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压力之下，实体经济前景如何？
———2019年中国制造业形势观察

2019行至年尾，企业“日子”过得怎么样？展望明年，实体经济前景如何？近日，记者赴北

京、河北、辽宁、甘肃等地调研，听到企业成本、融资等方面的烦恼，更感受到了压

力之下，企业主动识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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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背后始终有工会关注的眼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夏强访谈

“这些年来 ，我也获得了上
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工匠等
荣誉。 对于我而言，这些荣誉何
尝不是工会给予我的激励？ 这激
励又何尝不是我们攀登医学高

峰的动力？ 所以我可以说，这些
年来上海医疗事业的发展，医务
工会功不可没！ ”

当记者坐在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夏

强面前、打开笔记本时，他开首
第一句就这么说。

随后的采访，他的话题始终
围绕工会促进医护人员科研上

来展开。

我们背后始终有工
会关注的眼神

在医院从事医学科研多年，
我的感受是，在我们背后，始终
有工会关注的眼神。

多年来，我一直在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从事

肝脏移植工作。 大家知道，肝移
植是难度系数极高的手术之一，
被称为21世纪外科领域的皇冠，
而儿童肝移植更是这顶皇冠上

的明珠。 2004年，我来到仁济医
院组建肝脏外科，那个时候这项
手术在国内刚刚起步，儿童活体

肝脏移植技术更是一片空白。
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内地

地区每年有约3000名儿童由于
各种先天性疾病导致终末期肝

硬化，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
疗，90%会在1岁以内因肝衰竭夭
折。 而得了胆道闭锁的孩子，几
乎只能等待死亡。 面对这个严峻
的实事，和一个个因此陷入痛苦
绝望的患儿家庭，我们没有理由
不去啃下这个硬骨头。

要啃下这块硬骨头，需要吃
苦精神、奉献精神，精神从哪里
来？ 医务工会成为了推手，很早
的时候医务工会就推动成立了

劳模协会，一个个专家名医中的
劳模事迹的宣讲， 激励着我们、
牵引着我们攀登医术高峰。

医务工会还经常组织专家

学者给年轻的医护人员讲课 ，
答疑解惑， 对年轻的我们来说，
这真的就是及时雨。

而且医务工会和医院工会

总是关注我们的科研发展 ， 哪
怕我们有了一点点的成效 ， 就
给与宣传、 奖励 。 我想 ， 今天
我和系统内许多医护人员能在

医学科研上取得成就 ， 与工会
的支持息息相关。

工会的支持绝不是一时的

说到工会的关注和支持 ，
也绝不是一时的， 一个阶段的，

而是多年来持之以恒的 。 比如
从2015年开始 ， 工会又推动成
立 了 劳 模 科 技 创 新 工 作 室 ，
2018年 ， 为了推动创新工作室
互相交流， 共同提高 ， 又成立
了创新工作室联盟。

据了解 ， 在劳模精神的感
染下， 夏强带领年轻的团队在
最初的创业、 探索阶段 ， 不计
回报、 不提任何条件 ， 在仅有
的几间办公室里不分昼夜地干，
累了就在行军床上睡一会儿 ，
经常几天几夜不回家。

终于 ， 2006年的国内第一
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获得成

功 。 夏强至今记忆犹新 。 那是

一个从河南来求医的9个月大的
孩子， 被确诊为胆道闭锁 ， 若
不接受肝脏移植将很快因肝脏

衰竭而夭折。 “这是第一例手
术， 我们绝不能出半点差错 。”
夏强说。 为此他从台湾请来了
自己的老师， 被称为 “亚洲换
肝之父” 的陈肇隆院士 。 从早
上八点到晚上九点 ， 一场13个
小时的手术挽救了一条可爱的

小生命和这个一度陷入绝望的

家庭。
此后的几年中 ， 在夏强团

队的不懈努力下 ， 仁济医院的
肝移植技术发展走上了 “高速
路”。 2011年， 仁济医院成为上

海第一个肝移植超过1000例的
医院 ， 如今已超过3000例 ， 其
中小儿活体肝移植达到1300多
例。 与此同时 ， 他的团队每年
推出一项新技术 ， 连续摘得四
项科技进步一等奖 。 在国内率
先提出一整套儿童肝移植技术

标准， 制订发表了第一版中国
儿童肝移植指南。

14年来 ， 夏强的一头乌发
已经花白， 眼圈的凹陷透露着
他的超常忙碌和辛苦 ， 但眼神
里却仍然闪现着坚定而真诚的

光芒。
他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医

务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但在医务
工会推荐下，我获得了上海市五
一劳动奖章、上海市‘劳模年度
人物’、‘上海工匠’等称号。 ”

他强调说： “劳模精神 ”、
“工匠精神” 对于外科医生钻研
手术、 攻克难关有着实实在在
的精神激励， 在手术台上 ， 我
们直接面对的就是病人的生命，
正是因为对这份事业有一份精

益求进、 追求卓越的匠心 ， 我
们才能一直无怨无悔地坚持。

结束采访前 ， 夏强拿出了
一封信， 那是个叫菁菁的小姑
娘写来的感谢信。

夏强说 ， 当这些孩子们感
谢我的时候 ， 我也想对医务
工会 、 医院工会说声 ： 谢谢
你们 ！

文/郭翼飞

周刊年 踏上新时代
医 务 工 会 成 立 70 周 年

走过

顶压前行
“雪里已知春信至”

走进奥润顺达窗业集团的创

新园 ，室外残雪未消 ，室内温暖
如春。

不用空调和暖气， 仅靠一扇
扇节能窗和一台耗电极低的环境

一体机， 屋里就能保持舒适的温
度和湿度。

“消费升级以及房地产进入
调整期， 使得开发商和消费者都
更加注重建筑品质， 更加青睐我
们的节能窗。 预计集团今年销售
额较去年将增长十几亿元， 达到
60 亿元左右， 明年业绩还会稳步
提升。”集团项目总监林少中说。

这个冬季， 实体经济的暖意
在提升。许多厂商反映，需求基本
面转强，海外需求也出现改善，订
单增长带动企业扩大生产。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了

企业的状况。11 月份，大中小型企
业景气普遍回升， 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 （PMI）50.2%，时隔 6
个月重归景气区间， 并创下年内
第二高纪录。

华为首款 5G 折叠手机、即将
用于高铁的智能调光百叶窗 、红
旗轿车 HS5 的透明 A 柱……走
进京东方科技集团的展厅， 一块

屏的“72 变”令人惊叹。
和许多实体企业一样， 京东

方也受到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影

响。前三季度，京东方营收同比增
长 23.4%，但由于下游彩电行业低
迷，利润出现同比下滑。

“虽然显示行业面临全新挑
战， 但物联网时代巨量信息数据
互动的迫切需求， 将创造巨大的
市场增长空间。”集团董事长陈炎
顺说，今年京东方 12 个物联网创
新应用板块同比增长超 100%。四
季度企业业绩已经稳定， 明年上
半年会有明显改善。

“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仍
然会在四季度继续显现。 四季度
工业经济运行一定会好于三季

度。”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
调局局长黄利斌认为。

既有“大象跳舞”
也有“蚂蚁雄兵”

记者在采访中深刻感受到 ，
尽管环境复杂多变、 各种不确定
性增加 ，但 2019 年以来 ，实体企
业加大研发创新， 通过紧抓新消

费带来新机遇， 对冲经济下行压
力，稳住了中国工业基本盘。

在室内操作， 千里之外的挖
掘机就会迅速开展作业。5G 回传
的高清画面中，尘土飞扬、矿石翻
滚、机械臂挥舞，让人感觉简直是
在现场驾驭。

这是三一重工推出的全球首

台 5G 遥控挖掘机。
“国内旺盛的基础设施建设

需求，以及随着共建‘一带一路’
深入推进， 带动工程机械热销。”
总裁向文波说，2019 年前三季度
公司创下历史最好业绩， 现在订
单已经排到了明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1 至
10 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5.6%，高技术制造业、装备
制造业始终保持“快跑 ”，增速远
高于全部规上企业， 各种新产品
层出不穷。

从企业看，既有“大象跳舞”，也
有“狼群突围”，更有“蚂蚁雄兵”。

大型工业企业借助智能制

造、移动互联网等，实现柔性化、
定制化生产和市场下沉； 高成长
性的独角兽企业在新材料、 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快速
聚集；“草根” 小微制造业借助网
络直播等打开销售新空间……

“亲们 ， 这款儿童袜纯棉透
气，喜欢的就下单哦 ！”吉林辽源
东北袜业园， 袜子老板于海航直
播不到 10 分钟，订单直线上升。

在这个年产 32 亿双袜子的
园区，直播已然成了从业“标配”，
并推动园区年产值快跑。

这一年，制造企业顺应趋势、
转换思路、调整方向，实体经济预
期更稳、定力更足、动能更强。

坚定“信心锚”
转压力为动力

放眼明年， 实体经济前景如
何？ 能否在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
中保持好业绩？对此，大部分企业
都表示，关键是增强信心，善于把
外部压力转化为转型发展的强大

动力， 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产品
和服务。

“最近几年制造业面临不小
压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
一点是一些企业适应不了外部市

场的变化， 消费者对产品多样性、
个性化的需求给制造企业带来挑

战。”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认为。
位于辽宁营口的奥雪食品有

限公司，就顺应了消费新趋势，以
一款咸蛋黄口味的新品雪糕迅速

在抖音、小红书、微博走红。
“雪糕甜咸搭配是颠覆式

的。” 奥雪公司董事长王克志表
示， 现在消费者不仅仅满足于购
买一根解渴的产品， 而是希望能
有吸引到他们的亮点。 产品研发
必须更多考虑话题性、社交性，这
样就能自带流量。

记者也注意到，当前，一些企
业仍面临融资难、综合成本高、转
型难度大等困扰。 有的企业受外
部环境影响，正在寻找新市场。但
减税降费、 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
及产业发展新趋势， 增强了企业
开拓发展的信心。

“无论是创新环境还是创新
激励都让我们振奋， 今年公司收
入预计增长约 20%，目前 26 项自
主研发的新产品完成注册检验 ，
将在 2020 年实现转产。” 兰州西
脉记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苏金霞说。
多家企业坦言， 未来经济环

境虽然复杂， 但任何时候都会有
好行业、好企业。更何况，中国经
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 坚持
创新、 打造具有独特竞争力的产
品，就能“以不变应万变”。

■新华社北京 12月 8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