ESG合
規服務，在新能源、AI等重點領域組建國際標準
工作組，提升海外市場話語權、建議權。

張春華也比較關注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
科創要素的便利通關。他建議：

一方面，要對光明科學城等大灣區綜合性國家
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創新主體實施 「白名單」管
理，對科研物質通關給予便利舉措；另一方面，
對區內的重點科研人員也建立 「白名單」，支持
相關科研人員通過河套深圳園區 「1號通道」 、
皇崗口岸等渠道便利通關，並探索給予重點科研
人員和企業人員一周多次往返及更靈活的停居留
政策。

【香港商報
訊】記者付彥
華報道： 「我
們相信，未來
營養品將越來
越個性化、精
準化。希望通
過科技手段，
根 據 不 同 年
齡、性別、健
康狀況和地域

差異，飛鶴為國民提供定製化的營養解決方
案。」全國人大代表、飛鶴乳業董事長冷友斌在全
國兩會期間，聚焦乳業技術創新領域，力求突破行
業發展瓶頸，為乳業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力。

冷友斌表示，牛奶中的乳清蛋白、乳鐵蛋白等
多種成分，是嬰幼兒配方奶粉和功能性食品的重
要原料。然而，中國嬰配粉及功能性食品產業雖
發展迅猛，但乳清蛋白、乳鐵蛋白等關鍵乳品功
能性原料部分依賴進口，制約了行業自主創新發

展。與此同時，內地鮮奶產量波動大，供需錯
配，乳業深加工不足等矛盾也逐漸顯現。

對此，冷友斌建議，加大力度推動乳品功能性
原料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化，建立健全相關質量標
準和監管體系，支持乳製品深加工企業開展技術
創新項目，推動新技術、新工藝在全行業應用。
同時，鼓勵高校開設相關專業課程，培養專業技
術與管理人才，為乳業長遠發展儲備核心力量。

作為乳業領軍企業，飛鶴乳業一直致力於攻克
乳品功能性原料的 「卡脖子」難題。企業兩次揭
榜 「十四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專注於母乳成
分研究、核心原料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等領域。
冷友斌表示，飛鶴通過低溫萃取和酶解技術，從
鮮奶中直接提取乳清蛋白、乳糖等功能性原料，
生產更接近中國母乳比例的配方奶粉。與進口原
料相比，這種 「鮮萃」方式不僅保障了營養的完
整性，還避免了長途運輸帶來的活性損失。此
外，飛鶴積極響應《 「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
要》，布局全生命周期定製營養產品，滿足全齡
段人群精準營養需求。

【香港商報
訊】記者余麗
齡報道：正 在
北 京 參 加 全 國
兩 會 的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中 興
通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高 級 副 總
裁 苗 偉 接 受 本
報 記 者 連 線 採
訪 時 表 示 ，

「作為人大代表，我始終將 『民有所呼、我有所
應』作為履職準則，深入基層，廣泛調研，積極
汲取各地高質量發展的寶貴經驗，敏銳洞察並匯
總制約發展的關鍵問題。」

今年全國兩會，苗偉將圍繞法治建設、產業發
展、衞生健康、社會治理等領域建言獻策，希望
能夠推動騷擾電話與虛假營銷治理、知識產權保
護與審判效率提升、企業 「反內捲」與出海企業良
性競爭、數字經濟發展與信息壁壘破除、衞生健康

制度完善及衞生技術評估立法等問題得到解決。
苗偉在前期調研中發現，消費者常收到推銷電

話，其中不乏不實宣傳內容，干擾正常生活與消
費決策。而且，部分電話銷售存在誘導消費、誇
大產品效果的問題，消費者維權困難，影響其對
網絡消費環境的信任。

苗偉指出，當前法律體系在網絡電話銷售領域
存在適配性問題。相關法規在准入條件、行為規
範、數據安全標準、投訴處理流程等方面規定不
夠細化明確。同時，網絡電話銷售的虛擬性、跨
地域性給傳統監管帶來挑戰，電子證據收集難，
各地監管差異易造成監管空白，難以全面約束銷
售行為。

苗偉建議，完善網絡立法，加快制定和完善網
絡信息安全相關法律法規，明確網絡犯罪行為的
法律邊界，加大對網絡詐騙、侵犯個人隱私等違
法行為的懲處力度。加大執法力度，建立市場監
管、公安、通信管理等多部門聯合監管機制。建立
違法企業黑名單制度，公開違法企業信息並納入社
會信用體系，限制其市場活動，提高違法成本。

趙歡 譚炯：

政策引導投早投小科創企
張春華：

予大灣區科創要素便利通關

冷友斌：

加速技術創新 推動乳產業升級
苗偉：

建騷擾電話違法企業黑名單制

彭代元：
賀州再提速
融入大灣區

王忠林：

湖北「五箭齊發」 擘畫中部新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