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驶入转型升级“快车道”
———代表委员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振兴实体经济，制
造业是主战场。

中国一汽在创新中跨越突破、“中车
长客造”动车驰骋全球、“吉林一号”群星
璀璨……近年来， 我省把发展制造业作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坚持以

“数字吉林”建设为引领，推动重点产业
与智能制造、 人工智能、 大数据嫁接与
5G 和区块链技术融合发展，全方位全链
条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充分激发内在潜
力。

聚焦高质量 积蓄振兴强大动能
完善产业集群， 提高制造业产业集

聚质量；
着力增强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从“制造绿色”到“绿色制造”……
在全省两会上， 制造业振兴成为代

表和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曹志强代表表示， 传统制造业企业

想要实现更好发展， 必须按照“创新驱
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
为本”的基本方针，通过转型升级，实施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品牌

影响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省在积

极推进制造业发展的同时， 着眼实现工
业节能目标任务， 全力推动重点企业绿
色制造体系。王茂军委员谈到，将一些固
有资源变废为宝，不仅节省成本，助力企
业发展，还能对环保作出贡献，相关技术
值得大范围推广。

为推动制造业发展， 我省积极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发展增添新活力。
张巍委员说，从长远来看，落实减税降费
政策能够增强我省汽车制造业、 装备制
造业、 石油化工和医药制造业等支柱产
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稳增长，进而
带动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

“智造”促蝶变 打造发展新高地
往来穿梭的自动化送货车、 上下自

如的机械手臂， 工业机器智能化让整个
生产线变得高效而规范；送餐、扫地、监
控， 生活场景的智能化让人们的生活幸
福指数一再提升。从工业到民用，我省正
借助智能制造业发展实现“基因重组”，
为转型升级注入强大动能。

“数字技术让一些行业实现蛙跳式

发展， 制造业要利用这一契机实现高质
量发展， 将新的数字技术应用到自身生
产活动中。 ”徐特委员建议，制造业企业
要破除固有思维，理解掌握新技术，在认
知能力上寻求突破。

“智能制造的本质实际是精益生产，
强调消除非增值造成的浪费， 以最低成
本和更高效率生产高质量产品。 ” 徐特
说，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智能制造的建
设，不光是利用好数字技术、物联技术、
大数据分析这些新技术， 更重要的是要
有一种可持续发展观， 当绿色智能制造
让工业展现出一种综合、和谐的平衡感，
就真正实现了人们的期望， 对经济发展
起到基础性支撑作用。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移动
互联网的兴起及 5G 技术的应用， 在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计算机
技术的推动下， 工业互联网得到快速发
展。 ”曹志强说，制造业企业必须摒弃固
有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依靠新技术、
新模式实现向智能制造的转型。

苦练“硬功夫”多维度提升竞争力
智能制造不仅反映在提质增效上，

同时也表现在企业的思维转变中， 越来
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开始意识到“智造”配
套人才的重要性，开始由“坐等人才”向

“自主造血”转变。
近年来，我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鼓励企业设立“大师工作室”，开展技能
大师、首席技师评选活动，积极培育技术
骨干和技术能手，提升全员素质。

唐大为代表认为， 设立“大师工作
室”这种方式很务实。 他说：“老师傅和年
轻人可以在一起切磋、学习。 年轻人向老
师傅学习技术和工艺， 同时也能将新的
智能化生产操作手段与大家分享， 共同
提高、共同进步。 ”

我省还组织实施产学研联合技术开
发计划，推动企业与高校开展联合项目。
唐大为谈到：“将创新成果运用到生产中
去，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难题，从而提升效
率和效益， 便可有效地助推制造业发
展。 ”

培育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项
目、新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
聚， 我省正加紧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新格局， 为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打
下坚实基础。 /吉林日报记者 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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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吉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期间，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
聚焦我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的关键问题和人
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 积极
通过提案建言献策、履职尽责。截至 1月
13日 12时，大会共收到提案 417件。

其中， 委员和委员联名提案324件，
党派团体提案90件， 界别小组提案3件。
提案中，经济建设方面提案155件，占立
案总数的37.2%； 政治建设方面提案39
件，占9.4%；文化建设方面提案43件，占
10.3%； 社会建设方面提案154件，占
36.9%；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案26件，占
6.2%。

相关负责人介绍，从总体看，委员提
案的质量意识明显增强， 提案提出更加
郑重，选题更加聚焦，建议更加务实，反
映民意更加接地气， 绝大多数提案建议
具有较强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充分彰显了政协委员的履职担当。

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
面———主要建议有：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培育新动能；
聚优势之力将吉林打造成中国“碳谷”；
抢占 5G 产业“蓝海”，建设“数字吉

林”；
以珲春海洋经济合作示范区为突破

口，将珲春打造成沿边开放型中等城市；
加快推进“滨海 2 号” 交通走廊建

设；
打造“中国·长春航空产业军民融合

实验区”；
推进吉浙两省合作，发展飞地经济；
推动我省开发区按照“一主六双”新

格局进行转型升级；
以区块链技术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
借助资本市场红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推进我省可溯源农产品体系建设；
加大对中小企业政策综合支持；
建设“中国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产

业区”；

举办国际型冰雪产业博览会等。
关 于 深 化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方

面———主要建议有：
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无差别全

科受理；
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地见效；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助推“最多跑

一次”；
加快推进我省网络司法拍卖辅助工作；
壮大企业家队伍， 赋予企业家人才

待遇；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向基层一线倾

斜办案力量；
推进我省法院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

制建设；
加大力度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账款；
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加强非公

经济党建工作；
渐进式推进工会会员普惠制工作等。
关于推进文化强省方面———主

要建议有：
打造“大美吉林”主题 IP，加快吉林

品牌传播推广；
设立“公木文艺奖”、南仁东纪念日；
建设吉林省文化名人馆；
加强新媒体行业职业伦理建设与版

权保护；
推动我省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和繁

荣发展；
打造东北抗联教育旅游研学路线；
建立吉菜饮食文化博物馆；
打造“长春影城”及电影全产业链；
实施“正能量网红大 V”工程；
加强基层文艺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偏远地区书法教育进课堂等。
关于增进民生福祉方面———主

要建议有：
发挥产业资本优势，推动精准脱贫；

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广泛覆盖；
增加我省公众急救设备投放；
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建立“一刻

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提升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贡献度；
建立未成年人受欺凌举报机制；
提升社会治理智慧化水平，推动“数

字社区”试点建设；
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实施“区块

链 +食品安全”；
加强我省“菜篮子”工程建设；
加快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进程；
加强小区物业规范化管理和系统监

督体系等。
关于加强生态建设方面———主

要建议有：
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综合保护，推进黑土地永续利用；
加快盐碱地改良， 促进西部生态经

济带发展；
构建湿地生态监测平台及安全评估

与预警体系；
擦亮查干湖“金字招牌”，加大生态

开发扶持力度；
推进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工程；
建立“散乱污”企业整治长效机制；
促进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发行绿色市政债券支持吉林绿色发

展等。
会议闭幕后， 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将

会同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及时召
开提案交办会，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
的原则，将立案提案分送相关部门办理。
同时，开展重点提案遴选与督办工作，积
极推进提案办理协商。 鼓励支持政协委
员、 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结
合实际工作继续积极提交高质量平时
提案。

/吉林日报记者 粘青

看看政协委员都关心啥？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期间
收到提案 417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