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网网址：http：// www. people. com. cn

2023年 2月

6
星期一

癸卯年正月十六

人民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65

代号 1-1
第 27239期
今日 20版

新的春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生

机勃勃的中国。

1 月 28 日，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

上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大会召开，

195 项任务举措，释放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服务市场加快发展的强烈信号；

广东，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以视频直播

形式开至各地市、县（市区），分会场 2.5 万人

参会，扎实谋开局、全力促发展；

陕西，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

行 ，795 个 省 市 重 点 项 目 ，年 度 投 资 2285 亿

元，开启奋跃而上、真抓实干新图景；

…………

拿出“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实”的作

风。放眼各地，一系列部署举措密集落地，一

个个重大项目接踵推进，经济暖流不断涌动，

发展脉动愈发强劲。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春节团拜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指出：“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希望与挑战并存。

我们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更好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努力实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推动人

民生活持续改善。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顽强

拼搏，就一定能够实现新征程的良好开局。”

1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

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只有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

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

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

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胜

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

开 局 关 乎 全 局 ，起 步 决 定 后 程 。 在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

江南北，各行各业，干部群众拥抱春光，埋头

苦干，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强农业，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农业现代化，冬日不再闲。

山东寿光东华蔬菜合作社，一排排大棚

整齐排列，西红柿、黄瓜长势喜人。“这段时间蔬菜需求量大，

大棚倒茬生产得抓紧。”合作社负责人庞东带着乡亲们将刚采

摘的一箱箱新鲜蔬菜装车发货，销往北京、上海等地。

向设施农业要食物，菜篮子供得上、供得优。东华蔬菜合

作社每年销售蔬菜量 3.5 万吨左右。像这样的合作社，寿光有

1500 多家，蔬菜种植面积 60 万亩，种植蔬菜品种 20 多类，日

产量达 1 万吨以上，持续擦亮“寿光蔬菜”的金字招牌。

江西遂川县雩田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人来车往。乡

亲们忙着挖蓄水池、平整土地，整修排灌沟渠。

“稻谷种在项目区，旱能浇、涝能排，去年高温干旱没减

产，每亩地还增收了 100 多斤。”雩田镇种粮大户郭唐生说，

“农田改造提升，稻油压茬种，今年继续奔着丰收去。”

日前，江西省下达 2023 年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计

划新建高标准农田 150 万亩、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110 万亩，

统筹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18 万亩。

“这个好消息给乡亲们鼓了劲！”遂川县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郭小龙介绍，遂川将加大资金投入和落细管护措施，加

快建设进度，改造提升现有农田质量，带动

机械化生产，提高种粮效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铆足干劲，抓好

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各项工作，大力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而努力奋斗。”

1月 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充分发挥

乡村作为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重要作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增强城

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应变局、开新局的一条重要经验是稳住

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

2022 年，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我国

粮食生产实现“十九连丰”，中国人的饭碗端

得更牢了。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

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

力仍然较大。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发挥

好“三农”的压舱石作用。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农业农

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3 年，要坚持把抓

好粮食生产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努

力以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抓

手，着力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扩大大豆

油料，主攻提高单产，全力以赴保持粮食稳

产增产好势头。

压实责任，落细措施，冬闲变冬忙。

沃野田畴，接续冬种冬管，升级农田水

利，动手春耕备耕。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稳

固大国粮仓根基。在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

核中，农业农村部将加大面积产量和种植结

构 权 重 ，进 一 步 压 实 地 方 党 委 政 府 政 治 责

任。高标准农田将新建 4500 万亩、改造提升

3500 万亩；确保粮食面积稳定在 17.7 亿亩以

上、力争有增加。

延伸产业链，贯通农文旅，推动乡村产

业全链条升级。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2022
年乡村产业培育壮大，预计规模以上农产品

加工业营业收入超过 18.5 万亿元、增长 4%左

右 。 今 年 ，各 地 坚 持 强 龙 头、补 链 条、兴 业

态、树品牌，做好“土特产”文章，向开发农业

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兴产业、稳就业、促创业，多措并举拓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合作社带领乡亲们勇闯市场，去年何

家沟香菇销入北京等地，分红涨了一大截，

户均分红 4431 元。”在甘肃康乐县，中建二局派驻该县何家

沟 村 的 第 一 书 记 吴 承 坤 说 ，村 里 计 划 引 进 多 个 龙 头 企 业 ，

壮大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同时让乡亲们分享更多产业增值

收益。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强化措施落实，在拓宽农民

增收致富渠道上下功夫。”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

司司长曾衍德说。

扩内需，消费活力不断增强

市场人气旺，新春新气象。

舞蹈表演、川剧变脸、非遗皮影……北京朝阳区富力广

场上，好戏不断、精彩连连。融入雪花、福兔等元素的新年主

题灯光，扮靓商场内外。消费者购物就餐之余，既能观看特色

演出，还能现场参与做糖画、捏面人、画脸谱等民俗互动，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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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春天来了！

这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

段后的第一个春天，全国整体

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备

足农资，调试农机，犁铧翻开

新泥，广袤沃野抓紧春耕备耕；长虹飞架，高

峡筑坝，铲车挖机轰鸣，重大工程有力有序有

效推进；高铁疾驰，车船如织，全国景区再现

旺盛客流，消费回暖迅速。流动的中国充满

生机活力，正奋跃而上、飞速奔跑。

全力促发展、奋战开门红！各地“新春第

一会”部署全年工作重点任务，呈现“开年就

开跑”的新气象，彰显“起步即冲刺”的新作

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积极因素正在不断

汇集，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亿万人民意气风

发、鼓足干劲，向着新目标，奋楫再出发。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吹响了奋进新征程

的时代号角。新的征程，新的出发。2023 年

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面对艰巨

繁重任务和风险挑战，如何打开事业发展新

天地、成就开局起步新气象、谱写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

捷径，唯有实干”“我们要以斗争精神迎接挑

战，以奋进拼搏开辟未来，努力实现全年目标

任务，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良好

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动员号召，

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历史自

信、强烈的历史主动，鼓舞着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抖擞精神，

齐心协力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

走过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昨天，结论分

外清晰：“只要党和人民始终站在一起、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我们的

钢铁意志，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的铿锵

步伐”。

走在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今天，脚步更

加有力：“现在，我们正意气风发迈上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走向光明宏大、气象万千的明天，信念格

外坚定：“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顽强拼搏，就一

定能够实现新征程的良好开局。”

（二）

这样一份成绩单令世人瞩目。 2022 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21 万亿元，粮食生

产实现“十九连丰”，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超额

完成预期目标，全年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 40万

亿元大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全年上涨 2%，

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超出预期”成为外

媒报道的高频词，彭博社更指出中国经济比

分析师预测的更具韧性。

这样火热的场景令世人振奋。重大项目

纷纷开工、企业竞相“出海”抢单，餐饮旅游市

场逐渐回暖……快速升温的中国经济，让世

界为之一振。泰国副总理、菲律宾旅游部长

等官员专程在机场欢迎中国游客，马尔代夫

以“水门礼”迎接中国航班……嗅觉灵敏的国

际市场，更是迅速捕捉到满满的中国机遇。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报道中指出，

随着中国及时优化调整防控措施，一系列积

极的数据令经济学家们不断提高对全球经济

前景的预期。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经济复苏

乏力、美欧通胀水平创 40 多年新高，超预期

因素突发，考验是罕见的，困难是空前的，中

国经济在持续承压中砥砺前行，成绩殊为不

易。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

压力，我们顶住了！抗疫情、战高温、应对全球

粮食能源严重危机，我们稳住了！举办北京

冬奥盛会、兑现“确保‘两个

奥运’同样精彩”的承诺，我

们成功了！

惊涛骇浪从容渡，风雨无

阻向前行。实践再次证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具有驾驭复杂局面的娴熟能力、

引领中国发展的高超智慧，为

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回望抗疫这三年，中国经济在战胜挑战

中发展，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历经考验中壮

大。从 2020 年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到 2021 年经济规模占世界比重

超 18%，再到这三年年均增长 4.5%，明显高于

世界 2%左右的平均水平……沿着高质量发

展航道破浪向前，今日中国发展基础更牢、发

展质量更优、发展动力更为充沛。

看韧性，中国经济底盘坚实、无惧风浪。

“熟悉的烟火气回来了。”这个春节假期，

全 国 铁 路 、公 路 、水 路 、民 航 共 发 送 旅 客 约

2.26 亿人次，比 2022 年同期增长 71.2%；实现

国内旅游收入 3758.43 亿元，同比增长 30%；

日均出入境 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0.5%；电

影票房 67.58 亿元，位居我国影史春节档票房

第二……强劲的数据，火热的消费，折射出神

州大地上的繁荣景象，为中国经济的蓬勃生

机和强大韧性写下生动注脚。

纵观当前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势头不

减，结构优化的动能正在积蓄。我们以“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

易国”的综合实力托举经济航船行稳致远，

（下转第二版）

满怀信心，开好局起好步
任 平

“嗖”的一声，一台飞碟造型巡检机

器人弹射升空，时而钻进高铁车厢，时

而贴近高铁车体。通过智慧传感器，辅

以大数据分析，唐山百川智能机器股份

有限公司开发的这款巡检机器人，可代

替人工在短时间内完成对高铁列车设

备的检查。

如今，河北唐山形成了以龙头企业

为带动，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

体的机器人产业集群，拥有省级以上机

器人研发平台 21 家，参与制定 15 项国

家及行业标准。

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是老工业

基地唐山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

发展的生动注脚。

201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

市考察时强调，希望唐山广大干部群众

继续弘扬抗震精神，抓住国家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有利时机，按照“三个努

力建成”目标，再接再厉、不懈努力，全

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争取在

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走在前列，使这

座英雄城市再创辉煌。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唐山大力

培育以机器人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

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

快建设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

唐山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在项目

申报、孵化加速、专利授权等方面加大对

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精心营造良

好创新创业生态，持续完善产业链条。

“有了政府支持，我们的智能云端

机器人生产制造及运营服务基地才得

以尽快投产。”思尔闼（唐山）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谈滨生介绍。

以百川工业设计研究院为依托，唐

山高新区与百川集团合作建设国家火炬

唐山机器人特色产业基地孵化中心。已

入驻的 26 家企业和平台，涉及机器人技

术研发与应用、系统集成等领域。

通过实施一系列人才招引工程，唐

山加快引进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

才和创新团队，并由此促成“智能机器

人创新联合体”“基于神经网络控制的

巡检飞行器技术研发”等 72 个智力技

术项目签约。2022 年，唐山引进高校毕

业生 10 万多名，是 2021 年的近 4 倍。

培育高质量创新主体，建设高能级

创新平台，聚集高水平人才，唐山加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着力引进培育

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龙头企业，为高质

量发展开辟空间、增添动能。2022 年，

唐山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

企业分别新增 100 家、20 家，规上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达 7.6%。

“机器人、轨道交通、汽车等优势特

色产业，已成为唐山新旧动能转换、转型

升级的创新先锋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唐山市发改委主任郎文昌说，唐山

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打造精品钢铁、高端

装备制造等 4 条标志性产业链，新能源、

信息智能等 4 条成长性产业链，基因技

术、类脑智能等具有前瞻性的现代化产

业链条，推动高质量发展。

去年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 7.6%

唐山塑造老工业基地发展新优势
本报记者 张腾扬

本报北京 2月 5日电 （记者王浩）

记者从水利部、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

悉：截至 2 月 5 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

工程（含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

程）累计调水量突破 600 亿立方米，惠

及沿线 42 座大中城市 280 多个县（市、

区），直接受益人口超过 1.5 亿人。按照

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 580 亿立方

米计算，相当于为北方地区调来了超过

黄河一年的水量。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

水 8 年多来，水利部加强工程调度运行

管理，保障了工程安全平稳运行、供水

正常有序、水质稳定达标。中国南水北

调集团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加强水源区

和工程沿线水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完

善水质监测体系和应急处置预案，以创

新驱动确保南水北调水质安全。自全

面通水以来，东线水质稳定保持在Ⅲ类

标准及以上，中线工程水质稳定在Ⅱ类

标准及以上。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

累计向北方 50 多条河流进行生态补水

90 多亿立方米，滹沱河、瀑河、白洋淀等

一大批河湖重现生机，华北地区浅层地

下水水位止跌回升。

目前东线、中线、东线一期工程北

延应急供水工程 3 条输水线路平稳有

序实施调水。水利部将进一步筑牢南

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和水质安

全”底线，持续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提

升工程综合效益、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有效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深入推进引江

补汉工程建设等后续工程各项工作。

南水北调东中线累计调水量超600亿立方米
新数据 新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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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奋斗，新征程展现新气象
第六版

春节假期后，贵州省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通过加强项

目建设要素保障、延链补链强链等举措，确保 2023 年推进实

施重大项目 4000 个以上，完成投资 8000 亿元。

图为 2 月 1 日，纳晴（纳雍至晴隆）高速六枝特大桥施工

现场。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重大项目建设提速

科技视点

智能算力，数字经济新引擎
第十九版

各地举行民俗灯会

流 光 溢 彩 庆 元 宵
第十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