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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发展中不忘初心，风雨中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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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庆祝新中国成立 周年特别报道玉

■ 韩宇 强勇

近年来，一些东北老牌国企深耕国际市

场，在“走出去”基础上，进一步“走上去”和

“走进去”，与各国企业同台竞技，“筋骨”愈发

强健，成为海外市场的一支“生力军”。

昔日“小学生”
今朝成为技术领先者

“中国发电设备研制比西方晚近百年，现

在却追赶上来，一些领域还实现反超。”85 岁

的原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工程师吴爱中说。

汽轮机厂是“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重点

项目。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公派留苏的

吴爱中归来后从技术员做起，“我们虚心学

习，最初完全按苏联的设计图纸生产，后来试

着创新，不断缩短技术差距。”

从“拜师学艺”起步，哈电集团不断发展、

壮大、创新、引领，成为中国最大电力驱动设

备制造基地和出口基地之一。上世纪 80 年代

初，哈电在国内率先“走出去”。1983 年建设

巴基斯坦古杜电厂，中国重型装备首次商业

出口。2008 年签订俄罗斯特罗伊茨克发电机

组合同，依托苏联技术起家的中国发电设备

反向出口俄罗斯。

哈电集团总经理吴伟章说，海外不只有

市场，还是企业的眼界、实力、人才等进行全

面锻炼培养的重要平台。

哈电集团是老牌国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获得新生的缩影。吴伟章说，近年来，企业经历

了以国内市场为主，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并

重的转变，核电、水电、煤电等产品出口 5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国际业务占总营业收入 1/3。
“哈电一直专注专业，不干时髦的事，只做

发电设备，做全球最好的发电设备，”吴伟章

说，“我们的目标是与国际最好的企业比肩。”

“硬核”创新挺起老国企脊梁
在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亚洲首

个铁路货车整机疲劳与振动试验台正运行。

“车辆试验 20 天，就能取得线路上运行 25 年

的各种数据，极大缩短从研发、试制到运营的

周期。”企业副总工程师吴天园说。

中车齐车公司主导了我国铁路货车迄今

4 次大的升级换代，相关技术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依托的正是科技创新这一核心竞争力。

“自主知识产权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更

顺利。”中车齐车公司国际贸易部部长王勇

说。1999 年中车齐车敲开澳大利亚市场，首

次向发达国家出口整车，近 5 年出口到澳大

利亚的各类铁路货车占其市场份额的约

40%。目前中车齐车建成行业内唯一国家重

载快捷铁路货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品遍

布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王勇指着车轮上的转向架说，自主研发

的核心技术———中交叉支撑转向架，因负载

强、安全系数高，成为国内唯一通过美国铁路

协会认证的转向架，在世界上已装车近两万

辆。生产的重载车钩用于大吨位牵引，比国际

主流车钩强度高 40%左右。“机车通过重载车

钩，拉起 300 多节车厢，仅每个装满铁矿石的

车厢就重 160 吨。”王勇说，“你可以想象这小

小车钩能承受多重力量。”

把科技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是一批国

有企业的共同选择。“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

买不来、讨不来。”吴伟章说，哈电创造 200 多

项“中国第一”，很多转折关头，都是科技挺起

企业脊梁。近年来哈电每年研发投入都达十

几亿元，有多个行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专业技

术人员 1 万余名。 咱下转 P2暂

■ 新华社记者 俞懋峰 欧阳为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 2018 年，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了 174 倍，人均

GDP 实际增长了 70 倍。“非同寻常”“无与伦

比”“不可思议”……这是国际观察家描述中

国经济的热词。

这样的礼赞是对中国经济奇迹的由衷感

叹。人们看到，一个积贫积弱的东方古国，从

百废待兴起步，成长为世界经济引擎、全球经

济治理贡献者。这样的发展轨迹，恰似跳动的

音符，以其非凡律动，汇成宏大乐章，激起世

界回响。

从积贫积弱到举足轻重
———中国发展奏响进行曲

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

与新中国几乎同龄。1972 年，佩里第一次到

访中国。满目的稻田和整日在田地里劳作的

人民是他对中国最初的印象。20 世纪 80 年

代，佩里在江苏开设第一家大型合资企业。

“当时那里非常穷。”他回忆说。

如今，中国高铁、高速公路及现代通信方

式等给佩里留下深刻印象。今昔对比，他感叹

道：“这是不可思议的 70 年。”

这是经济规模连上台阶的 70 年。1952
年中国 GDP 仅 679 亿元；2010 年中国一跃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三年，中国经济总量

连续跨越 70 万亿、80 万亿和 90 万亿元大

关。中国 GDP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1978 年

的 1.8%，上升到 2018 年的近 16%。

“世界上以前还没有过这种情况，更不用

说是发生在一个拥有 14 亿人的国家。”英国

《泰晤士报》这样评论中国经济发展。

这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 70 年。新中国

成立之初，经济基础极为薄弱，农业在经济中

占比最高。如今中国百业兴旺，拥有联合国产

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服务业占据 GDP 半

壁江山。在主要科技领域、现代新兴产业，中

国亦在全球居于重要地位。“与其他国家相

比，中国能更快适应最前沿的科技和服务发

展。”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首席执行官冯

思翰发出这样的感慨。 咱下转 P2暂

我们的人间正道
前途无垠
■ 李介

走什么样的路，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前途命运。

9 月 27 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新时代

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白皮书指出，70 年

来，中国人民艰辛探索、砥砺前行，成功开辟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发展成就。

这是一条从中国国情出发确立、把人民

利益放在首位、改革创新、在开放中谋求共同

发展、全面依法治国的道路。这条道路来得极

不容易，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追求和

夙愿，凝结着中国人民不懈的追寻和期盼；浸

染着无数英烈的鲜血和汗水，浸透着一代代

中华儿女的拼搏和奉献；接续着五千年文明

的不屈和倔强，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梦想和希望，需要我们倍加珍惜。

这是一条经过实践检验的人间正道，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种自信，

来自于历史和现实。70 年间，中国发展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今天的中国，信息畅通，公路

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

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

途；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90 万亿元，多

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今天

的中国，走过改革开放 40 年奋进历程，减贫

人口占全球的 70%以上，建成了包括养老、医

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社会保障体

系，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

年来困扰中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

中国的这条发展道路，将随着时代前进

越来越显示出光明的发展前景。事物是发展

的，变化是绝对的，社会主义正是在识变应

变、与时俱进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70 年

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未因一时的挫

折而动摇气馁，从未因目标的远大而停止前

进的步伐。回首波澜壮阔的 70 年，中国人民

为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不会骄傲自满、止

步不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已

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还将继续书写更加精彩的“中国故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穿越

70 年时空，历经 70 年奋斗，人间正道在历史

的天空中愈发耀眼，在世事的变迁中更加笃

定。我们可以自信而豪迈地说：我们在追求人

民幸福和人类正义事业的道路上前途无垠。

恢弘交响七十载 激越变奏新时代
———中国经济奇迹的世界回响

深耕国际市场
东北老国企“老当益壮”闯天下

筲开疆拓土，第一代蓝筹股标识的时代印记 筲风雨兼程，在合并中前行铸就的浓墨重彩
筲砥砺前行，拥抱科技引领金融服务发展方向 筲科技引领，平安银行持续转型进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