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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推进钢铁产业高端化转型

一个个待组装的设备整齐排列，两条数

百 米 长 的 生 产 线 进 入 安 装 阶 段 ……2 月 18
日，春节假期刚过，走进河北省迁安经济开发

区，在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高端

硅钢热处理项目建设现场，记者见到绿、蓝、

黄三色交织的车间里，身着蓝色工服的工作

人员正有序开展前期设备安装工作。

“我们正在建设的是连续退火机组生产

线，由企业自主设计、自主集成。”智新迁安公

司首席工程师郝晓鹏介绍，生产线建成投用

后，首钢硅钢高端产品比例将迎来新突破，助

力企业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产线关键设

备的国产化率由 10 年前的不足 20%，提升到

现在的 90%以上。”智新迁安公司新能源作业

区机械专业员陈诚说。

占地 234 亩，计划总投资 24.45 亿元，作为

2024 年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智新迁安公司

高端硅钢热处理项目主要建设高端硅钢热处

理生产线及配套厂房等设施。“项目建成后，

可年产高端无取向硅钢产品 35 万吨，预计年

减排二氧化碳近 170 万吨，可实现销售收入

30 亿元。”郝晓鹏说。

项目于 2023 年 1 月开工建设，预计 2025
年全面建成投产。“项目的高效推进离不开政

府的大力支持。”郝晓鹏说，从项目洽谈签约

到落地开工，当地政府提供了全过程、全方位

的服务，有效推动了意向项目快落地、签约项

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提进度，确保建设不停

步、投入不断档。

钢 铁 产 业 是 河 北 省 的 支 柱 产 业 之 一 。

以迁安为例，今年当地紧盯首钢迁钢低碳高

品质钢、九江短流程高品质钢、彦博彩板技

改提升、航纽特钢高端金属丝绳、瑞阔智能

制造等项目，持续推动钢铁产业调优结构、

拉高层级、延伸链条，力争年内实现精品钢

材比重提升至 45%以上、钢铁深加工率达到

32%以上。

近年来，河北瞄准钢铁产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加快“钢铁向材料、制造向服

务”转型，推进高端钢铁重点项目建设。据

统计，2024 年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共 639 个，

总投资 1.38 万亿元，包括新开工、续建、建成

投产 3 类。

江苏——

汽车产业项目建设“加速跑”

2 月 18 日，在位于江苏如皋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如皋斯堪尼亚商用车项目建设现场，

近 300 名建筑工人加紧施工，工地上一派热火

朝天的景象：大门口，一辆辆水泥罐车、重型

大卡车排队进出；10 余台大型吊车挥舞着摇

臂，将一捆捆屋面板吊上十几米高的屋顶进

行安装。

“整个项目体量很大，按照合同，今年 11
月就得竣工验收，算下来绝对工期只有 9 个

月。时间紧，春节假期我们加班加点赶进度。”

中铁建工集团如皋斯堪尼亚商用车项目党支

部书记刘建华说。最近这段时间，工人正忙着

安装屋面板和浇筑室内的混凝土垫层，预计到

5月设备将进场进行安装。

据了解，如皋基地是斯堪尼亚打造的全

球 第 三 个 商 用 整 车 生 产 基 地 ，包 括 总 投 资

50 亿 元 的 年 产 5 万 辆 商 用 车 项 目 以 及 总 投

资 20 亿元的动力总成项目。如皋经济技术

开 发 区 负 责 人 介 绍 ，该 项 目 建 成 后 年 产 值

超 300 亿 元 ，将 成 为 如 皋 汽 车 及 零 部 件 的

“链主”企业。

在江苏各地的重大项目施工现场，火热

的建设场景随处可见。博世汽车部件（苏州）

有限公司是博世在中国最大的生产和研发基

地之一。在苏州工业园区，博世苏州新能源

汽车核心部件及自动驾驶研发制造基地的工

地上，工作人员正抓紧施工，确保厂房能够如

期完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 70 亿元，新

基地一期厂房预计今年年中建成，于 2025 年

实现正式量产。

重大项目建设“加速跑”的背后，离不开

一系列举措保驾护航。在镇江，针对省、市重

大产业项目，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前介

入服务，建立挂钩联系工作制度，制定问题清

单，全程跟踪帮办服务；在苏州，“拿地即开

工”已实现常态化，仅今年 1 月份，苏州“拿地

即开工”项目数就已经达到 23 个……

立足早实施、早见效，2024 年开年，江苏

省政府发布了 510 个重大项目清单，包括实施

项目 450 个、储备项目 60 个。项目数量规模

同 比 大 幅 增 加 ，总 数 增 加 112 个 ，增 幅

33.1%。其中计划新开工项目 228 个，1 月已

开工 56 个；截至 1 月底，共完成投资 472 亿元。

湖南——

现代石化产业项目加紧建设

2 月 18 日，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在中石

化湖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石

化”）年产 100 万吨乙烯炼化一体化及炼油配

套改造项目建设现场，50 多台挖掘机力臂高

举，紧张作业，100 多辆运输车来回穿梭，进行

土石方转运。旁边，1500 多亩平整好的土地，

已达到交付标准，只等地基作业设备进场。

“赶工期，促落地，为了让项目后续进展

更顺利，我们克服春节前低温冻雨天气影响，

在具备施工条件的前提下，连续干了 3 个月。”

负责项目前期场平工作的岳阳市农业农村发

展集团工程部副部长朱祖武介绍，高峰期项

目现场有 1000 余名施工作业人员、600 多台

套机械设备同时作业，截至目前，已转运超

1300 万立方米土石方，5000 亩项目建设用地

保准如期交付。

作为湖南迄今单体投资额最大的产业项

目，总投资约 357 亿元的岳阳乙烯炼化一体化

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是湖南打通炼化产业

链条、构建现代石化产业格局的重大项目。

今年 1 月 3 日，项目正式开工。

室 外 施 工 热 火 朝 天 ，室 内 忙 碌 如 火 如

荼。在湖南石化办公楼，一摞摞厚厚的资料

将大半个办公室填满。“7 家设计单位，数以百

计的设计人员正紧锣密鼓地落实落细项目的

总体设计。”湖南石化乙烯炼化一体化项目管

理部乙烯分部负责人陈正朝说。

“岳阳拥有以己内酰胺、环氧丙烷、合成

橡胶、环氧树脂等为代表的四大类特色产品，

原材料离不开乙烯及其相关聚合产物。”湖南

石化副总工程师袁红星介绍，“以前原材料基

本靠外采外运，项目建成投产后，不仅能补齐

原材料不足的短板，还能为精细化工研发新

型聚合材料提供更多可能。按照现代石化产

业 1∶5 的带动效应，该项目可以拉动 1500 亿

元以上投资。”

湖 南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湖南正以重点项目建设为主要抓手，积极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现代石化产业延

链补链强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2024 年，湖南省现代石化产业在

建、拟建的重大项目有 30 个，投资总额超过

1500 亿元。

重庆——

抢抓生物医药领域新机遇

节后开工第一天，记者来到重庆两江新

区，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干劲儿：两江水土

新城永仁心医疗科技园项目施工现场，巨型

塔吊来回传送，渣土机、水泥罐车往来穿梭

……“目前，项目建设正在有序进行中，预计

今年三季度竣工投产。”重庆市永仁心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易海介绍。

作为两江新区生命健康领域新引进的企

业，永仁心公司集高端医疗器械研发、测试、

生产于一体。“新建生产线和政产学医研平

台，将进一步推动企业在医疗领域开展研发

创新，掌握一批自主可控的关键技术，满足市

场差异化、多样化治疗需求，提升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刘易海说。

据了解，永仁心医疗科技园总投资近 20
亿元，土地面积约 85 亩。项目一期拟规划建

筑面积约 1 万平方米，主要用于人工心脏总装

生产线及关键零部件生产线的建设。项目二

期拟规划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主要用于疾病

诊断、早期预防、术中辅助、远程监控等创新

医疗器械产品的研发及生产。

近年来，重庆抢抓生物医药领域新机遇，

积极招商引资，推动重大生物医药项目落地，

培育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2 月 18 日，在西部（重庆）科学城中子科

学产业转化基地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轰鸣

阵阵，运输车辆来回穿梭，工人在各自岗位上

有序施工。项目投资 20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13.8 万平方米，将推动中子科技产业转化落

地，形成千亿元级中子科技产业集群，在生物

医药领域搭建起全新的创新研发平台。

在重庆市璧山区，中核鲲硼医疗科技项

目建设正酣。项目聚焦于细胞水平靶向放疗

技术，已有数十家医疗机构对企业生产的鲲

硼刀产品表达了采购意向。接下来，璧山区

将重点围绕中医院内制剂、多粒子治疗、干细

胞等梳理形成项目清单，持续向生物医药领

域全面发力。

今年一季度，重庆市重点制造业开工项

目 共 110 个 、总 投 资 1155 亿 元 ，涵 盖 先 进 制

造、现代服务、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2024 年

重庆市级重点项目中，生物医药产业项目 30
个、总投资 341 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 8 个、总

投资 63 亿元。

上图：2 月 18 日，在江苏省泗洪经济开发

区一企业建设工地，工人正在架设钢梁等，确

保厂房如期交付。

陈 玉摄（人民视觉）

各地重点产业项目建设“热气腾腾”
本报记者 邵玉姿 王伟健 申智林 常碧罗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

之基。各 地 积 极 推 进 重 点 产

业项目建设，助力产业提质升

级，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

节后开工第一天，记者走

访 多 个 重 点 产 业 项 目 建 设 现

场 ，记 录 多 地 加 快 建 设 的 火

热场景。

——编 者

本报北京 2 月 19 日电 （记

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 1 月，我国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6.5 万亿元，

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比上年同

期 多 5061 亿 元 。 截 至 2024 年 1
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84.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5%，其

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

款余额为 240.32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0.1%。社会融资规模在上年

同期高基数的基础上，继续保持

同比多增，说明金融体系为实体

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的力度较大。

数据显示，1 月份，我国人民

币贷款增加 4.92 万亿元，同比多

增 162 亿元，在上年同期高基数

的基础上，保持了同比多增，说明

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比较

稳固。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

9801 亿 元 ，其 中 ，短 期 贷 款 增 加

3528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6272
亿 元 ；企（事）业 单 位 贷 款 增 加

3.86 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1.46 万 亿 元 ，中 长 期 贷 款 增 加

3.31 万亿元，票据融资减少 9733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

加 249 亿元。截至 1 月末，我国本

外币贷款余额 247.25 万亿元，同

比 增 长 10% ，人 民 币 贷 款 余 额

24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4%。

今年开年以来，稳健的货币

政策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中国人

民银行及时宣布降准和下调支农

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率释放政

策利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中期

借贷便利（MLF）超额续作等继续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提振

市场信心，叠加前期存量宏观政

策效果持续显现，经济延续恢复向

好态势，企业部门开年信贷需求较强。1月贷款保持稳定增长

势头，反映出实体经济活力增强，企业提前布局投资生产，助

力实现经济良好开局，能够持续提振信心，改善社会预期。

在存款方面，1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5.48万亿元。其中，

住户存款增加 2.53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 1.14万亿元，

财政性存款增加 8604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 5526
亿元。截至 1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 295.62万亿元，同比增长

8.9%，人民币存款余额 289.74万亿元，同比增长 9.2%。

在货币供应量方面，1 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

297.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狭义货币（M1）余额 69.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9%。流通中货币（M0）余额 12.14 万亿

元，同比增长 5.9%。当月净投放现金 7954 亿元。

此外，1 月份，我国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为

13347 亿元，其中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分别

为 10772 亿元、2575 亿元；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为

6976 亿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 2261
亿元、471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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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初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梅里斯达斡尔族区额尔门沁村，皑皑

白雪覆盖下的“额热么其浅”民宿亮起

盏盏暖黄明灯，达斡尔族窗花在灯光

的映衬下格外生动，洋溢着浓郁的民

族风情。

“‘额热么其浅’在达斡尔族语里指

‘长满蒿草的地方’，也是我们村以前的

名字。”民宿负责人李芝兰介绍。

屋外雪花簌簌，一片静谧悠然；屋

内炉火正旺，可谓热闹非凡。烧炕、和

面、烙饼、炒菜……李芝兰和家人们忙

得不可开交。

“把柳蒿芽焯下水，切点土豆条，再

备点肉末，我盯着汤，你把碗筷摆好。”

李芝兰和丈夫何庆正在制作客人预订

的达斡尔族传统美食“柳蒿芽汤”。

不到半个小时，一道道达斡尔族特

色农家菜端上餐桌。来自河北的陆绍

民一家七口围坐在火炕上兴奋不已，连

忙拿出手机，记录这些民族特色佳肴。

“这些都是达斡尔族特色美食，尝

过的都说好！”李芝兰一边介绍菜品，

一边拿出民族特色服装，邀请客人们

穿上。

李芝兰和何庆都是土生土长的达

斡尔族人，平日除了经营民宿，夫妻二

人还积极传承达斡尔族文化。李芝兰

在村里组建了一支舞蹈队，每逢镇里、

村里举办活动，她都会带着队员跳达斡

尔族特色舞蹈，何庆则是达斡尔族“乌

钦”说唱的传承人。

李芝兰和丈夫把当地人文典故、乡

土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融入民宿，

还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展示达斡尔族

文化。越来越多的人上门品尝特色美

食，感受当地的文化魅力。

经过近几年的悉心经营，少数民族

特色民宿逐渐成为额尔门沁村里的“金

字招牌”。李芝兰和何庆经营的民宿去

年营业收入超过 20 万元，还吸纳了村

里的 15 名劳动力到民宿就业。

眼下，乡村民宿不再只是旅途中

的歇脚地，更成为游客感受当地风土

人情、体验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蓬

勃发展的新兴产业、鸟语花香的生态

环境、独具特色的人文资源，让如今的

额尔门沁村集聚了更多人气，也为达

斡尔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实在

的抓手。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额尔门沁村——

特色民宿蹚出致富路
本报记者 郭晓龙

“亲手打扮咱的城市，特别自豪！”

小 心 翼 翼 地 把 一 盏 灯 笼 挂 到 路 灯 杆

上，55 岁的袁培云爬下梯子，“挂了 15
天灯笼，能赚好几千元。”

袁培云和工友们原本是内蒙古鄂

尔 多 斯 市 康 巴 什 区 的 农 牧 民 。 前 些

年 ，康 巴 什 区 成 立 时 ，有 8000 多 名 像

袁培云这样的农牧民实现了身份的转

变。退出农牧业生产后，由于受教育

程度和专业技能的制约，他们的收入

增长较慢。

2023 年 ，康 巴 什 区 制 定 了《实 施

“ 以 工 代 赈 ”促 进 转 移 农 牧 民 增 收 致

富 工 作 方 案》，建 立 健 全“ 以 工 代 赈 ”

工作机制，助力转移农牧民和困难群

众增收。

“我们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枢纽作

用，组织召开劳务带头人座谈会，开展

就 业 技 能 培 训 会 。”康 巴 什 区 委 副 书

记、政法委书记侯猛说，“在政府投资

性项目招标发包时，按照‘以工代赈’

相关规定设置条款，支持引导以转移

农牧民为主的劳务队参与项目，提高

他们的劳务报酬。”

从 首 个“ 以 工 代 赈 ”项 目 实 施 至

今，康巴什区已备案市政工程维修、园

林绿化等转移农牧民劳务队 98 支，实

施劳务项目 15 个，带动 400 多名转移

农牧民增收。

袁培云就是第一批加入“以工代

赈”劳务队的转移农牧民之一。“以往

就是打打零工。参加了‘以工代赈’项

目以后，政府直接和劳务队对接，工资

及时足额发放，收入比以前增加两成

还多。”

“以工代赈”项目面对的是城镇失

业人口和乡村农民工，主要目标是解

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为规范农牧民劳

务队建设，康巴什区制定了《“以工代

赈”转移农牧民劳务队管理的意见》，

明确了转移农牧民劳务队参与“以工

代赈”项目建设的准入、备案、监督与

退出机制，同时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和结对帮扶工作。

“ 我 们 将 加 强 监 管 力 度 ，紧 盯 项

目审批、劳务用工、资金使用、质量验

收 等 各 个 环 节 。 既 要 为 转 移 农 牧 民

提 供 就 业 机 会 ，又 要 提 升 其 劳 动 技

能 ，让 他 们 看 到 奔 头 、鼓 足 劲 头 。”侯

猛说。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

“以工代赈”助农牧民增收
本报记者 翟钦奇

本报南昌 2月 19日电 （记者王丹）18 日，江西省 2024
年一季度全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暨“十百千万”工程动员大

会在南昌市瑶湖科学岛项目一期现场拉开序幕，该项目总

投资约 22.5 亿元，聚焦半导体、新材料等领域，将成为江西

省科技创新的核心承载区。

与此同时，全省 66 个项目现场同步开工。在乐平市鸬

鹚乡对家村，工程总投资 42.59 亿元的乐平水利枢纽工程正

式开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乐安河下游防洪减灾体

系，同时对保障农业灌溉用水，促进粮食生产，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以及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据悉，本年度江西省级层面重点推进大中型建设项目

共计 3670 个，总投资 3.3 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1 万亿

元。此次开工的一季度重大项目共 1139 个，总投资达 6805
亿元，涉及交通、能源、水利等多个领域。

江西一季度开工重大项目1139个
总投资达6805亿元

“崔大爷，这是您今天的午餐，您

趁 热 吃 。 给 您 拜 年 啦 ！”春 节 假 期 这

些 天 ，每 到 中 午 11 点 ，家 住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团 结 湖 街 道 的 崔 可 谅 大 爷 总 能

准 时 从 外 卖 骑 手 张 东 伟 手 中 接 过 配

送的午餐。

“ 感 谢 街 道 ，感 谢 骑 手 ，让 我 这

个 年 过 得 很 安 心 ！”崔 大 爷 对 这 些 天

的 春 节 送 餐 很 满 意 。 今 年 88 岁 的

他 和 老 伴 住 在 一 起 ，两 人 年 岁 已 高 ，

行 动 不 便 ，去 年 9 月 起 一 直 由 街 道

老 年 食 堂 联 合 第 三 方 外 卖 平 台 送 餐

入 户 。

团 结 湖 街 道 地 处 北 京 市 东 三 环

沿 线 ，辖 区 6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占 比

近 1/3，老 龄 化 程 度 较 高 。“ 近 年 来 ，

我 们 引 入 专 业 养 老 服 务 机 构 ，开 设

老 年 食 堂 ，并 引 入 第 三 方 外 卖 平 台

进 行 配 送 ，切 实 解 决 空 巢 独 居 、行 动

不 便 老 人 的 用 餐 难 题 。 去 年 9 月 以

来 ，已 累 计 为 老 人 上 门 送 餐 超 过

3000 人 次 。”团 结 湖 街 道 办 事 处 主 任

郑欣宇介绍。

春节假期，街道老年食堂因总体

需 求 较 低 而 暂 停 运 营 ，这 让 崔 大 爷

这 样 行 动 不 便 的 老 人 有 些 担 心 过 节

期间的吃饭问题。

“ 为 保 障 老 人 春 节 假 期 正 常 用

餐 ，前 期 我 们 就 对 需 求 进 行 了 统 计 ，

同 时 联 系 了 爱 心 商 家 和 外 卖 配 送 平

台 ，确 保 为 老 人 不 间 断 配 送 节 日 爱

心 套 餐 ，同 时 加 大 对 外 卖 配 送 人 员

的 送 餐 补 助 ，做 到 养 老 助 餐 不 打

烊。”郑欣宇说。

这 项 在 春 节 假 期 为 团 结 湖 街 道

6 家 高 龄 独 居 、行 动 不 便 老 人 送 餐 的

任 务 落 在 了 张 东 伟 身 上 。“ 这 是 我 第

三 次 在 北 京 过 年 。 春 节 假 期 各 种 生

活 服 务 尤 其 需 要 骑 手 ，再 加 上 假 期

补 贴 也 比 平 时 高 ，既 能 多 赚 钱 又 能

帮 到 有 需 要 的 人 。”对 这 份 工 作 ，张

东 伟 很 有 成 就 感 ，“ 崔 大 爷 对 我 很 热

情 ，刚 才 还 要 留 我 在 家 里 吃 点 水

果 。 虽 然 不 能 回 家 过 年 ，但 心 里 很

温暖。”

送完崔大爷家这一餐，张东伟还

有 几 家 要 送 ，“ 不 能 让 老 人 们 等 太

久 ，趁 饭 菜 热 乎 着 ，我 得 抓 点 紧 。”张

东 伟 说 着 跨 上 送 餐 车 ，赶 往 下 一 户

老人家……

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街道——

养老助餐春节不打烊
本报记者 王 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