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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养老事业和产业
协同发展

本报记者 姚雪青

“我给大家读一首新创作的诗歌 《瑞雪》，请大家点评
点评……”在江苏省南通市阳光养老公寓活动室里，满头
银丝的马浩元给一群同样白发苍苍的“学生”传授自己读
诗写诗的心得。

今年85岁的马浩元，退休前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随
着年龄渐大，加上子女在外地工作，他和老伴一起入住了
这家养老机构。

在这里，老马获得了房间清扫、送餐上门、医疗保障
等服务，生活上没了后顾之忧，高血压也得到了跟踪监
测。这里的社团和兴趣小组很丰富，让他收获了一群志同
道合的伙伴。“我和其他 10 位老人发起成立了‘阳光诗
社’，养老院给我们提供活动场所。我们还出版了诗集，收
录了300首诗。”马浩元说。

“除了基本生活照料之外，医养融合、精神慰藉逐渐成
为老年人的刚需。”江苏省首批5级养老服务机构、南通市
阳光养老产业集团总经理尹建芳说。

近年来，江苏着力打造供给高质量、普惠高水平、享
老高品质的“苏适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引导促进“机构
颐老”，全省共有在业养老机构 2200 多家，设置机构床位
40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68%。

“居家养老，也很舒心！”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锦阳花
苑的88岁居民束衡说。束衡因病长期卧床，儿子远在外省
工作，只能由同样80多岁的老伴照顾。自从社区为他申请
建立了“家庭养老照护床位”后，日常照护更有依靠了。

“家庭养老照护床位的服务内容包括生活照料、家庭照
护、康复保健、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一系列服务，老人
可以个性化定制。”幸福阳光老年公寓护理员董明霞告诉记
者，对于“建床”老人，托管的养老机构护理员及医生每
月上门 8 次，每次服务不低于 1.5 小时，服务费由政府买
单。此外，束大爷床头安装了一键呼叫智能设备，如果感
到不适或突发情况可随时呼救，护理人员收到信息后会及
时赶到、提供救助。

“常州市积极探索试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特殊困
难老人家庭提供更精准、个性化的家庭养老照护床位服
务。”常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工作人员介绍。2023 年 8
月，常州试点推广家庭养老照护床位，为 80 周岁以上独
居、孤寡、空巢的生活困难老人提供整合照护。

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叶翔宇介绍，江苏
全省建成家庭养老床位近 2 万张，为近 330 万老年人提供
政府购买居家上门服务，1.8 万个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遍布城乡。2024 年，江苏将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设施规
划布局，优化分层分类服务供给，推动养老事业和产业
协同发展。

新的一年，各地发力高质量发展新的一年，各地发力高质量发展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2023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部署了 2024 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新的一

年，各地如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

吉林

尽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
本报记者 汪志球 刘以晴

在吉林省长春市长春新区，一组白色“天”字形厂
房格外醒目，这里是吉林省首家“独角兽”企业长光卫
星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航天信息产业园，“吉林一
号”卫星便诞生于此。

翻开长春新区高新区地图，长光卫星旁，一侧是中
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试基地，另一侧是中国
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试基地。长春
新区用好域内科教优势，着力打造创新联盟。

2023年，长春新区入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库企业
数量突破1000家，企业主要聚集在光电信息、先进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长春新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华景斌介绍，为依托卫星制造优势，进一步发
展信息应用产业，长春新区推出一批惠企政策、招商举
措。“下一步，我们将对接华为、科大讯飞等企业，构建
航天信息产业集群。”华景斌说。

尽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吉林省以科技创新推动
产业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举措之一。吉林省持续
以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驱动老工
业基地向“新”升级。近 3 年，吉林全省累计投入 3.58
亿元，实施核心光电子器件和高端芯片、智能制造等
17 个重大科技专项，全力争取在高端芯片、新材料等
领 域 取 得 率 先 突 破 。《中 国 区 域 创 新 能 力 评 价 报 告
2023》 显示，吉林省区域创新能力排名上升 6 位，提升
幅度全国第一。

近年来，吉林省加速推动现代科技与实体经济融
合，助力新时代老工业基地发展：一汽—大众大型乘用
车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一汽四环先进过程控制等4个场景
入选国家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一汽繁荣5G全连接工厂
入选工信部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

未来3年，吉林计划围绕汽车、医药、装备、食品、
石化、原材料等领域，重点支持300个以上“智转数改”
示范项目，力争建成1至2家“灯塔工厂”、100个智能制
造示范工厂、300个省级智能制造数字化车间。

下一步，吉林省提出，针对产业集群化程度不高、
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低等问题，以大农业、大装备、大
旅游、大数据“四大集群”培育为重点，以新能源、新
材料、新医药、新康养、新服务、新电商“六新产业”
发展为方向，以新基建、新环境、新生活、新消费“四
新设施”建设为保障，打造具有吉林特色的高质量发展
体系和高品质生活体系。

广东

助力“广货”国货
快速“出海”

本报记者 贺林平

生产线上一块块布经过裁片、粘衬、缝制、整烫等
工序后，变成一件件精美的服装，随后分别打包，装箱
出厂……岁末年初，广东广州德发时装有限公司加工车
间内，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赶制一批海外订单。

视频中，24岁的小伙子竹宇用一口地道、流利的英
语，为广州白云区一家生产灯牌的外贸企业推介产品。
在国外社交平台上，竹宇已经拥有80多万粉丝，每天三
四十条视频，海外“带货”收获可观。

凌晨，一辆辆满载着服装、装饰品等跨境电商出口商
品的货车络绎不绝驶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西货运区，工作
人员有序进行着商品分拣、录信息、打包等工作。随后，经
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关员快速验放，这批“广货”搭乘国际航
班运往欧洲，3天后即派送至消费者手中。

这三个镜头，勾画出“广货”经跨境电商出海的大
致轨迹。跨境电商正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在广东这艘

“外贸巨轮”上，以广州为“圆心”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
日益完善，为好货“卖全球”不断注入新动能。据统
计，广州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 8年增长 93倍，继 2022年
交易额首次突破千亿元之后，2023年持续高速增长，前
11月已超1800亿元。

跨境电商迅速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撑。广州通过推出
跨境电商商品溯源、实行“空铁联运”出口新模式、举
办各类跨境电商活动等举措，培育了一批跨境电商龙头
企业。

为解决跨境电商商品“退货难”等实际问题，广州
海关所属南沙海关着手推演解决方案，历经数十次企业
调研，在全国首创“跨境电商出口退货监管新模式”，支
持企业将海外仓回迁至南沙自贸试验区，允许海外退货
商品与国内出口商品在综合保税区内同仓存储，还可以
合并成一个包裹出口，一举解决了企业异地存储费用
高、多次打包配送成本高等难题。该模式一经推出，就
作为自贸试验区海关监管创新举措在全国推广。

目前，南沙自贸试验区已吸引天猫、京东、唯品会
等知名跨境电商龙头企业进驻，各类型跨境电商相关企
业超 600 家，形成一个从政策优惠、平台集聚到物流便
捷、金融创新的完整跨境电商生态圈。创新措施叠加区
位优势，让消费者和各类跨境电商企业在南沙实现了

“买全球、卖全球”。
立足近10年创新实践，2023年12月，广州跨境贸易

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服务升级，在全国率先实现境外
资金结汇后智能清分，成为首个打通“关—税—汇—
清”全链路的公共服务平台，助力“广货”、国货品牌更
快速“出海”。

重庆

“万企兴万村”
特色产业助振兴

本报记者 姜 峰

听土家族山歌，共跳摆手舞，品尝高山莼菜……元旦
假期，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桥头镇陶然居瓦屋小镇内
外，游客纷至沓来、好不热闹。

“我们盘活当地闲置资源，通过房屋出租、土地流转、
就近务工、集体分红等方式，有效带动了村民增收。”陶然
居集团董事长严琦说。占地千亩的陶然居瓦屋小镇，由陶
然居集团牵头打造，集传统民宿、演艺广场、农业观光、
特色农产品产业基地于一体，成为全国“万企兴万村”示
范基地。如今，已有 62 家企业来到石柱县桥头镇投资兴
业，共奏乡村振兴乐章。

近年来，石柱县桥头镇着眼于发挥市场机制长效作
用、激活本地群众内生动力，明确提出“党建引领、企业主
导、产业先行、人才筑基、联农带农”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以

“农文旅”为主线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子，做靓了“风情土家小
寨、精致山水小城”的鲜活文旅名片。在重庆市级部门及市
委宣传部帮扶集团的支持下，石柱全县 431家民营企业已实
施兴村产业项目488个，联结村集体183个，覆盖农户3.22万
户，带动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5126万元、户均增收超1万元。

截至目前，重庆全市7864家民营企业结对帮扶4884个
村，项目投资达到561亿元，一幅“企活、村强、民富”的
巴渝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最近，一笔200万斤的柠檬鲜果订单落地，让重庆市潼
南区柏梓镇羊堡村柠檬种植户李帆的心里乐开了花：“以后
每年都会有 200万斤稳定的鲜果订单！”这些柠檬将被重庆
雪王农业有限公司收购，发往全国的“蜜雪冰城”门店用
作制作饮品的原料。

潼南是中国柠檬的主要产区之一，柠檬种植面积达 32
万亩。围绕柠檬，潼南构建起育苗育种、种植、精深加
工、销售全产业链，拥有全国唯一柑橘类精深加工重点实
验室、中国西部首个柠檬脱毒种苗繁育中心，投用世界首
条柠檬六分离果胶生产线。

一颗小柠檬，带来大发展。“新的一年，我们将实施潼
南柠檬优品、智慧、强链、品牌、畅销、共富六大工程，
携手四川、云南、海南等主产省在良种苗木繁育、精深加
工集群建设等方面合作，打造千亿级柠檬产业集群。”潼南
区农业农村委主任胡广建展望未来，信心满满。

目前，重庆全市已创建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3个、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个，生态特色
产业综合产值 5200亿元。新的一年，重庆市将继续依托生
态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河南

形成农村能源开发新格局
本报记者 毕京津

黄河九曲十八弯，在河南兰考这道弯，给当地留
下肆虐的风沙。在历史上，漫天的黄沙甚至能将当地
村庄掩埋。如今在兰考，白色的大风车、蓝色的光伏
板在绿色的原野上高效运行，铁塔银线将新能源不断
输送到千家万户。

“现在，全年全新能源供电时长可达 3344 小
时。”兰考县供电公司二级优秀专家王洪林说，依托
一系列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项目成果，兰考县逐步形
成了以新能源为主体、多能互补的农村能源开发新
格局。

河南属于传统的煤炭消费大省，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任务艰巨。近年来，河南充分发挥电网连接能源生
产和消费的平台枢纽作用，推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全省能源转型取得显著成效，新能
源实现跃升式发展。

2023 年，面对分布式光伏增长态势，河南率先
在全国实现省级统一技术路线的分布式光伏“群调群
控”实战应用，有力提升了新能源调控能力。依托

“新能源云”创新开发建设的河南省分布式光伏承载
力与可开放容量发布平台上线运行，支撑科学高效开
展分布式光伏承载力评估和可接入容量测算发布，引
导支撑分布式光伏高质量发展。

电源结构不断优化，河南绿色发展底色越来越
浓。截至目前，河南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 6000 万千

瓦，约占全部电源总装机容量的44%，提前两年半完
成“十四五”规划目标。

“高抗油位、油温无异常，线路无覆冰风偏，设
备运行稳定……”在特高压豫南换流变电站，运维人
员利用智能巡检系统，对特高压设备开展差异化巡
检，为“绿电大动脉”的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在能源互联互通大背景下，“九州腹地、十省通
衢”的河南，建成并运维着庞大的特高压系统，推进
西北部的风电、光电大规模引入，当前河南外电入豫
能力达到近2000万千瓦。

近年来，随着 1000 千伏南阳—荆门—长沙特高
压交流、1000 千伏驻马店—武汉特高压交流等一大
批特高压工程相继投运，河南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河
南的用能结构也更加“绿色”。

目前，河南在运特高压设施增至“5 站 16 线”，
特高压已建成“H”形交流网架，通过5回1000千伏
特高压交流线路、2 回±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及
灵宝直流换流站，分别与华北、西北及其所在的华中
电网相连。

截至 2023 年底，河南特高压直流累计输豫电量
约5260亿度，相当于减少河南地区标准煤燃烧1.6亿
吨、减排二氧化碳5.2亿吨，显著提高了河南能源消
费清洁化水平，持续服务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双
碳”目标实现。

▼▼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区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区
风力发电场风力发电场。。

李培献李培献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在吉林省长春市在吉林省长春市，，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研人员在卫星总装测试大厅进行相关测试工作科研人员在卫星总装测试大厅进行相关测试工作。。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许许 畅畅摄摄

▲▲在江苏省扬州市邗上社区在江苏省扬州市邗上社区，，志愿者教志愿者教
老人使用智能手机老人使用智能手机。。

孟德龙孟德龙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广东省广州港南沙汽车口岸。
吕华当摄 （人民视觉）

▼▼广东省广州港南沙汽车口岸广东省广州港南沙汽车口岸。。
吕华当吕华当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重庆市黔江区黑溪镇互助村村民采摘耙
耙柑。 杨 敏摄 （人民视觉）

▲▲重庆市黔江区黑溪镇互助村村民采摘耙重庆市黔江区黑溪镇互助村村民采摘耙
耙柑耙柑。。 杨杨 敏敏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