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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里，机械手有条不紊地进行操控；工地上，塔吊耸

立，工程车往来穿梭……虎年春节假期刚过，已见繁忙景

象。

过去一年，工业经济运行面临的压力不小，今年一季

度，实现工业经济平稳接续意义重大。记者采访一线企

业、相关部门发现，尽管面对挑战，各地积极采取一系列稳

定工业增长的举措，企业铆足干劲，奋力前行。虎年开工

季，工地车间热度不减，传递出工业经济稳字当头，努力稳

预期的积极信号。

有压力，更有干劲和信心

调整状态，做好充足准备，这是当前博洋集团创始人

戎巨川眼中最重要的事。深耕家纺领域几十年的他认为，

从行业到企业，今年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不能被动等待，而要主动出击。”戎巨川说，2022 年，

企业将把数字化能力提升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大对直

播等新渠道的渗透，加快工业互联网对生产全链条的嵌

入，降低运营成本，挖掘潜在需求。

主动出击是虎年开工季不少工业企业奋进的写照。

受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影响，一些企业仍面临来自多方

面的挑战。然而有压力，更有信心。锚定目标、主动布局，

很多企业迈出稳健发展的步伐。

大年初三，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制造商——力高

新能源创始人王瀚超早早坐在办公桌前，谋划新一年工

作。

“新能源汽车发展比想象更快，作为产业链上的企业，

我们既兴奋也有压力，要做足准备，才能更好抓住机遇。”

他说，企业新建第三条生产线，预计 3 月底可以投产。今年

也计划增加 100 名研发人员，继续布局储能、充电等技术，

加快推动自研芯片验证使用，提升供应链稳定性。

工信部在河北、江苏、安徽等地调研显示，已出台的工

业稳增长措施初见成效，今年 1 月以来，各地工业平稳运

行，企业和市场预期逐渐向好。

凭借稳扎稳打，很多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干劲。工信

部统计显示，“小巨人”企业的研发人员占比约 25%，平均

研发强度超 7%。

拓新局，坚定创新抓机遇

新 春 伊 始 ，普 天 铁 心 立 下 一 个 数 字 化 降 本 增 效 目

标——通过大数据调度让仓库空出 1000个库位。

普天铁心从事电力变压器关键零部件的制造、研发与

销售。为避免库存积压带来资金流转压力，正联合钉钉通

过大数据调整产能和物流。企业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在

2022年进行全面智能升级，挖掘更多需求，开拓更多空间。

拓新局，是很多企业 2022 年的关键词。找准自己定位

精准创新，研究市场趋势高效创新，新的发展空间正在打

开。

春节期间，全应科技董事长夏建涛和团队已经开始与

客户的沟通。全应科技是一家从事热电智能化工业互联

网的企业。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数字孪生模型等为热电领

域企业提升效率、降低排放和成本。

热电领域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大势“催促”着企业进

行快速技术迭代。夏建涛说，与客户保持紧密联系，为的

就是更加适应市场，让创新更有针对性。“预计今年研发投

入将超 5000 万元，在热电智能化与运行自动化融合上推出

新一代产品。”

紧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水平，坚持纾困解难强帮扶

与支持创新促升级两手抓，坚持培优企业和培强产业相结

合，一系列举措出台。

工信部明确将在 2022 年进一步聚焦关键领域加大创

新中心建设力度，通过中试、验证平台的完善，为企业创新

提供更多服务。财政部日前对外表示，2022 年，新增支持

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鼓励地方安排中小企

业纾困资金。

“2022 年，将更加注重从产业链角度推动大中小企业

协同创新，在融合上做更多文章，加速创新向各领域推

进。”工信部副部长徐晓兰说。

谋实干，扎扎实实稳向前

2 月 7 日，福建省第一季度重大项目视频连线集中开工

仪式在福州举行。福建省发改委重点项目综合管理处负

责人郑强表示，本次开工的项目中，福建省重点推进科技

含量高、引领性强的项目，助力产业链的补链强链，推动形

成产业集群。

稳投资是稳工业的关键。重庆市发改委透露，今年重

庆计划实施市级重大建设项目 850 个，年度计划投资约

3570 亿元，重点投向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等领域；上海市浦

东新区近日发布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

未来 3年推动区域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达到 4000亿元……

聚焦重点问题，抓实干谋实效，一系列举措和实践正

在展开。

保用能，正月初八，国网建德市供电公司为第一批进

驻浙江建德市钦堂乡小微企业创业园的企业完成通电，助

力顺利开工；增帮扶，虎年开工首日，广东佛山提出在制定

和落实政策时，要突出重点的“点”，点对点开展帮扶；保供

应链，河北、安徽等多地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的监测调度，打通要素保障和产品供给的

堵点卡点……

“今年尤其重要的是要落实落细系列政策，推动延续

或扩展阶段性惠企政策。”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说，2022

年要推动各地结合实际出台并细化政策措施，助力企业平

稳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铆 足 干 劲 稳 健 前 行
—虎年开工季工业经济走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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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仁罗布得过六次三等功。勋章，

是他最珍爱的奖品。“退伍前，我把三个

勋章送给了战友。”他笑着说，大家的感

情太深了。

在家乡当兵，他却说对儿子是最亏

欠的。

从部队到家，几公里的路程，他却

长期不能回家。第一次休假回家，儿子

愣愣地看着他，却不认识。

前 几 年 ，他 给 儿 子 下 了 一 道“ 命

令”：高中毕业后，必须当兵。

“刚开始并不想当兵。”24 岁的仁增

加措坦言。

如今，他已成为边防部队的一名战

士。说起转变，仁增加措表示，沿着父

亲当年的足迹，第一次巡逻边境时，终

于理解了父亲。

“我感觉很自豪，我们走过的地方

就是中国的界碑。”仁增加措说。

儿子接了班，但次仁罗布并没有闲

着。成了村支书，冬天，他会帮着边防

部队筹集马料，有时也会组织群众为解

放军免费运送物资。

儿子也很争气，成为了一名军医，

群众得了急症，还会帮着急救。

底雅乡，父子两代人，以独特的方

式接力。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背后是

底雅军民齐心协力在边境上筑起一座

看不见的长城。

“固执”的守边人——
“这是我们祖辈放牧的地

方”

从乡政府开车半小时，记者来到了

什布奇村最靠边境的小组。村民们住

在山脚，山顶上就是边境。

让人意外的是，“00后”的仁增曲珍，

已经是村里的村小组组长，

小组大小事务都得她张罗。

吃过午饭，她就背着望远镜

出发了，与另外两个村民汇

合后，沿着边境线开始巡逻。

巡逻，是他们的生活常态。“我们轮

流巡逻，一天三次。”她说。记者见到她

时，正遇上她巡逻回来。仁增曲珍的家

是 120 平方米的小楼，走进阳光房，仁增

曲珍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聊起了守边

的故事。

“我们世代都在这里放牧，这里就

是中国。”她喝了一口酥油茶说。

这里，并不总是安宁。她清楚的记

得，2017 年，一名既不懂普通话又不懂

藏语的嫌疑人员混进了村里的边贸市

场，被村里的三位少年发现，他们将其

扭送到村委会，随即，村民又找到了嫌

疑人员藏在石头中的证件。经查，这是

一名外国偷渡者。

“我们不能放过每一个可疑的人。”

仁增曲珍说。

有时，平静之下，也暗藏着危险。

曾担任什布奇村小组组长 12 年的

群宗卓玛，就遇到过惊险的一幕。

2012 年 6 月 12 日，她和乡干部来到

边境，开展基本草原划定工作。突然，

她听见有人喊话：“你们在干什么，不能

来这里！”

群 宗 卓 玛 抬 头 ，看 到 两 个 外 国 士

兵，在边界线铁丝网旁边看着他们。“我

们看到他们走过来，正准备回去向上级

汇报，没想到我们刚走几步，他俩就跟

上来了，还要检查我们。”

此时，群宗卓玛已经顾不上危险，

大声喊道：“这里是我们中国的地方！

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你们无权过

问我们的事情，请你赶紧离开！”

对方见群宗卓玛态度强硬，便不再

纠缠，只能悻悻离开。

群宗卓玛说：“我们的背后有强大

的祖国，没什么可怕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为有微小

的个体力量汇聚成强大的中国力量。

在底雅，正是这股子“固执”的戍边精

神，让每一寸领土完整。

跨越千里的姻缘——
“我和底雅乡亲们一道创

造幸福生活”

头发已经花白的老杨是个执拗的

人，从老家江苏徐州来到底雅，一待就

是 25年。

老杨名叫杨贵房。

为什么来底雅乡？

时间回到 40 年前，那时他 19 岁，初

恋的姑娘因病去世，心结始终没有打

开。于是他选择外出工作，直到 38 岁那

年，在底雅干工程时，重新找到了爱情。

那时，这里外来人口不多，见到单

身的老杨，乡亲们热心地帮着张罗对

象。后来，老杨认识了次仁卓玛，并共

同组建了家庭。

“本打算留在徐州，可那时孩子还

不会说普通话，没法在老家上学。”夫妻

俩咬咬牙，决定回到底雅生活。

那个时候，从札达县城到底雅，路

不好走，进出全靠骑马；乡里没有电话，

和老家联系只能到附近部队借用电话。

面对现实，他不得不想办法改变生

活状况。

1997 年，他试着帮老乡盖房子，工

钱一天 5元。

2005 年，什布奇村要建第一座水泥

桥。乡里找到了他，除了 5 吨水泥，其他

什么材料都没有。

“我 搞 过 工 程 ，但 没 建 过 桥 ，只 能

凭 着 经 验 ，硬 着 头 皮 干 。”他 拿 着 笔 ，

挠 着 头 ，反 复 计 算 ，发 现 水 泥 只 够 建

桥墩。

怎么办？为了节省水泥，他把大部

分的水泥用来建桥墩，桥面改用石板。

开工后，为了夯实桥墩，他跳进河里，腿

都被水泥烧坏了。

“与其让大家下去，不如只烧我一

个人就行了。”他轻描淡写地说。老杨

的举动，感动了村民。

后来，老杨成了远近闻名的“包工

头”，但家里却一点也不富裕。“我接下

活 ，工 钱 大 家 平 分 ，自 己 不 多 拿 一 分

钱。”从当初一天 5 元的工钱到现在每天

三四百元的工钱，老杨一如既往地与村

民们平分。

这个“外来户”变成了“老底雅”。

村里第一个种植蔬菜的是他，第一个在

沙地上种植水果的也是他，第一个帮着

乡里建旱厕的还是他……

次 仁 卓 玛 说 ：“这 些 ，我 都 看 在 眼

里，老杨是个好人。”

如 今 ，底 雅 乡 人 均 年 收 入 达 到 了

1.2 万元，苹果树超过了 1.8 万棵，前些

年这里已经全部脱贫，兴边富民的好日

子来了。

夫妇俩依旧恩爱，早已衣食无忧。

孩子们也长大了，现在老杨每天接送孙

子上幼儿园。

落户底雅的三只“凤
凰”——

“ 我 们 离 大 城 市
虽远，但离小康生活

很近”

老二勤劳文静、老三泼辣果断、老

四灵动秀气，这是三姐妹给记者的第一

印象。

“怎么都没想到，我们一家四姐妹，

除了大姐，其余全都从 1300 公里外的日

喀则拉孜县曲玛村远嫁到了这里。”34

岁的老三央珍感叹，她是三姐妹中第一

个嫁到底雅乡的。

央珍的丈夫索朗仁青是底雅乡人，

他俩在措勤县修公路时相识。2009 年，

央珍第一次来到底雅乡。从措勤县出

发，1000 多公里的路程，两人用了七八

天时间才到。央珍心里满是期待。

还没到底雅乡，望着无尽的大山，

她再也忍不住，一下子哭了：“这么偏

远，家里人本来就反对。”

在底雅乡待了没几天，就遭遇了大

雪封山。无奈，她只能和索朗仁青在家

务农。家里的房屋破破烂烂，也没有多

少耕地。

如何换来营生？看着乡里正在修

路，央珍和索朗仁青一合计，花了 2.2 万

元，从外来的民工手里买了一台二手拖

拉机。

索朗仁青开拖拉机拉石头，央珍在

工地上帮忙做饭。四个月后，工程完工

了。拿到工钱后，小夫妻俩在昏暗的屋

里，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一共赚了八

万元，两人笑得合不拢嘴。

“我们生活很好！”央珍告诉哥哥。

之后，把二姐次仁吉拉也“拉”到了底雅

打工。

后来，底雅果树种植技术员欧珠多

吉喜欢上了勤快的次仁吉拉，俩人终成

眷属。

在苹果园，记者见到了正在给果树

浇水的次仁吉拉。来到她家，家中被收

拾得一尘不染，藏式家具说不上豪华，

但显得温馨。

与三姐一样，老四米玛拉姆 2012 年

也被“骗”到了底雅乡。她的爱人旦增

群培是底雅乡什布奇村的村委会主任，

还是全村的致富带头人。

如今，三姐妹的户口全都从老家迁

入底雅乡。三姐妹，在这里生儿育女，

扎下了根。她们，从一个外来户，变成

了底雅人。

三姐妹的生活变迁，是底雅发展变

化的一个缩影。

过 去 ，这 里 到 县 城 要 七 八 个 小 时

的路程，现在路好了，只需要三四个小

时；过去，这里没有电，如今已经并入

电网；过去，村民的住房十分矮小，如

今家家户户住上了小洋楼。

这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带来的山乡

巨变。

生活好了，“闲不住”的央珍开始思

考——我能为底雅做些什么？

2015 年，她入了党，还担任古让组

组长，“美丽的底雅是我的家，是底雅让

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我要努力回馈这

片土地。”

“带领大家一起致富，我得出一份

力。”前几年，她带着组里面的 11 户家

庭，搞起了合作社，种植了 45 亩果园。

中国的西边，这个边境乡，折射出

一 股 新 的 创 业 精 神 —— 扎 根 雪 域 边

陲；支持，国家始终关注边境乡，涌现

出活力；变化，让每个人都发挥作用，

翻天覆地。

底雅乡，兴边富民步伐越走越坚实。

“ 美 丽 的 底 雅 我 的 家 ”

虎年春节假期刚过，各地便投入了紧张的

生产建设和工作当中，一系列重大项目开工仪

式展示了热气腾腾抓开局的图景。

开工意味着起步。一个地方的一年或

一个时期的发展能不能起好步，对后势影响

巨大。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提出，要适度超

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力争在一季度形成更

多实物工作量。为此，虎年开工贵在“早”。

要早谋划，对经济运行中的堵点难点有

针对性地推出相关政策，尽量走在市场曲线

前面；要早安排，对资金下达、税费减免、项

目开工等已经明确的工作能早则早、能快则

快，最大限度营造良好环境、释放市场主体

活力。

举凡大事，谋定而动。我们要有“等不起、

慢不得、坐不住”的状态和准备，做到“谋定而快

动”。“快动”不仅考验一个地方的拼劲、闯劲，还

需要简政放权、制度创新的巧劲，各级政府部

门都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看准了就要敢于

“踩油门”、积极“设路标”。

虎年开工，还要突出“实”。要真开工、抓

落实。过去，曾经出现过“假开工”现象。口号

喊了、坑也挖了，过几个月去看，却没有任何动

静。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不仅贻误工作，更

败坏风气，必须引以为戒。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实物工

作量”是一个关键指标。各地要加强对投资

项目的后续管理和监督检查力度。对弄虚

作假、开工后没有实质进展的，要严肃查处，

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确保各

项政策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北 京 冬 奥 赛 场 上 ，中 华 健 儿 们 踏 雪 走

冰、争金夺银。对于每个地方、每个人来说，

面前其实也有一个新赛道、新赛场。虎年新

春，拿出生龙活虎的干劲、打出虎虎生威的

气势，才能不负春光不负时代。

（新华社上海2月10日电）

初春时节，各地农民抢抓农时，积极投

入春耕春管中。

图为农民在云南腾冲凤凰山三万多亩

的农业生产基地栽种洋芋。

新华社发（龚祖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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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0日电（记者 戴小河）春节前夕，在煤炭市

场供需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国内煤炭现货、期货价格出现上涨现

象。记者 10 日从全国煤炭交易中心获悉，近日多部门对此现象出台

多项举措，煤价将逐步回落，目前国内电厂存煤平均可用天数达到

23天，明显高于往年平均水平。

2 月 8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 年 1 月下旬与 1 月中

旬相比，煤炭价格出现了普涨。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副总经理李忠

民认为，应理性看待当前的市场波动，春节后国内煤炭生产加快恢

复、煤炭需求有效保障、煤炭运输不断增强、中长期合同作用显现，

煤价将逐步回落。

国家发展改革委 2 月 8 日发布消息称，2 月 3 日以来，各地区煤炭

产量快速回升，目前已基本恢复至节前水平，全国统调电厂存煤仍

保持在 1.65亿吨以上，较去年同期增加超 4000万吨。

全国煤炭交易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

主产区节后煤炭生产加快恢复，叠加供暖季用煤需求有所下降，煤

炭供应保障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李忠民认为，冬季是传统能源消费旺季，从目前看，出现极寒天

气是小概率事件，节后工业复产复工带动的消费反弹强度一般弱于

节前，随着取暖用能减少，煤炭消费将进入季节性调整。目前国内

电厂存煤平均可用天数达到 23 天，其中华中和西南等煤炭主要调入

区域可用天数还要高于平均水平。充足的存煤将稳定释放，市场需

求得到有效保障。

全国煤炭交易中心：

国内电厂存煤平均可用天数达 23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