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培育50个国家制
造业单项冠军、500个“专精
特新”名产品，打造一批千亿
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努力抢占新一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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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传统产业加速智造转型
12万中小甬企如何“赶潮”

B3 跨镜贸易便利化，
看宁波如何继续领跑全国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破掣肘、优环境、强保障，宁

波召开推进“六争攻坚”动员会一
个月来，全市上下干出攻坚高效
率，跑出追赶加速度。日前，我市
又出台关于开展“六争攻坚、三年
攀高”行动实施意见，全力推进项
目争速、产业争先、科技争投、城
乡争优、服务争效、党建争强，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
推动宁波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

项目争速
打响有效投资攻坚战

“ 六 争 攻 坚 ” 中 的 第 一 个
“争”就是项目争速。聚焦重大优
质产业投资、重大基础设施投资、
重大生态环境和公共设施投资等，
是项目提速的重点领域。

春节以来，一批高精尖项目在
宁波“落地开花”：总投资超 52亿元
的玄武岩纤维基复合材料项目落户
奉化、总投资 295 亿元的吉利汽车
项目群在杭州湾新区破土动工……

前不久，我市又排定 179 个年
度重点建设项目，年度投资 835 亿
元。这些项目更加注重导向性，着
重安排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中国制造 2025”项目以及现
代服务业项目。诸如新建双班年产
30万套汽车车身部件项目、东部新
城中央公园项目、亚帆中心项目
等。

上好项目、大项目，引进争取
是前提。市经合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宁波将重点跟进世界 500 强企
业、跨国企业、央企国企、实力民
企以及在外浙商甬商，集中力量引
进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
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高
端产业项目，迅速形成一批驱动高
质量发展的“大引擎”。

上好项目、大项目，高效落地
是关键。为了营造良好的建设环
境，宁波将确保一般企业投资项目
开工前全流程审批 100 天内完成。
同时落实领导干部联系重点项目制
度，及时解决项目建设难题，实施
好 4个百亿级、60个十亿级工业大
项目。

产业争先
基本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产业争先，就是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扬长补短、争创
优势，力争未来三年规上工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 10%以上、新增总量超
千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战
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分别超过 50%和
30%，基本建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
力和影响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首先要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市
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宁波制
造业要由大变强，需要更多的‘单
项 冠 军 ’‘ 隐 形 冠 军 ’‘ 千 亿 企
业’，甚至‘独角兽’，他们是产业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按照计

划，宁波将聚焦“3511”产业体系
和八大细分领域，加快培育 50 个
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500 个“专
精特新”名产品，打造一批千亿级
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努力抢占新一
轮产业变革制高点。

新近上榜的 35 家制造业“单
项冠军”彰显了“宁波制造”的力
量：他们以规上工业企业 2%的数
量，创造了 12%的主营业务收入、
22%的企业利润和12%的出口。

谋深做实传统产业转型文章。
“要让传统产业拥有更强活力、更
高质量和更大规模，必须将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到
制造业的各个环节。”这位负责人
说，宁波力争 2020 年实现规上工
业企业技术改造、智能化诊断“两
个全覆盖”。

产业争先，离不开“融合”二
字。在有关专家看来，宁波要坚持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
动”，大力发展高端港航物流、科
技服务、金融保险、工业设计、文

化创意、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
业，“使服务业这块短板成为宁波
起飞的‘跳板’”。

科技争投
培育强劲发展新动能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争
投”就是要引导全社会加大科技创
新投入，力争到 2020 年实现全社
会研发投入、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技术交易额、引进两院院士等顶尖
人才、高能级大院大所数量“八个
倍增”。

与中科院大学共建中科院大学
宁波材料工程学院，与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今年
以来，一系列密集的院地合作，为
宁波区域发展急需的高层次应用人
才培养和科技成果加速转移转化注
入“强心针”。

“加快科技争投，首先要发挥
企业主体作用。”市科技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宁波将要按研
发投入金额对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
支持，形成“四两拨千斤”的撬动
效应。

“科技争投，还要最大化地发
挥平台带动作用”，业内专家建
议，宁波要以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为契机，推进新材料科技
城、国际海洋生态科技城、航天智
慧科技城等建设，加快引进集聚一
批创新机构、创新企业和创新团队。

人才是第一资源，宁波还应“全力谋
划‘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
动’的国际化人才大平台”。

城乡争优
让城市更加精致有品质

城市建设无小事，为了加快推
进城市国际化、建设品质化，“六
争攻坚”将其中一个“争”瞄准城
乡争优，就是要积极对接省大湾区
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深化“拥江
揽湖滨海”城市空间布局研究，实
施“一统三强五提升”攻坚行动，
让城市更加精致同时更有品质。

日前，宁波对 263 个“围而不
建”项目下发“军令状”，明确 6
月 30 日之前全部整治完成。同时

对329处“桥头跳车”全面动刀。
“城乡争优，规划先行。”市规

划部门负责人说，下一步宁波将全
面推进“多规合一”，真正实现规
划“一张图”。通过加强对城乡空
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
性、文脉延续性的规划和管控，管
住每一个地块、每一处水域、每一
栋建筑单体以及每一条天际轮廓
线。“宁波的城市建设也将从粗犷
扩张向精明增长转变”。

按照市住建部门的最新计划，
三年内，我市将全力打造中心城六
大都市功能区和十一大品质城区，
优质推进东部新城明湖等 58 个重
点区块和宁波中心等 320 多个城市
重大项目。

服务争效
做便民利民“急先锋”

六争攻坚，服务为先。从最早
的“效能革命”，到后来的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再到当前的“最多跑
一次”改革，宁波历来重视政府服
务环境建设。

前段时间，媒体针对部分公共
服务部门“开半扇门、关半扇门”
的现象进行了暗访和曝光，有力地
推动了公共服务机构服务质量的提
高和改善。

“企业审批、办证效率低，怎
么办？”“市民业务办理阻碍多，怎
么办？”……前天召开的全市推进

“服务争效”工作会议上，明确了 30
项年度重点工作，覆盖了各类市场

主体和普通民众的业务办理需求。
“服务就是竞争力，服务环境

影响着群众的幸福感，也影响着宁
波发展的软实力。”会上，我市相
关领导表示，要进一步强化服务大
局、服务群众的意识，实施“服务
争效”的“绿波带”，争做便民利
民“急先锋”。

党建争强
引领改革发展新局

党建争强，就是要以全面治党
的新气象引领创造改革发展的新局
面。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给余姚
梁弄镇横坎头村全体党员回信，勉
励他们传承好红色基因，发挥好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利用红色旅游，引领绿色发
展，这是宁波坚持不懈加强基层基
础建设的生动实践。按照“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
的要求，宁波要实施好“党建争
强、聚力攻坚”专项行动。

我市组织部门提出，宁波要坚
定不移加强政治建设，围绕“六争
攻坚”选配优秀干部。要以基层党
组织建设为重点，善于发现一批
政治素质高、工作本领强、形象
作风好、群众公认度高的基层党
员干部，落实一批针对性的培养
选拔措施。坚决惩治各类
腐败问题，努力营造风清气
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争”出高质量发展的“宁波路径”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实施意见解读

本报记者 冯 瑄

本报记者 俞永均

随着长三角全面融合时代来
临，宁波如何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全
面融入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大潮

中“抢跑”？上周五，本版刊发的
《对 接 长 三 角 ， 宁 波 如 何 “ 抢
跑”？》 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
这是宁波推动全面开放特别是对内
开放的新契机，要以更加开放的胸
襟主动接轨上海，打好温情牌，同
时以宁波都市圈建设为引领，强化
极核功能培育，为新一轮改革开放
蓄满动能。

“当前，宁波经济正处于新旧
动能转换之中。作为沿海开放城市
和宁波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宁波要
在长三角一体化中负起更大的责任
和担当，掀起对内开放的热潮。”
我市多位政府部门人士表示。而在
宁波市发展规划研究院综合经济部
主任孙立锋看来，促进区域一体化

正在成为长三角新一轮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宁波要以更大格局、更开
放姿态主动参与其中，重点要协调
好与全球城市上海的关系，围绕开
放平台、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科
技创新等领域开展合作；协调好与
杭州的关系，推动杭甬一体化发
展；协调好与宁波都市圈其他城市
的关系。宁波要拉高标杆，强化极
核功能培育，推动设施互联、创新
互促、产业互动、民生互惠，服务
带动周边区域发展。

对接长三角，宁波如何“抢
跑”？这一话题引起了外地宁波籍
人士的关注。祖籍宁波慈溪的复旦
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黄芝晓教授告
诉记者，“宁波要充分发挥与上海

人文相亲的历史渊源，以更加主动
的姿态接轨上海，积极承接上海的
产业转移和辐射，与上海合力打造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武汉宁波经促会会长、武汉市政府
原副秘书长唐惠虎建议，“宁波要用
好长江流域大城市的人才优势，积
极打破地域壁垒，共建人才协作联
盟，引进顶尖人才领衔的研究院，补
足补好科教短板。”

对接长三角，宁波还要以开放
姿态积极培育和打造高端产业。中
科院宁波材料所佘振博士等认为，
目前宁波的产业辐射力还不够，要
通过主动接轨上海承接高端产业及
教育资源，然后借长三角城市群的
影响力辐射全国。

作为长三角南翼的经济重镇，
宁波的一举一动备受媒体关注。澎
湃新闻在“问政”栏目，以《长三
角全面融合时代来了，宁波思考该
扮演何种角色》 为题进行了转载。
新浪、搜狐、一点资讯、光明网、
浙江在线、中国宁波网、甬派等网
络媒体，宁波发布、宁波人大网、
宁波商务网等本地政府网站和微信
也纷纷转载。网友“三省吾身”等
认为，在长三角一体化进入 2.0 版
后，突破行政壁垒和传统观念是重
点，“资源是流动的，宁波只要创
造有利于各种资源流入的适宜环
境，就可以引进人才、科技和产业
等增量资源，实现‘近悦远来’的
良好局面。”

《对接长三角，宁波如何“抢跑”？》 引发强烈反响，各界人士支招——

接轨上海打好温情牌 放宽胸襟建设都市圈

“惠之星”迅速崛起，逐渐成为我市膜产业的重要基地。 （殷聪 摄）

澎湃新闻客户端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