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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北京，新枝吐蕊。在这场春天的盛会里，

民营经济的话题热度持续升温。

全国两会前夕，中央时隔六年多再次召开民营企

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在发表重要讲话时强

调，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会议

释放的重要信号，再次将民营经济推至时代聚光灯下。

从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时代强音，到政府工作报

告中的工作部署，再到两会会场代表委员的热烈讨

论，民营经济发展正迎来一派好春光。

满怀信心 保持定力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一路繁花一

路歌——贡献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

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

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一大批民营企业向阳而

生、茁壮成长。

时隔半月，再次步入人民大会堂参会的全国人大

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泰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席黄代放，回忆起参加民营企业座谈会的场景，仍

振奋不已：“这次座谈会就像一场及时雨，有效提振了

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敢拼敢闯的底气和信心，

也为江西这片民营经济热土带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从 2018 年民营企业座谈会“吃下定心丸、安心谋

发展”，到如今的“大显身手正当其时”，全国人大代

表、赣商总会会长、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

建明认为，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家的态度一以贯之、初心如一，是对民营企

业攀“高”向“新”的鼓劲加油。

政策东风劲吹，赣企如沐暖阳。来自江西的民营

企业家代表委员感慨：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高

度重视，令人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心里全是盼头。信

心与希望在代表委员之间传递，如春潮涌动，化作红

土地上的奋进强音。

修炼内功 激发活力

从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奔跑，到 DeepSeek 国产

大模型惊艳世界……众多民营企业一次次用实践证

明，当创造活力充分迸发，民营经济将为中国式现代

化注入更强动能。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

重要力量。

置身其中，黄代放深有感触：“创新不是选择题，

而是必答题。民营企业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紧跟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修炼内功，积聚企

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才能在改革浪潮中破局突围。”

“今年全国两会，我比较关注的还是科技创新，尤

其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黄代放建议进一步促

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应急产业和城市安全中的应用，健

全应急机制，强化安全监测预警，推动实现更加有效

的社会治理。

当前，产业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对于民营企

业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在熊建明看来，市场活力

来自人，特别是来自企业家，来自企业家精神。站在

科技创新迅猛发展的风口，熊建明认为，民营企业家

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以为社会、为国家解决问题

为驱动力，创造更多新产品新模式并做大做强，向着

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

优化服务 精准发力

一 流 营 商 环 境 是 民 营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活 力 所

在。营商环境好不好 ，企业家感受最直观 ，最有发

言权。

“近年来，我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省各级政府

不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让企业能腾出精力

来专注创新。”全国人大代表，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欣喜地说，“通过专利快速预审

通道，企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证书的时间明显缩短

了！2024 年，我们公司申请了 100 多项专利，其中有

近 50项是通过快速预审通道实现的。”

在开放团组活动上，全国人大代表，省工商业联

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乐文红介绍，近年来，江

西牢固树立“抓营商环境就是抓发展”的意识，以企

业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数字赋能为牵

引，推动我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

出台《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民营经济“36
条”等政策文件，积极创建全省惠企政策统一兑现平

台“惠企通”，全面推广“企业安静日”制度，大力推进

“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我省聚焦民营企业关切，

努力打造可感知、有温度的“1+N”政策环境，为企业

解忧纾困，让企业轻装前行。2024 年，全省民间投资

增长 3.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7 个百分点，民营经

济展现出充沛活力。

经营主体好，江西发展才会好。乐文红表示，下

一步将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增强内生动力，推动民营

经济实现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在春山中攀登，于光明处致远。正如与会的民营

企业家所言：“政策春风已至，剩下的就靠我们奋力划

桨！”在这生机勃发的春天，江西民营经济正以创新为

楫、以实干为帆，向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航程破浪

前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提振消

费专项行动，并指出要释放文化、旅游、体

育等消费潜力。这令住赣全国政协委员、

副省长史可十分关注。

2024 年，全国体育产业国际化与创

新力并举，文商体旅融合发展深入，产业

总规模约 31175 亿元，增加值为 12245 亿

元，与 2023 年相比增长 13.9%，增加值增

长 14.1%。

“但与其他消费业态相比，当前体育

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史可分析道，赛

事经济财政支持不足，制约体育赛事高质

量发展；赛事流量转化不足，赛事刺激效

应有限；赛事市场化和专业人员不足，赛

事引进、运营受限。

“要聚焦优化环境，深化市场化运营，

推动‘赛事流量’变‘城市留量’，充分释放

体育消费潜力。”史可建议，要加快推动各

省、市、县出台相关发展规划，研究制定

赛事经济发展扶持政策，简化审批流程，

鼓励社会资金参与赛事投资与运营，推

动“政府办赛”向“社会办赛”转变。要加

快场馆设施提档升级，推进体育小镇、体

育运动主题景区和休闲运动体验民宿建

设，打造赛事 IP，通过差异化定位提升各

区 域 品 牌 辨 识 度 ，形 成“ 赛 事+衍 生 消

费”的复合收益结构，实现赛事拉动消费

的最大化。要坚持“以赛事带产业”，打造

培育体育产业信息平台、资源交易平台，

积极引进体育用品制造销售、赛事运营举

办、体育信息服务等上下游企业入驻，不

断延伸体育产业链条，推动体育产业发展

壮大。

看见一个蓬勃向上的江西
郑 颖

春涌京华，万象更新。

3 月 6 日，江西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活动，吸引了境内外众多

记者参加。记者们争相发问，代表们一一作答，聊发展举措成竹在

胸，说具体数据张口就来，谈未来打算踌躇满志。从他们的回答

中，除了为人们所熟知的红色、绿色、古色江西外，我们看到了一个

更加开放自信、蓬勃向上的江西。

这个江西挺起工业脊梁，正在从工业大省向工业强省迈进。曾

几何时，人们对江西的印象还停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间断向国

家提供商品粮的农业省份，但悄然间，江西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成为

新兴的工业大省。去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5%，增速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2.7个百分点；规上工业企业总数达到 1.9万家；电子信息

产业营收达1.16万亿元、规模居全国第四；有色金属产业营收达 9200

亿元、规模居全国第一。在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

计划的推动下，江西的工业撑起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梁。

这个江西创新奔流涌动，“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在国际

上率先提出铁电化学原创性理论体系，全面主导了分子铁电体研

究的发展方向；研发出全程重复定位精度 0.5 微米以下的超高精密

数控机床；自主研制的通用飞机 GA20 成功取证，打破国外同类机

型垄断……在现场，聆听着创新故事、感受着创新气息，我们深刻

感受到江西这片红土地，不再只是历史的注脚，而是未来中国创新

版图上一块重要的拼图。

这个江西吸引八方来客，处处商机人气满满。去年，江西的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4.8%，其中民间投资增长 3.6%、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3.7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充分说明经营主体对江

西发展充满信心，越来越多的人看好江西、投资江西。江西的好山

好水，正成为人们追寻的“诗和远方”，去年全省接待旅游总人次近

3600 万，旅游收入近 300 亿元，分别增长 6.29%、7.54%，其中外省游

客占比达 47.8%，居全国前列、中部地区第一位。人气旺、市场热、

消费火，江西经济不断被激活。

短短一下午的开放团组活动，江西的发展不可能全面呈现，但

人们从中读懂的是江西的壮志雄心，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是人

心归聚的强大力量，更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美好未来。

民营经济春潮涌
满帆奋进正当时

本报特派全媒体记者 卢瑛琦

推动“赛事流量”变“城市留量”
本报特派全媒体记者 张玉珍

3 月 6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召开代表小组会议。代表们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审议，共商国是。 本报特派全媒体首席记者 海 波摄

3月6日，出席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住赣全国政协委员参加

小组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特派全媒体首席记者 林 君摄

“上饶作为江西距长三角最近的城市，也

是赣东北中心城市之一，主动对接、全面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全

国人大代表、上饶市市长邱向军说，近年来，

上饶市奋力打造江西对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先行区。去年，上饶经济总量进位全省

第四，全市接待游客 2.3 亿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 2418 亿元，彰显出江西东大门的生机

和活力。

随着杭昌高铁黄昌段建成通车，一条沟

通长江经济带的新通道呈现出灵动身姿。“我

们聚焦互联互通，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水运、

航空等交通设施建设，让群众出行、货物流通

更加顺畅。”邱向军介绍，上饶现已开通 5条直

通长三角的高速公路，加上即将开工建设的上

鹰高速，以及前期工作正在加速推进的浙赣运

河，将构建立体化、便捷化、同城化程度更高

的现代交通网络，助力上饶加快融入长三角。

作为江西东大门，上饶加强与长三角企

业、科研院所、高校的科技对接，建成 G60 科

创走廊“双向飞地”，有效形成“研发孵化在长

三角、转移转化在上饶”的科创协同新模式。

“目前，‘双向飞地’已集聚 29 个优强项目，吸

引 28 家机构、企业入驻，带动全市研究与试

验发展经费及投入强度跃升至全省第三位，

有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邱

向军亮出去年科创“成绩单”。

近年来，上饶市坚持错位发展、协同发

展，推动铜基新材料、光伏、光学等主导产业

深度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现已集聚晶

科 能 源 等 8300 余 家 长 三 角 地 区 企 业 ，形 成

1 个千亿级园区、2 个千亿级产业、1 个千亿级

企业的新型工业化“千亿级”发展矩阵。

“江西好声音，世界来聆听。开放已成为

上饶最鲜明的标识。”邱向军说，“我们发挥区

位优势，坚持‘借船出海’，成功获批两大‘国

字号’开放平台，并与浙江多个设区市合作共

建，有效带动全市外贸出口 368.6亿元，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

222.7亿元、占全省 74.9%。”

新的春天，新的征程。邱向军表示，要用足用好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势能，致力把上饶打造成为长三

角科技创新“联合体”、先进制造“承接区”、休

闲旅游“后花园”、农副产品“直供地”，努

力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展现

更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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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化浪潮的蓬勃兴起，

制造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成为新

一轮产业变革的关键领域。

“当前，传统制造业面临数智化

转型的发展契机，然而不同企业的

转型进度和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全

国人大代表、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

限公司安源炼铁厂二车间技术员温

菲调研发现，一些中小企业，AI、人

工智能技术研发投入不足，数据采

集和应用能力不足。

究其原因，主要是缺资金、缺技

术、缺人才，致使推动数智化转型的

动力不足。如何

激 发 中 小

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使其敢转、愿

转、想转。温菲建议，国家出台传统

制造业数智化转型专项规划，分行

业、分阶段引导建立转型路径与标

准体系，并建设国家级数智化转型

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转型提供具

体指引、支持和服务。

“同时，设立国家级制造业数智

化转型专项基金，对中小企业相关

设备更新给予财政补贴，或通过税

收优惠、低息贷款等政策，帮助中小

企业缓解转型升级的资金压力。”温

菲认为，还应加快推进充电桩、5G、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为产业数智化转型奠

定良好基础。

为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提供支持
本报特派全媒体记者 卞 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