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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生力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形成相

当的规模、占有很重的分量。民营企

业数量占企业总数 92％以上；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有 42 万多家，

占比超 92％。

坚守主业、做强实业，是民营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放眼全

国，众多民营企业立足自身优势，明确

发展方向，坚定前行信心，以实业打造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聚焦控制阀，宁夏吴忠仪表有限

责任公司深耕了 60多年。

控制阀有多重要？它是流程工业

自动控制系统的执行部分，可精确控

制流量、压力、温度、液位四大热工参

量，对流程工业系统的安全、质量和高

效运行有着重大影响。

吴忠仪表成立于 1959 年，1998 年

成功上市。“上市之后，我们曾一度乱

了方向。”吴忠仪表公司总工程师王学

朋告诉记者，由于盲目跟风水电器表

等领域，企业在控制阀领域的核心优

势遭到削弱，市场份额被逐渐蚕食。

“市场竞争激烈，擅长的才是难以

被替代的。”吴忠仪表原董事长马玉山

说。明确症结所在，企业痛定思痛，决

定专注控制阀。

瞄准优势精准发力，企业焕发勃

勃生机。今天的吴忠仪表，已输出设

备 300 余万台（套），攻克数十项“卡脖

子”工序，凭借控制阀成长为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4 中国民

营企业 500 强”显示，制造业企业数量

占 500 强比例为 66.4％，占比连续 3 年

实现提升。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在聚

焦实业、做精主业中走上高质量发展

之路。

坚守主业并非故步自封。让实业

之路通达开阔，必须始终守住创新这

个内核，以核心技术为支点，充分发挥

企业核心竞争力。

广州明珞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成

长之路，是一条以创新做强实业的发

展之路。

总拼系统，是汽车焊装生产线上

最核心的环节，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会

增加车辆的报废率和制造成本。许多

汽车制造商在总拼系统方案选择上非

常谨慎，总拼系统国内市场曾长期被

国外厂商垄断。

明珞装备下定决心，要和国外企

业“分个高下”。经过夜以继日的技术

攻关与初期“半卖半送”向制造商推销

自研系统，总拼系统方案终于“落地开

花”，得到北汽、吉利等多家国内厂商

青睐。

如今，明珞装备的总拼系统已经

更新至第三代，进入美国、德国、日本

等传统汽车制造强国。

“时代在前进、技术在进步，但企

业的方向始终如一。”明珞装备创始人

姚维兵语气坚定，“始终紧抓汽车制造

未来发展趋势，深耕智造领域创新解

决方案，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转

型升级。”

以创新强实业，以实业促创新。

深圳市科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专研呼

吸机技术，新生儿呼吸机领域市场份

额国内第一；宁夏鑫晶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发力高纯石英坩埚材料研发、

生产及销售，实现国内市场占有率二

成以上……创新，推动民营企业将主

业优势延伸至新兴领域，在产业变革

中不断进化。

科技强内功，机制添活力。借助

政策与制度增强发展依托，是企业坚

守主业、做强实业的重要途径。

大连第一互感器有限责任公司，

是中国互感器行业主导企业之一。为

了更好让青年人才助力发展，企业创新

导师制培养模式、兑现人才补贴，并依

托政府设立辽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

大连市级可靠性研究工程实验室，吸纳

技术人才，专注互感器的研发与推广。

汇众智、集众力，企业近年来实现

采购、生产、质量等数据的集成共享，

有效降低 650 万元供应链管理成本及

20％左右的制造和物流成本。

在做强实业的路上，不断完善的

政府服务助力民营企业行稳致远。

作为

辽宁省首

例企业信息变

更“一件事”的受

益者，瑞谷科技（大连）股份有限公司尝

到了甜头。“现在，企业变更登记、税务登

记等事项通过相关平台，只需一次申请

即可办成，我们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精

密轴承的研发与制造上。”企业工作人

员吴世杰说。瑞谷科技的经历，是政策

惠企的剪影。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

事”改革、支持优质中小企业加快对接

多层次资本市场、深入开展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培

训……各地各部门群策群力，成为民营企

业锻长板、守主业、强实业的“引路人”。

今年 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

经济促进法》施行，明确规定“鼓励民

营经济组织做优主业、做强实业，提升

核心竞争力”，为民营企业坚守主业、

做强实业提供法律保障。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不断加强服务保障，持续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支持广大企业家坚守主

业、做强实业，加强自主创新，坚定不

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枝繁叶茂，须扎稳主根。锚定坚

守主业、做强实业不动摇，民营企业必

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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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巴州库尔勒市哈拉玉宫

乡，随着夏季气温不断升高，这里 1800
亩的“可持续棉花”陆续进入现蕾期，

棉苗普遍长出 9 至 10 片真叶，株高约

45 厘米，长势稳健。现在进入棉花追

水追肥关键时期，可持续生产棉田通

过多样的科技化和智慧化手段，推动

棉花种植节水节肥、提质增效。

这里是我国正在推进的“中国棉

花可持续发展”项目样本之一。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 2025中国国际

棉花会议上了解到，“中国棉花可持续

发展”项目由中国棉花协会发起实施，

“可持续棉花”就是指棉花在种植过程

中，采取科学的种植方式，在不影响棉

花产量的前提下，减少农药化肥的使

用，减少人工干预棉花生长，避免对环

境造成污染。

据悉，目前该项目已取得重要进

展。项目在新疆已审核认证 120 万亩

棉田，累计生产“可持续棉花”43万吨，

让更多消费者体验到优质、健康、环保

的棉花制品。

推进“中国棉花可持续发展”项

目，是我国加快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举措。从田间到车间，向绿向

新而行，一朵棉花里的变化，蕴含着全

产业链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密码。

“十四五”以来，我国棉花产业积

极推进高质量发展，规模和指标平稳

运行，生产效率提高，棉花产量和消费

量分别稳定在 600万吨、800万吨左右，

吸纳近 1700万人就业。

中国棉花协会数据显示，经对全

国 10 个省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

1931 个定点农户调查显示，预计 2025
年全国植棉面积为 4482.3 万亩，同比

增长 1.8％，增幅较去年扩大 1.4个百分

点。其中，新疆植棉面积 4090万亩，同

比增长 3.3％。

记者在会议上获悉，我国是全球

最大的棉花生产国之一，棉花产量、消

费量以及纺织品服装出口量分别占全

球的 1/4、1/3、1/3。

出席会议的多位业内人士认为，

我国棉花产业仍需在巩固优势基础上

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加强科技创新，

推动从传统优势向高质量发展优势转

变，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资与棉

麻局副局长、中国棉花协会会长王建

红指出，我国棉花质量在世界处于中

上水平，但仍难满足纺织高质量发展

需要。这就需要进一步升级产业，引

入新技术、新管理方式，在优质品种培

育、绿色高效栽培技术、智慧农业、智

能化轧花、供应链平台数字化等方面

有新突破、新应用，提升棉花生产、加

工质量与流通效率。

“棉花是天然纤维的代表，要继续

推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减少棉花生

产过程中资源能源消耗、降低碳排放

和污染排放，增加产业‘含绿量’。”王

建红说。

“我国已成为全球纱线生产量最

大、纤维应用最广、产品品种最全的国

家，以色纺纱、高档衬衫色织面料、高

档牛仔布等为代表的高品质棉纺织品

技术全球领先。”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

会长董奎勇表示，未来，我国棉纺织行

业应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开发绿

色产品，引导绿色消费，持续完善行业

绿色发展体系。

2025中国国际棉花会议由中国棉

花协会、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共同主办，

今年主题为“推进棉花可持续，共话消

费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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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观察

明确方向 坚定信心
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吴涛 郭翔

一朵棉花里的高质量发展密码
新华社记者 韩佳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