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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向新助力经济向好

林静

“给我订票，我想回中国重游，我已

经开始想念中国了。”是什么让美国网

红“甲亢哥”对中国念念不忘？极具现

代感的生活场景和各式装备，无疑是重

要原因。高铁飞驰，进出隧道高清直播

信号不中断；送来外卖美食的，是从天

而降的无人机；原地掉头、智能离车泊

入，新能源车充满“黑科技”……“甲亢

哥”直播镜头中的“实况中国”，新意无

限，活力满满，引人入胜。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是支撑经济向

好、成就创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翻

开一季度经济成绩单，规模以上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0.3%……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劲动力。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

两个基本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

对消费端的扩容形成有效拉动。供需两

侧的协同发力、动态平衡，不断为经济增

长注入新动能。在第五届中国国际消费

品博览会上，海尔展示的新品一体三滚

筒洗衣机，上新后就迅速走红。这个产

品，其实是厂商与网友共创的成果：网友

“许愿”，企业“听劝”，“绿色工厂”实现量

产。这也生动揭示了“供给升级—需求

迭代—再创新供给”的良性互动。需求

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经济增长从中

获得不竭动力。

从新业态到新生态，从新赛道到新

机遇，发展向“新”，能够引领潮流、赢得

先机。“新”从哪里来？靠的是加快推动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牵引的动能迭代，正

以产业之新重塑发展逻辑，用供给升级

打开需求空间，为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活

注脚。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从全要素

生产率跃升中挖潜力。中国重汽莱芜

工厂焊装车间内，2 条柔性自动化车身

焊接生产线上，38 道工序仅需 2.5 小时

即可完成，精度更好。传统产业的蝶变

并非简单的设备更新，而是通过技术嫁

接、管理重构，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跃

升。加强科技创新，完善供给体系，以

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

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便能将我国

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转化为高质量发

展的持久动能。

新兴产业“蓄势加速跑”，从产业链生

态重构中拓空间。以宁德时代为龙头牵

引，福建宁德市积极布局、聚链成群，目前

已有锂电新能源上下游企业80多家，跟

锂电有关的产业链环节“应有尽有”，龙头

企业80%的采购就近实现，链上企业也打

开了发展空间。这些新兴产业的崛起，不

仅创造了新供给，更锻造了中国制造在全

球供应链上的新竞争力。

未来产业“播种”，从全球前沿科创中

辟赛道。上海启动类脑智能未来产业集聚

区建设，江西印发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行动

方案，广东持续组织实施“新一代人工智

能”旗舰专项……今年，不少地方加大研发

经费支出，瞄准未来产业加快前瞻性布局，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日

的“无人区”，正是明日的增长极。

产业向新、供给向优不会一蹴而就，

是一场既考验创新智慧也呼唤耐心定力

的比拼。传统产业转型中的阵痛、新兴产

业培育期间的拉锯、未来产业探索中的困

难，都要求我们保持信心、提升定力。统

筹推进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

好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制度变革的“组合

拳”，新质生产力必能从“星光点点”成长

为“星河灿烂”，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

澎湃动能。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4 月 25

日 第05版）

让中国古典文明不断滋养和启迪现代世界

周珊珊

——进一步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③

从新业态到新生态，从新赛道

到新机遇，发展向“新”，能够引领

潮流、赢得先机。“新”从哪里来？

靠的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历 来 主 张 以

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待文明多样性，以

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思想智慧为人

类 文 明 进 步 注 入 源 源 不 断 的 动 力 。

习近平主席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

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两千多年前，中

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

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

贡献”，强调“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

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

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

慧、汲取营养，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

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

种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古典文明在世界文

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以中国古典

文明滋养和启迪现代世界提供了重要

指引与根本遵循。

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古典文明，离

不开中国古典学研究。中华文明在数千

年的传承发展中，形成了具有连续性和

稳定性的传统。孔子开创的文教传统绵

绵若存，贯通至今。中国古人围绕十三

经、前三史和周秦诸子等元典展开文字、

音韵等传统小学研究，在文本校勘整理

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为中国古典学提

供了稳固的知识根基。但今天的中国古

典学绝非“复古”之学，而是紧扣时代脉

搏的创新之学，担负着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

使命。中国古典学既研究中国典籍和文

化在本国的起源和发展，也研究它们在

全球范围的发展和影响，其探索视野超

越国界与民族，在和希腊文明、阿拉伯文

明等其他文明的比较中，重新审视人类

古老智慧结晶对现代世界的指导意义，

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形成促进

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向力量。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其开放性、包

容性尤为显著。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华

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

成的开放体系。”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开放包容的心

态博采众长，在面对外来挑战中实现自

我革新，这也充分体现在中国古典思想

中。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

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教导弟

子要善于发现、学习他人优点，以人之长

补己之短。杜甫总结诗歌创作心法，认

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说的也是要多向不同方家求教的道理。

历史告诉我们，秉持开放、包容精神，推

动文明交流互鉴，让不同文明相互取长

补短，便可“和而不同”，超越文明冲突，

实现文明和谐共存。

中国古典文明的价值体现在历史

学、哲学、政治学、考古学等诸多领域，

展现出不同文明所共通的智慧品格。

先秦时期的中国出现“百家争鸣”，涌现

出大批卓越的思想家，为人类贡献了可

传诸后世的不朽思想。比如，孔子所提

倡的“仁爱”“忠信”“民本”、墨子所倡导

的“兼爱”“非攻”思想，在经济全球化时

代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儒家的核心哲

学观“中庸之道”与古希腊先哲的“节

制”思想，为消除战争、实现人类和平提

供了宝贵思想资源。中国提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球文明倡议等中国方案，不仅体现中

国古典文明的智慧，更成为全人类的思

想财富。

今天，人类社会再次走到何去何从

的历史关口。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

全、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问题，仅凭技

术远远不够，必须依靠文明的力量。现

代文明丰富多元，不同文明既有相通之

处，又有各自亮点。要解决全球问题，

必须汇集全人类的集体智慧一起攻坚

克难。比如，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造

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立。中国古

典文明讲究“天人合一”，提出要遵循自

然规律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古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自然万

物都有其内在的目的和功能，人类应尊

重并顺应自然秩序。这些来自中西方

古典文明的智慧都启发我们更好地尊

重自然，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

合理安排生产生活，对于解决生态危机

有重要指导意义。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拓展，中

国古典文明必将焕发新的光彩，以其开

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现

代世界源源不断提供滋养和

启迪，惠泽全球、造福人类。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

05月08日 第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