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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观察

在我国由工业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时期， 质量问题已
经成为卡住制造强国的瓶颈， 建设制造强国的预定目标能否按
期实现，关键还是质量。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核心观点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之十八

林忠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 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 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

为主攻方向， 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

势。 在我国由工业大国迈向制造强国

的关键时期， 质量问题已经成为卡住制

造强国的瓶颈， 建设制造强国的预定目

标能否按期实现，关键还是质量。必须坚

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需要更具系统性针对
性的政策组合拳

自十八大以来， “质量” 一直是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关键词 ， “质 量 强

国” 已写入 “十三五” 规划和政府工作

报告， 质量提升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和共同关注的热点。 国家相关部门近年

来相继颁布了 《中国制造 2025》 《装

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 《消
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 等文件。 但

总体而言， 中国制造业的质量提升依然

任重道远， 还需紧密围绕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主线， 打出更具系统性针对

性的政策组合拳。
———健全多元共治、 协同有效的质

量治理机制。 健全质量监督检查和责任

追究机制。 以涉及健康安全、 国计民生

等领域产品为重点， 完善产品质量安全

风险预警机制， 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事

中事后监管。 加快培育技术与知识产权

意识， 依法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和不正当

竞争行为。
———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发展

的质量人员保障能力。 制定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全面清理和废止不利于全国统

一市场建设的政策措施，同时制定质量

竞争型产业发展目录 。 实施制 造 业 标

准化提升计划，融合政府主导制定的标

准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形成新型标

准体系 。 建立完善的质量品牌 人 才 培

养体系。
———加强优质产品有效供给能力。

改善产品结构， 提升产品质量。 稳定和

保持传统行业和品种结构优势， 加快解

决影响质量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 依托

工业强基工程， 实施质量提升工艺优化

行动； 推动区域产品质量整体提升。 加

强社会中介组织建设， 推动质量服务的

市场化进程。
———完善质量品牌平台建设， 提高

品牌培育能力。 引导社会中介组织加强

质量和品牌指标体系、 信息渠道和共享

机制研究， 建立特色鲜明的质量和品牌

信息共享平台。 发挥政府部门、 中介组

织、 企业、 消费者和新闻媒体的合力，

完善质量和品牌活动推进平台。
———加快重点领域的质量品牌提升。

以传统优势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为重点， 以

产业集群为突破口， 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

端转移； 加快提升消费信心。 将涉及人身

健康和安全的消费品领域列为重点， 建立

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追溯制度。

首先瞄准若干重点环
节实现重要突破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政策的部署关键

在于落实，在推动中国制造业质量提升的过

程中，需要下大力气首先瞄准若干重点环节

实现重要突破，特提出四方面的建议：
首先， 实施优质制造工程。 设立财政

专项资金， 实施 “优质制造工程”， 以事

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装备及热点消费品为重

点， 加快质量技术基础建设， 提高产品质

量保障能力。 同时， 需要制定 “优质制造

工程 ” 的配套政策 ， 开展 “优质制造工

程” 试点示范； 建立国家质量奖励制度，

将标准与质量安全纳入到政府采购和招

投标的要求中； 设立中小企业质量培训

专项； 加强质量文化建设。
其次， 实施中小企业质量精准扶持

计划。 据统计， 我国中小企业占全部企

业数量 99%左右， 创造了 80%以上的新

产品 、 75％的就业岗位 、 60%的 GDP，
以及 50%的税收总额。 然而， 质量管理

与企业整体融合度低、 产品质量严重依

赖检验等是中小企业质量管理的通病。
重点推进中小企业质量与创新服务和中

小企业隐形冠军培育， 提升质量创新能

力， 形成一批对制造业起到重要支撑的

隐形冠军。
第三， 出台 “质量促进法”。 国内

质量法律主要是 《产品质量法》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等， 关注的是质量安全

和质量问题的政府管理。 对于质量发展

和质量促进仍是空白。 “质量促进法”
的制定， 将会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

升级。
第四， 实施消费品 “品牌对标” 专

项。 实施 “同线同标同质”， 倡导 “优

标优质优价”。 建立国际消费品标准数

据库， 信息免费向社会公开， 并鼓励社

会中介机构、 技术服务机构等开展相应

的创新应用。 展开对中国产品 “优质制

造” 标识的国际推广活动， 提振自主品

牌的国际竞争力和消费信心。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
委员会“制造业质量品牌组”组长、中国
质量发展研究院院长）

打造西藏西部区域医疗中心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创三甲通过专家组评审

本报讯 （记者叶志明 通讯员龙子
雯） 昨天上午， 日喀则传来喜讯： 日喀

则市人民医院争创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评

定成功通过了专家组现场评审。 日喀则

市人民政府昨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

据介绍， 成立于 1955 年的日喀则

市人民医院于 2015 年确立了通过三年

组团式援藏医疗， 创建成为三级甲等综

合医院的重大工作目标。 三年来， 上海

先后派出三批援藏医疗队 62 名援藏专

家及 37 名创三甲指导专家团， 他们和

全院干部职工不辱使命， 在短短不足三

年的时间里发扬艰苦不怕吃苦、 缺氧不

缺精神的优良作风 ， 以饱满的 工 作 热

情 ， 严格按照三级甲等医院的评 审 标

准， 逐条梳理条款， 坚持持续改进， 逐

步缩小差距。
上海各家医院对日喀则人民医院创

三甲工作鼎力支持， 采用 “以院包科”，
大力推进精准帮扶工作， 全力打造 “上
海———日喀则临床医学诊疗中心”， 建

立西藏首家医学科学院士专家工作站，
远程影像诊疗中心与上海实现 互 联 互

通 ， 初步建立新型医疗联合体 。 特 别

是由上海中山医院 、 华山医院 、 瑞 金

医院 、 新华医院 、 市六医院 、 龙 华 医

院 、 儿童医院 、 一妇婴等 8 家 医 院 与

日喀则人民医院正式签署 “以院包科”
合作协议书 ， 分别对口帮扶该 院 普 外

科等 8 个科室 ， 通过医 、 教 、 研 、 管

多方位的扶持 ， 打造全区一流 的 临 床

医学诊疗中心。
据悉， 上海援藏医疗队专家精心指

导带教， 先后开展了 262 项新的技术项

目， 其中 101 项新技术已被本地医务人

员完全掌握， 特别是 41 项新技术新项

目填补了西藏自治区空白。 他们与当地

技术人员共同开展科研攻关， 今年又获

批 19 项， 其中 1 项自治区重点科研项

目和 18 项自治区青年科学基金 项 目 ；
今年 7 月以来发表学术论文 21 篇， 其

中 SCI 论 文 6 篇 ， 全 年 论 文 总 数 突 破

54 篇， SCI 论文总数达到 14 篇。
今年 10 月底， 日喀则人民医院新

院区竣工投入使用， 新院区布局合理、
环境舒适 ， 各种高精尖医疗设 备 一 应

俱全 ， 设备的先进程度和齐全 程 度 达

到全区领先地位 ， 全面提高了 医 院 诊

治疾病的整体水平， 为成功创建三甲、
努力打造西藏西部区域医疗中 心 奠 定

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 由从国家卫计委邀请的国

家级评审专家 6 人、 区内医院评审专家

库抽取专家 6 人组成的专家评审组， 从

11 月 27 日起对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进行

考核评审。 专家们通过查看资料、 现场

调研、 个别谈话、 个案追踪等方式， 对

创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进行全面评审。
专家组现场评审通过， 只是日喀则市人

民医院创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一个重要

环节， 专家组形成评审报告后， 还将提

交自治区卫计委审定， 审定通过后将正

式挂牌。

明代国宝回家
故宫获捐《丝路山水地图》，该画首次

揭示中国地理学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本报北京 11 月 30 日专电 （驻京

记者周渊) 11 月30 日 ， 世 茂 集 团 董

事 局 主 席 许 荣 茂 向 故 宫 博 物 院 捐 赠

《丝路山水地图 》 仪式在故宫 博 物 院

报 告 厅 举 行 。 故 宫 博 物 院 院 长 单 霁

翔 表 示 ， 《丝 路 山 水 地 图 》 负 载 了

大 量 原 始 的 地 理 信 息 ， 反 映 了 明 代

中 国 在 丝 绸 之 路 沿 途 展 开 各 项 贸 易

往 来 和 文 化 交 流 的 盛 况 ， 并 首 次 揭

示 了 中 国 地 理 学 对 世 界 文 明 的 重 要

贡献。
据介绍， 《丝路山水地图》 绘于

绢本之上 ， 幅宽 0.59 米 、 全长 30.12
米， 是一幅绘制于明代中后期、 应为

内府使用的青绿山水手卷。 它描绘了

东起嘉峪关西至天方城 （今沙特阿拉

伯的麦加） 的辽阔地域范围， 涉及目

前中国、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

坦、 塔吉克斯坦、 阿富汗、 伊朗、 叙

利亚、 伊拉克、 沙特阿拉伯、 埃及等

东亚、 中亚、 西亚及北非的 10 个国家

和地区。 全卷共画出了 211 个地理坐

标， 许多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 如

中国的敦煌、 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

罕、 阿富汗的赫拉特、 伊朗的伊斯法

罕、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等都有清晰的

标注。
单霁翔指出 ， 《丝 路 山 水 地 图 》

的出现以实物证明了在西方 地 图 传 入

中 国 之 前 ， 中 国 对 世 界 地 理 特 别 是

对于丝绸之路沿线已有清晰的 认 识 。
“《丝 路 山 水 地 图 》 正 是 一 把 珍 贵 的

钥 匙 ， 对 其 进 行 更 为 深 入 的 考 古

学 、 地 理 学 和 语 言 文 字 学 等 方面的

考证， 将极大提升我国陆上丝绸之路

的研究水准 ， 并 为 未 来 ‘一带一路 ’
的发展提供难能可贵的参考与借鉴。”
他说道。

许荣茂和世茂集团与故宫的缘分

也由来已久。 2016 年， 许荣茂曾代表

世茂集团捐资 8000 万元人民币以支持

故宫开展 “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
今年他又一次慷慨解囊， 出资 2000 万

美元将 《丝路山水地图》 收购并无偿

捐赠故宫博物院。
“一人难挑千斤担 ， 众人能移万

座山 。” 单霁翔表示 ， 加强文 物 保 护

利 用 和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传 承 ， 不 仅 需

要 各 级 政 府 、 文 物 部 门 以 及 专 业 人

员承担起使命责任， 同时也需要广大

民 众 的 积 极 参 与 、 齐 心 协 力 ， 从 而

坚 定 文 化 自 信 ， 做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守望者。
右图 ： 全长 30.12 米的 《丝 路 山

水地图》 描绘了东起嘉峪关西至天方

城 （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 的辽阔地

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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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
（上接第一版 ） 上海与卢森堡在经贸 、
金融、 人文等领域交流密切， 合作卓有

成效。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
上海正按照中央定位， 加快推进国际经

济、 金融、 贸易、 航运中心和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着力打造

城市的核心功能。 卢森堡是世界著名的

金融中心， 金融业发达。 卢森堡与上海

高校建立了人文交流项目， 今年又简化

了中国游客申根签证流程， 这些都为上

海与卢森堡加强金融、 人文、 旅游等领

域合作交流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希望双

方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 努力取得更多

实质性成果。 相信大使阁下将为推动中

卢以及上海与卢森堡的友好交往作出更

大贡献。
俞博生表示，卢中友谊历久绵长，今

年两国共同庆祝建交 45 周年。上海的发

展举世瞩目，在科技创新、教育等方面的

大量投入， 令人印象深刻。 卢中相互尊

重，追求合作共赢，欢迎中国及上海企业

赴卢投资， 也欢迎更多中国游客和学生

赴卢旅游深造。 我愿为增进卢中以及卢

森堡与上海的友谊贡献更大力量。
卢森堡驻沪总领事吕克·戴克尔参

加会见。

努力建成现代化滨江新城区
（上接第一版） 作为中心城区的功能拓

展区， 宝山要在产业创新、 城乡融合、
生态宜居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努力成为

本市产业转型发展的创新示范区、 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重 要 承 载

区、 城乡融合发展的样板和典范， 努力

建成体现上海国际大都市发展水平的现

代化滨江新城区。
应勇指出， 对照发展的目标定位，

宝 山 区 要 坚 持 规 划 为 先 、 产 业 为 重 。
要高水平推进产业创新转型 ， 加 强 市

级统筹 ， 高起点做好南大地区 、 吴 淞

工业区发展规划 ， 推动南大地 区 实 现

脱胎换骨式的全方位整体转型 。 邮 轮

经济是宝山发展的新引擎 ， 市 政 府 全

力 支 持 宝 山 做 大 做 强 做 优 邮 轮 产 业 ，
要加强上中下游产业通盘谋划 ， 打 造

高能级邮轮经济产业链 。 长江 岸 线 是

上海极其宝贵的资源 ， 市相关 部 门 和

宝山区要更好地统筹岸线与腹 地 ， 加

强规划管控 ， 留足发展空间 。 要 高 水

平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 在创 新 社 会

治理 、 加强区域环境和中小河 道 综 合

整治上下更大功夫 。 要高水平 推 进 城

乡融合发展 ， 积极为本市实施 乡 村 振

兴战略探索经验。

川版《茶馆》在京城首度“开张”
60 年来北京人艺版《茶馆》铸成“无法超越的经典”，这一次四川人艺以方言致敬

一锅老汤、 一壶酽茶， 老舍先生笔

下的百年老店 “裕泰茶馆” 汇集了一幕

幕震撼人心的人间悲喜剧， 北京人艺版

《茶馆》 也被认为是 “无法超越的经典”
和 “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至今未有其

他院团敢于尝试将其搬上舞台。 时值中

国话剧诞辰 110 周 年 ， 同 时 也 是 《茶

馆》 剧本发表 60 周年， 四川人民艺术

剧院特邀北京人艺川籍导演李六乙， 精

心雕琢了一出四川方言版 《茶馆》 致敬

经典。
11 月 30 日，川版《茶馆》首度在北京

天桥艺术中心 “开张”， 并将开启全国巡

演。 与北京人艺版《茶馆》不同的是，川版

《茶馆》以倒叙方式入手，大幕甫一拉开，
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三位主演以步履

蹒跚的老年状态出场，“莫谈国事”“我爱

大清国”“我要建工厂”等台词纷纷以四川

话“蹦”了出来，舞台上，川西茶楼伴随着

四川小吃的叫卖吆喝声， 以及 “春熙坊”
“德仁堂”“钟水饺” 等特色店招，“裕泰茶

馆”首度展现出一派活色生香的四川韵味。

从大碗茶到盖碗茶，老舍
原味与川味“无缝衔接”

川版 《茶馆》 中， 京味纯正的台词

悉数换成了四川方言 ， 茶客们 “龙 门

阵” 摆得兴起， 喝茶的道具， 也由北京

大碗茶换成了四川盖碗茶。
口味变了， 精髓却不改。
四川的 “茶馆文化” 底蕴十足。 据

《成 都 通 览 》 记 载 ， 清 末 成 都 街 巷 计

516 条 ， 而茶馆有 454 家 。 在老成都 ，

“一城居民半茶客”， 芸芸众生的故事在

茶馆上演， 四川文化与 《茶馆》 的相通

之处， 成为李六乙执导川版 《茶馆》 的

底气。 此外， 他认为： “四川话中幽默

讽刺的元素与老舍先生的语言也是相契

合的， 不论是语言、 文化特色、 民俗展

示还是思想都可与之 ‘无缝衔接’。”
保留精髓之外， 川版 《茶馆》 也有

创新。
首演当晚， 最令观众津津乐道的莫

过于一段段铿锵有力、川味十足的“金钱

板”———“老裕泰来来往往客不断， 士农

工商各路神仙。 ”“有的人闹中取静养一

养神，有的人静中取闹聊一聊天。在四川

休闲安闲倒很常见，有一样‘莫谈国事’
要牢记心间……” 它们代替了传统话剧

以灯光、幕布进行的幕间切换，堪称串起

整场演出的“神来之笔”。
“金钱板” 的表演者、 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张徐介绍， 金钱板原是四川茶馆

中常见的表演形式， 此次他为川版 《茶
馆》 度身定制的唱词一韵到底， 既有承

上启下之意， 又高于剧情本身。 而在李

六乙看来， 它与北京人艺版 《茶馆》 幕

前大傻杨的 “数来宝” 颇有些异曲同工

之妙。 “它们的幽默讽刺、 市井气息是

相通的。” 李六乙说。

“越是经典的作品，越能够
在不同时代以不同形式表达”

1958 年 由 北 京 人 艺 首 排 的 《 茶

馆》， 经过半个多世纪舞台砥砺， 造就

了中国话剧史上的巅峰， 也成为北京人

艺的看家戏。 许是 《茶馆》 剧本和北京

人艺的光芒太过耀眼 ， 60 年来 ， 并没

有其他形式来重演这个经典剧作。
“一部经典剧作应该活在每个时代

的舞台上， 而不是尘封在书架上。” 李

六乙这样概括他的初衷。 在他看来， 一

部经典的话剧应该有不同形式的演绎，
“越是经典的作品， 越能够在不同时代

以不同的形式表达”。
李六乙告诉记者， 在实际创排过程

中， 剧组首先对剧本进行 “移植”， 在

忠实于原著的前提下用四川话 进 行 表

达 ， 舞美设计则远赴罗城古镇等 地 取

景， 将川西民居的木构瓦房、 高低错落

的茶馆空间呈现于舞台之上。
“经典 需 要 焕 发 新 的 活 力 ， 川 版

《茶馆 》 既忠于原著 ， 又与当代审美 、
当下生活相结合 ， 在演员表演 、 舞 台

形式等方面都有全新的面貌。” 在李六

乙 内 心 深 处 ， 更 期 待 着 川 版 《茶 馆 》
能成为开端 ， “留住经典名作 ， 培 养

年轻人才”。
四川人艺创排 《茶馆》 的消息甫一

传出便吸引了各方关注。 在北京人艺版

《茶馆》 中扮演 “常四爷” 的著名表演

艺术家濮存昕， 此前特意赴四川德阳观

看了川版 《茶馆》 的联排。 他感慨地说

道 ： “四川话版 《茶馆 》 让人 眼 前 一

亮， 很多场面的处理出乎意料又合乎情

理， 川音川韵的音乐感和趣味性为这一

经典剧目带来全新面貌。”
剧作家李龙吟则表示 ： “《茶 馆 》

不是不能改动和超越的， 除了北京人艺

的 《茶 馆 》 ， 理 应 有 新 的 版 本 出 现 ，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这才是中

国话剧发展的需要。”
（本报北京 11 月 30 日专电）

川版 《茶馆》 剧照。 （四川人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