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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27日电 国家主席

习 近 平 1 月 27 日 同 法 国 总 统 马 克 龙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60 周年。

习 近 平 指 出 ，60 年 前 ，中 法 打 破

冷 战坚冰、跨越阵营鸿沟，建立大使级

外交关系。这一历史事件推动世界格

局朝着对话和合作的正确方向演变，至

今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60 年来，中法

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战略抉择，始终致

力于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通过

平等交流促进文明互鉴、通过多边协调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两国关系创造

多个“第一”、取得丰硕成果，不仅造福

于两国人民，也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发

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今天的世界再次走到

关键十字路口。面对何去何从的时代

之问、历史之问，中法作为独立自主大

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应秉

持建交初心，担负责任使命，共同开辟

通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人类发展

之路。我高度重视中法关系发展，愿同

马克龙总统一道，以两国建交 60 周年

为契机，守正创新、继往开来，将中法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打造得更加牢固和富

有活力，为增进两国和世界人民的福祉

作出更大贡献。

马克龙在贺电中表示，60 年前法中

建交是富有远见的历史性决定。当今世

界面临前所未有危机，法中、欧中更加需

要携手前行，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找到共

同解决方案。2023 年是法中关系全面

恢复活力的一年，2024 年将是法中合作

更进一步的一年。我期待同主席先生

一道，推进双边经贸、人文、青年等交流

合作，加强在全球问题上的沟通协调，

不断深化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积极

向上的活力开启法中关系的新甲子。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就中法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

2023 年 ，吉 林 省 粮 食 总 产 量 达

837.3 亿 斤 ，再 创 历 史 新 高 ，全 省 粮 食

总产量已连续 3 年超 800 亿斤；平均亩

产达 958.2 斤，单产位居全国粮食主产

省前列。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当 好 国 家

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

担 当 。 要 始 终 把 保 障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摆 在首位，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平时产

得 出、供得足，极端情况下顶得上、靠

得住。”

吉林省广大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

总 书 记 殷 殷 嘱 托 ，深 入 实 施 藏 粮 于

地 、藏 粮 于 技 战 略 ，推 行 良 田 、良 种 、

良 法 、良 机 、良 制“ 五 良 ”集 成 组 装 的

综合性解决方案，着力提高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

冬 日 ，走 进 四 平 市 梨 树 县 国 家 百

万 亩 绿 色 食 品 原 料（玉 米）标 准 化 生

产基地核心示范区，秸秆和白雪覆盖

着 黑 土 地 。“ 这 片 地 2023 年 亩 产 近 吨

粮，又是大丰收。”梨树县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站长王贵满说。

护 好 黑 土 地 ，才 有 米 粮 仓 。 近 年

来，吉林大力推广以“秸秆覆盖、条带休

耕”为主要特点的“梨树模式”，探索形

成秸秆还田、深翻深松、节水灌溉、米豆

轮作等多项技术集成的黑土地保护技

术 模 式 ，黑 土 地 再 泛 油 光 ，高 标 准 农

田建设稳步推进。全省已累计建成高

标准农田超过 4300 万亩。

保护黑土地，也用好盐碱地。吉林

共有 670 多万亩盐碱地。2022 年以来，

全省谋划实施盐碱地综合利用土地整

治项目 145 个，实现种植 49.4 万亩。横

跨吉林西部大约百万公顷的盐碱带，已

成为吉林“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

新的增长极。

走进松原市查干湖镇图那嘎村大

宝地农业专业合作社，只见机电井散布

田间，机耕道平整通畅。合作社副理事

长仲崇亮说：“现在灌溉只需动动手指，

一合闸，水就来。大型农机来去自如，

生产成本也随之降低。”到 2023 年底，

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 94%。

“地里埋的一条条滴灌管，能把水

分和肥料精准输送到作物根系。”仲崇

亮介绍，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可减少近

两成的化肥使用，每亩地节省成本 300多

元。玉米密植技术得以推广，每公顷土

地植株量从 4.8 万株提高到了 6.6 万株，

“多一株苞米就多四两粮”。2023 年，吉

林新增玉米“水肥一体化+密植”技术

推广运用 230 多万亩。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近 3 年来，

吉林强化科研攻关，1160 多个主要农作

物新品种通过国家和吉林省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综合筛选出耐密

突破性作物品种 41 个、耐盐碱作物品

种 47 个。

“吉林将坚决扛稳扛牢党中央赋予

我们的时代使命，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

供‘压舱石’，把吉林建成稳固、可靠、坚

实的‘大粮仓’，让中国人的饭碗里盛上

更多‘吉林粮’。”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

表示。

（本报记者门杰伟参与采写）

吉林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本报记者 汪志球 孟海鹰 刘以晴

本报北京 1月 27日电 （记者刘志

强）1 月 27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3 年

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2023年，

国内需求逐步改善，工业生产稳步回

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恢复，

主要行业利润积极改善，新动能培育

壮大，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进一

步巩固。

2023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继续保持恢复态势。其中，三、四季

度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分别增长 7.7%、

16.2%。从当月增速看，自 2023 年 8 月

以来，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连续 5 个月实

现正增长。

工业企业营收水平稳步回升，带动

利润持续改善。2023 年，规上工业企业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1%，累计营收增

速连续 5 个月回升。其中，四季度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3.2%，增速比三季度加快

2.9 个百分点。

超六成行业全年利润实现增长，七

成行业利润呈回升态势。 2023 年，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27 个行业利

润比上年增长，利润增长面为 65.9%，比

上年扩大 12.2 个百分点；有 29 个行业

全年利润增速比 1 至 11 月加快或降幅

收窄、由降转增，呈回升态势，占 70.7%。

装备制造业利润增长加快，支撑作

用进一步增强。2023 年装备制造业利

润同比增长 4.1%，比上年加快 2.4 个百

分点；拉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 1.4 个百

分点，比上年提高 0.8 个百分点，对工业

企 业 利 润 恢 复 的 支 撑 作 用 进 一 步 增

强。分行业看，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运输

设备、汽车行业利润比上年分别增长

22.0%、5.9%；电气机械行业受光伏、锂

离子电池等新能源产业带动，利润增长

15.7%；通用设备行业受产业链持续恢

复带动，利润增长 10.3%。

下 阶 段 ，要 发 挥 超 大 规 模 市 场 优

势，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提振市场信心，

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推动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不断巩固增强回升向好态势，持续

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沈亦伶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连续5个月实现增长
2023年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1%

当前春节临近，各类安全风险上

升，统筹发展和安全各项工作任务较

重。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

行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

坚大整治行动，派出工作组赴重点地

区开展安全生产检查……近期，各地

区各部门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责任，

全面排查整治重点场所、重点行业领

域风险隐患，全力抓好春节前后安全

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防范

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风险

防范化解机制，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

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

之时、成灾之前”，要求“不断提高全社会

安全生产水平，更好维护广大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针对安全生产事故主

要特点和突出问题，既要保持清醒认识，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安全隐患发

现在前、解决在先，不放过任何一个漏

洞，不留下任何一个盲点；也要积极主动

作为，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

理，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放松。我们必

须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紧迫性，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高

度警觉，对安全生产工作再检查再落实，拿出更加有力、

更有针对性的举措，切实筑牢守好安全生产的堤坝，以高

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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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谈R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减税降费，减轻经营主体税费负

担。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 2.2万

亿元。

“真金白银的减税降费红利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支持作用

十分明显。”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司长王世宇表示，下一步，

要持续加大支持科技研发税费优惠政策落实力度，坚持把研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 100%的政策作为制度性安

排长期实施，增强科技研发税收优惠的确定性。

同时，持续激发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以

税费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逐步形成覆盖企业

成长和创新全生命周期的税费政策支持体系；持续优化科技

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探索丰富针对研发成果收益的税费优

惠政策，鼓励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

制造业是近年来减税降费政策支持的重点。国家税务总局

货物和劳务税司司长谢文表示，税务部门将科学谋划、精准施

策，持续为制造业企业纾困解难、增强信心，助力实体经济稳步

发展。一方面持续优化“政策找人”工作机制，加强宣传辅导，积

极帮助制造业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另一方

面强化风险防范，健全完善七部门常态化联合打击虚开骗税工

作机制，确保面向制造业企业的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快享。

“良好的营商环境关系着纳税人缴费人的切身利益，广大

经营主体期待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服务举措，持续优化税收环

境，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

说，当前，税务部门不断优化“政策找人”推送精度、完善税费服

务诉求解决机制，切实抓好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取得了很

大成效。下一步，需要多部门协作，加大信息共享、共治力度，

持续推出更多让经营主体减负的举措，不断优化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等小微经营主体发展环境，助力经营主体成长壮大。

如何落实好
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本报记者 王 观

政策问答·2024年中国经济这么干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出台切实举措，一批稳投资、

促发展、惠民生的重点领域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近日，位于江苏省内的龙潭长江大桥正在加紧进行钢箱

梁吊装施工。龙潭长江大桥为主跨 1560 米钢箱梁悬索桥，

全桥共 110 个节段，目前已经完成 57 个节段钢箱梁吊装。

大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助力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优化过

江通道布局，完善高速公路网络。

图为 1 月 27 日，龙潭长江大桥正在进行钢箱梁吊装

施工。

徐 琦摄（人民视觉）

新数据 新看点



走进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

古饶镇草庙村，艾草“微工坊”

映 入 眼 帘 ，卷 艾 条 、制 作 艾 草

包、填充艾草枕头……工坊生

产车间内一派忙碌景象。“工人

都是本地人，我们努力帮助大

家解决就业问题。”工坊负责人

孙伟说。

草 庙 村 种 植 艾 草 历 史 悠

久。几年前，孙伟在草庙村等

地建起艾草种植基地。去年，

公司仅艾草就卖了 8000 多吨，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700 余 万 元 。

依 托 艾 草 发 展 起 来 的 一 个 个

“微工坊”，成为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的新路子。

近年来，为解决农村闲置

劳动力增收渠道窄、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少等难题，古饶镇按

照 闲 置 优 先 、就 近 便 利 等 原

则，因地制宜盘活村里的废弃

厂房等集体建设用地，围绕艾

草 种 植 加 工 、布 鞋 制 作 等 产

业 ，大 力 推 进“ 一 村 一 工 坊 ”

建设。

“艾草粉原材料有人送上

门，做好了有人上门收，不耽误

照顾老人孩子，一个月还能挣

不少钱呢！”村民秦秋芬对现在

的生活很满意，边说边干，手脚

麻利。

古饶镇党委书记陈平生介

绍 ，针 对 一 些 特 殊 群 体 ，当 地

“微工坊”将原材料等送到村民

家中，村民在家就能加工，“打

通分发、加工、回收全流程，畅

通‘微工坊’供需链和加工链。”

走进古饶镇南园村“微工

坊”，工坊负责人李维斌正带领 6 名村民制作布鞋，“经过

30 多道工艺制作出的布鞋，吸汗、透气，穿起来很舒服。工

坊制作的传统布鞋广受欢迎、销量很好。”

“采取‘非遗+文创+订单’模式，群众务农、就业、持

家 都 不 耽 误 ，还 能 把 布 鞋 制 作 技 艺 更 好 地 传 承 下 去 。”

李维斌说。

“通过实施党建引领、村企合作、农户参与发展模式，

‘微工坊’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有效途

径。”烈山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丁晓莉

介绍，古饶镇 12 个“微工坊”全部建成

后，可提供就业岗位超 1200 个，人均年

增收 3.6 万元以上。

安
徽
淮
北
市
古
饶
镇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工
坊

—

促

增

收

的

新

路

子

本
报
记
者

韩
俊
杰

临近春节，福建省福州市鼓

楼区中山社区舞蹈队正在排练

新节目。 76 岁的社区居民林瑞

榕换上红布鞋，下楼穿过小巷，

拐个弯就来到小区后面的冶山

公园。

福字灯、中国结、红彩带，穿

梭于能补天巷，浓浓的节日气氛

扑面而来。灯光映着林瑞榕的

笑脸，“巷子通了，环境美了，大

家幸福感满满。”

能 补 天 巷 是 中 山 社 区 的 一

条背街小巷，全长 200 多米，周边

分 布 着 28 个 小 区 、8900 多 户 居

民。林瑞榕在这里住了 50 多年，

过 去 ，小 巷 环 境 不 好 、道 路 拥

堵。2021 年以来，鼓楼区对全区

215 条背街小巷分批进行环境综

合整治。按照“提升景观，完善

配套”“审慎甄别，分类保护”“活

化利用，彰显特色”的思路，打造

具有闽都风貌的特色街巷。

“ 原 本 坑 洼 的 路 面 平 了 ，路

也通了，巷子宽敞又整洁。”林瑞

榕说，屋檐上曾经“飞檐走壁”的

天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集照

明、语音播报、违章抓拍等功能

于一体的智慧灯杆。

小 巷 如 今 热 闹 起 来 。 巷 子

里 ，自 行 车 、电 动 车 有 序 穿 梭 。

“走巷子，很方便！上班来不及

了，穿个巷子，时间少说节约 5 分

钟。”中山社区党委书记黄斌带

着 记 者 漫 步 在 能 补 天 巷 ，服 装

铺、干 洗 店、补 鞋 店 …… 一 间 间

功能小店找到了承载空间。

“来一碗牛肉汤。”下午 4 时，

位 于 鼓 楼 区 金 汤 社 区 秘 书 巷 的

一品汤牛肉店热气腾腾，店主谢美英忙得不亦乐乎。顾客特

意从仓山区赶来，“打卡”这家藏在巷子里开了几十年的老

店。改造过程中，这些带有城市记忆的老店被保留并得以提

升，如今成了“网红”店。

小巷也越发有味道。秘书巷里，马鞍墙、圆拱门勾勒出福

州特有的天际线。巷子始建于宋代，不到 200 米长，却承载了

厚重的文化。

“鼓楼区是闽都文化重要发源地，每一条小巷背后，几乎

都有一个故事。”鼓楼区景观综合整治管理

中心吴日明介绍，在改造提升过程中，鼓楼

区按照“一街一特色”“一巷一亮点”原则，

挖掘街巷故事，因地制宜打造小巷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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