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記者傅博、胡秦玉報道：3月6
日上午，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陝西代表團舉
行開放團組會議。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執
委、陝西省工商聯副主席、西安市科協副主席、
西安科為航天科技集團董事長周曙光在接受本報
記者提問時表示，民營經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
還需要更多標誌性的事件和重大的舉措來匯聚合
力。

周曙光期盼盡快出台民營經濟促進法，從國家
層面召開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大會，發布支持民
營經濟的重大政策，給民營經濟帶來更多陽光雨
露。

「今天我要用 『感恩、信心、期盼』三個詞來
表達內心的感受。」周曙光說，作為一個民營科
技企業的代表，習近平總書記在2月17日召開的
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令他倍感振奮鼓
舞。

周曙光說，在黨和政府的關心關懷下，陝西加
快秦創原建設和 「三項改革」，布局未來產業創
新聚集區，打造萬億級產業集群；深化 「三個
年」活動和發展縣域經濟、民營經濟、開放型經
濟、數字經濟以及打好 「八場硬仗」等一系列重
大舉措，久久為功，深刻改變了陝西的產業體
系、經濟結構和發展生態。

周曙光表示，他創辦的企業已蹚出一條裝備發
展創新道路。

「去年陝西支持新質生產力減稅降費456億元人
民幣，向小微企業引導貸款550億元；服務就找 『
秦務員』，需求就上 『全球通』，一系列尊商、
護商、安商的硬舉措和軟環境，比西安的羊肉泡
饃更暖心暖胃，真正把 『兩個毫不動搖』落到了
實處。」周曙光期盼，國家在低空經濟領域支持
民營企業參與運營， 「全國一張網」建設大秦嶺
的脊樑，支撐起秦商愛拚敢贏的精氣神。

周曙光：

盡快出台民營經濟促進法

【香港商報
訊 】 記 者 杜
林 、 宋 璟 報
道：全國人大
代表、鎮江市
委副書記、鎮
江市長徐曙海
近日接受本報
記者專訪。他
表示，鎮江將
堅定推進科技
創新引領產業

強市戰略，持續深化與粵港澳大灣區及長三角地
區的合作，積極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發展
新質生產力，為鎮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強勁
動力。

「香港是鎮江第一外資來源地，截至目前，鎮
江共有來自香港地區投資項目6808個，現有港資
企業308 家。」徐曙海表示，鎮江地處長三角，

主動對接大灣區是融入區域一體化發展的重要舉
措。近年來，鎮江不斷加密赴大灣區的對接合
作，促成多項合作項目簽約。徐曙海強調， 「在
新一輪的科技變革中，我們衷心期待與大灣區在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上攜手並進。」

徐曙海說，鎮江近年來積極推進長三角科技創
新共同體建設，圍繞航空航天、船舶和海工裝
備、綠色低碳等領域深化產業鏈合作。

此外，鎮江將加快建設G312寧鎮段產業創新走
廊，推動跨區域園區合作，建立產業轉移、基礎
設施建設、園區合作的成本分擔和利益共享機
制。同時，在交通體系建設方面，鎮江計劃加快
312國道寧鎮段快速化改造，打通跨界斷頭路，推
進低空經濟發展。今年將試航飛行寧鎮低空載客
「空空聯程」航線，新開通低空無人機航線兩

條。徐曙海透露，鎮江還將繼續加強船舶海工等
優勢產業鏈合作，協同長三角城市開展 「產學研
用」一體化攻關，加快集聚區域創新資源，打造
先進製造業新高地。

徐曙海：

鎮江打造先進製造業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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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傅博報道：3 月 6
日，在陝西省代表團開放團組會議上，全
國人大代表、陝西省委書記趙一德在接受
媒體採訪時表示，陝西以打好教育、科
技、人才 「三位一體」改革攻堅戰為動
力，扎實推進教育強省、科技強省、人才
強省建設，因地制宜的發展新質生產力。

據統計，陝西全省科技活動產出水平指
數、萬人科技論文數、輸出技術成交額這
三項都居全國第四位。進入全球學科排名
前萬分之一的學科有三個，居全國第三
位。去年國家科學技術獎陝西的獲獎數在
全國排第二位。

趙一德稱，着眼提升科技創新整體效
果，陝西在促進教育、科技、人才 「三位
一體」和科技、產業、金融融合發展方面持續發
力，已經取得了比較明顯的階段性成果。

他總結取得階段性成果得益於 「四個注重」：
一是注重發揮西安區域性科技創新的策源地作
用，持續增加高質量的科技供給；二是注重發揮
「三項改革」的撬動功能，持續暢通科技成果轉

化鏈路；三是注重發揮企業創新主體的鏈接功
能，持續完善市場需求導向的集成創新體系；四
是注重發揮秦創原創新驅動平台的聚合度，持續
營造系列融合創新生態。

「三項改革」破解成果轉化難題
趙一德介紹，針對陝西科技成果轉化難題，推

出並且實施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技術轉移人
才評價和職稱評定制度、橫向科研項目結餘經費
出資科技成果轉化 「三項改革」，努力從根本上
破解成果轉化 「不敢轉」 「不想轉」 「缺錢轉」

的難題。
目前， 「三項改革」的試點單位已經從5家增加

到了 200 家，有 10.6 萬項職務科技成果實現單一
化，3.6萬項科技成果實現轉移轉化，新成立的科
技成果轉化企業超過2000家，630多名科研人員憑
藉科技成果轉化貢獻實現職稱晉升，帶動去年全
省技術合同成交額達到483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
長15%。

近三年，全省科技型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
數量年均分別增長30%和25%。科創板上市企業增
至16家，國家級製造業單項冠軍企業數量31家，
西部第一位。

「陝西建設秦創原的初衷，就是要以政府的更
加有為，來彌補市場內生創新的不足」，趙一德
解釋，同時，推行企業出題，產學研協同解題和
科技產業對接機制，讓企業在科技創新決策、研
發投入、科研組織、成果轉化中成為主體。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寧報道：3 月 6
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廣西代表團
舉行開放團組會議，在媒體提問環節，全
國人大代表、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藍天立
表示，服務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是中央賦予廣西的重要使命任務，也是廣
西向海圖強、開放發展的歷史機遇。廣西
正通過 「硬聯通」 「軟聯通」 「心聯通」
三大方面，全面推進與東盟國家的合作。

「基礎設施是 『硬聯通』」，藍天立介
紹，廣西以高水平共建西部陸海新通道為
牽引， 「陸海空數」四位一體，打造連接
中國與東盟時間最短、服務最好、價格最
優的陸海新通道。

其中海運方面，北部灣港集裝箱吞吐量
超900萬標箱，開通了東盟航線33條。航空方面，
南寧機場航線通達東盟各國，去年國際貨郵吞吐量
增長23.2%。數字絲綢之路方面，已建成通達東盟
國家12條國際陸纜，啟動建設南寧國際通信業務
出入口局。

此外，中越友誼關智慧口岸中方段項目已經基本
建成，屆時，南寧至越南河內貨物 24 小時內運
抵，至越南北部邊境4省12小時內運抵。

在經貿規則 「軟聯通」方面，藍天立介紹，廣西
認真辦好中國—東盟博覽會和商務與投資峰會，推
動建立了覆蓋經貿、海關、金融等40多個領域的
中國—東盟合作機制，全面對接RCEP經貿規則，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加快打造國內國際雙循環市
場經營便利地，持續提升投資、貿易、消費等便利
化水平。東盟連續 25 年保持廣西第一大貿易夥
伴，去年廣西對東盟國家進出口 3978.2 億元人民
幣、增長17.2%。

「我們已與東盟國家在化工、新能源材料等領域
初步建立了跨境產業鏈工業鏈合作。」藍天立舉例
說，廣西上汽通用五菱已在印尼建成中國在當地投
資最大的汽車製造基地，新能源汽車市場佔有率超
過50%，帶動本地2萬多人就業。

在人文交流 「心聯通」方面，廣西和東盟各國像
「走親戚」一樣，開展教育、醫療、旅遊等人文交

流合作，實施了一批 「小而美」的民生項目。
藍天立介紹，廣西與越南邊境四省黨委書記新春

會晤活動已經舉辦了10年，與東盟國家建立友好城
市61對，建有14個中國—東盟現代工匠學院。

「上個月廣西與越南、老撾就深化人工智能、數
字經濟等領域合作達成多個共識，並與老撾簽訂共
建中國—老撾人工智能創新合作中心協議。」 藍
天立認為，以廣西獨特區位、人文交流等優勢，可
以在服務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中發揮更大的
作用。

【香港商報
訊】記者李銀
明報道：今年
全 國 兩 會 期
間，全國人大
代表、郴州市
委副書記、市
長闞保勇接受
記者採訪時表
示，要以大開
放 帶 動 大 發

展，郴州錨定融灣向海主攻方向，全面提升改革
開放層次能級。

據介紹，2024年郴州入選 「生產服務型國家物
流樞紐」，郴州（前海）跨境電商產業園、零關
稅跨境直購商場正式運營，孵化新增跨境電商企
業40家，保稅維修業務佔全省的90%。郴州陸港
成功獲得國際口岸代碼，與鹽田港簽約 「組合

港」，湘粵非鐵海聯運新開通5條全程提單線路。
湘粵港 「跨境一鎖」開行262趟次、增長198%。

區域合作拓展了郴州的發展 「新空間」，通過
積極推進郴佛對口合作，落地項目22個，總投資
103.37億元（人民幣，下同）。有序承接大灣區產
業轉移，新引進項目173個，總投資806.95億元。
着力深化湘贛邊區域合作，簽署文旅產業聯動發
展等四項協議，實施重點建設項目63個，完成投
資106.11億元；新增 「湘贛紅」授牌企業10家，
總量居全省第二。

闞保勇表示，2025年，郴州堅定不移走 「改革
路」、打 「開放牌」、吃 「廣東飯」，當好開放發
展排頭兵，實現融灣向海的新提升、新突破，將重
點做好產業協同、借船出海、創新合作等三篇文
章。

「郴州將全力拓展外貿新陣地。開展外貿實績企
業擴容、外貿龍頭企業培育和外貿業績回流攻堅三
大行動，全力穩住外貿基本盤。」闞保勇說。

【香港商
報訊】記者
楊亮報道：
全國人大代
表，山西財
政廳廳長常
國華回答記
者提問時表
示，提振消
費關鍵在於
將促消費與
惠民生有機

結合，切實讓老百姓能消費、願消費、敢消費。
讓民眾 「能消費」的關鍵在於提高居民消費能

力。為此，山西省財政廳將積極實施就業優先戰
略，落實穩崗返還、稅收優惠、擔保貸款、就業
補貼等政策，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促進工資性收
入合理增長，增加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同時，加
大民生保障投入力度，完善城鄉居民醫保籌資機

制等。
為了讓民眾 「願消費」，山西省財政廳在2025

年將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一方面，擴大家電家
裝補貼品類，納入更多生活常用消費品。另一方
面，延續省級全額兜底政策，健全資金預撥滾動
清算機制，減輕企業墊資壓力。

為了讓民眾 「樂消費」，山西將推動養老、育
幼、家政等服務擴容提質，培育壯大新型消費，實
施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促進政策，積極
培育智能家居、國貨 「潮品」等新的消費增長點。

同時，健全公共文化服務財政保障機制，支持改
善旅遊景區基礎設施和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持續激
發文化、旅遊、體育、健康等方面消費潛力。

讓民眾 「敢消費」，就要激發消費內生動能。
山西省財政廳把維護消費者權益擺在突出位置，
進一步完善質量標準、信用約束、綜合治理、消
費維權等制度，強化消費市場跨部門聯合監管，
減少消費限制性措施，營造安全、公平、放心的
市場消費環境。

陜西：

科研應用轉化 陝西成功破題

闞保勇：

郴州錨定融灣向海帶動大發展

常國華：

有機結合促消費與惠民生

【香港商報
訊】記者趙桐
曲 報 道 ： 日
前，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港
區省級政協委
員聯誼會主席
蘇清棟在全國
兩會期間接受
本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香港
需深度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以新質生產力布局為契機，鞏固國
際樞紐地位，同時推動北部都會區產融結合。

蘇清棟指出，香港應緊抓國家高質量發展與國
際合作布局的機遇，強化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中心地位，比如在共建 「一帶一路」倡議推進

中，在金融服務、貿易物流、專業諮詢等方面，
為沿線國家地區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提升香港在
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影響力。

他特別強調，香港應推動金融與產業的對接，
引導金融資源向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綠色能源
等新興產業傾斜，同時推動傳統製造業向數字
化、低碳化轉型。他建議通過稅收優惠和土地政
策吸引國際頂尖科研機構落戶，加速科技成果轉
化。

此外，作為福建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蘇清棟
高度關注家鄉發展，他呼籲香港對泉州南翼高新
區實施特殊政策支持。泉州作為對台灣交流前
沿，可依託南翼高新區構建兩岸產業合作示範
區，重點發展半導體、智能製造等戰略性產業。
「建議賦予高新區更大自主權，例如放寬台資准

入、試點跨境數據流通，並設立兩岸聯合創新基
金，推動技術、人才、資本深度融合。」

【香港商報
訊】記者伍敬
斌 報 道 ： 日
前，全國政協
委員，台盟廣
東省委會副主
委、深圳市委
會主委林娜在
接受記者採訪
時表示，今年
她關注完善創
業投資稅收政

策、推廣數字人民幣解決境外來華人員支付難點以
及加強廣東與台灣生物醫藥領域合作和兩岸文化交
流方面的問題，並就上述問題提出建議。

在談到加強廣東與台灣生物醫藥合作方面時，林
娜表示，廣東生物醫藥龍頭企業聚集，發展十分迅

猛。台灣生物醫藥產業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
發展，現已成為台灣的核心產業，在資金、人才、
技術和生產管理方面都有一定優勢，包括產業政策
與研發平台都比較完善。廣東是經濟強省，台資企
業眾多，且與台灣優勢互補，持續加強兩地在生物
醫藥方面的合作，前景可期。

具體措施方面，林娜認為：首先需要在廣東建立
起兩岸生物醫藥產業的園區，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融
合小分子藥的創新方面，可以與台灣企業合作。

第二是依託粵港澳大灣區，創立大中華生物醫藥
產業聯盟，並且參照台灣生物醫藥以信息產業賦能
生物醫藥的經驗做法，發揮廣東信息科技產業的優
勢，推動生物醫藥產業的技術升級。

最後就是要推動兩岸在生物醫藥領域的技術標準
和職業資格的互通互認，以及人才的引進和培養。
這樣不僅可以提高生物醫藥行業的合作程度，也可
以加強兩岸人員往來與交流。

蘇清棟：

推動北部都會區產融結合
林娜：

冀粵台加強生物醫藥領域合作

廣西代表團舉行開放團組會議。陝西代表團舉行開放團組會議。

廣西：
構建三聯通 廣西東盟緊密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