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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

交上一份优异的成绩单。京津冀三地

经济总量连跨 5个万亿元台阶，2023年

三 地 经 济 总 量 达 到 10.4 万 亿 元 ，是

2013年的 1.9倍，区域整体实力持续提

升，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这是记者

22日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成效新闻

发布会了解的信息。

北京市协同办副主任、京津冀联

合办常务副主任刘伯正表示，十年

来，北京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

“牛鼻子”，深入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超

3000 家，疏解升级区域性专业市场和

物流中心近 1000 个，利用拆违腾退空

间实施绿化超 9200 公顷，城乡建设用

地减量 130 平方公里。北京科技、商

务、文化、信息等高精尖产业新设经

营主体占比由 2013 年的 40.7%上升至

2023 年的 66.1%。

雄安新区绘就“未来之城”新画

卷。刘伯正表示，雄安新区“1+4+26”
规划体系和“1+N”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292 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6500 多

亿元。“四纵三横”高速公路和对外骨干

路网全面建成，京雄城际和雄安站建成

投运。首批疏解央企总部建设进展顺

利，北京交通大学等 4所高校雄安校区

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雄安院区开工建

设，央企在雄安设立子公司及各类分支

机构 200多家。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框架全面拉

开，保持千亿级投资强度。北京艺术中

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

馆三大文化建筑亮相，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东六环路入地改造全面提速，

城市副中心承载力和吸引力稳步增

强。北京市级机关两批集中搬迁工作

顺利收官，61 家北京市属国企及下属

企业实现落户。

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是京津冀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记者

了解到，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

额由 2013 年的 71.2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748.7 亿元，年均增长率 26.5%。

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分支机

构超 1 万家。北京企业对津冀两地企

业 投 资 4.9 万 次 ，投 资 总 额 2.3 万 亿

元，“北京研发、津冀制造”模式加速

形成，确定“六链五群”产业协同新格

局，绘制生物医药等 6 条重点产业链

图谱。 吉宁 张章

京津冀经济总量10年连跨5个万亿元台阶

新华社电 在守住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底线和历史文化保护线基础

上，我国明确村庄规划实施的“农民主导”特征并坚持“多规合一”改革

方向。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张兵近日在媒体座谈会上说，为

贯彻落实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自然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

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强调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强化县域层面统

筹、提升编制成果质量、加强土地政策融合，引导农民广泛参与，解决村

庄规划编制工作存在的片面追求“全覆盖”、成果质量不高、实用性不强

等问题，更好地支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张兵说，村庄规划有别于城市规划的地方在于，村庄规划的实施是

农民主导，城市规划的实施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导，村民的意愿对于规划

的实施至关重要。我国城乡规划法也规定了引导农民参与规划的具体

要求，凸显引导农民参与村庄规划的重要性。自然资源部也多次强调，

在村庄规划编制过程中强化村民主体和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的主导

作用，要积极想办法引导农民参与。

按照“发动农民参与+专业技术人员赋能+在地规划人才培养”思

路，自然资源部、中央农办要求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讲清“多规合

一”的村庄规划与乡村产业规划、旅游规划、乡村振兴规划、文创产品规

划等的区别；发挥村级组织作用，动员村民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引导农

村致富带头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等献计献策；建

立乡村责任规划师制度，积极培养在地规划人才。

两部门强调，村庄规划要守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底线、守历史

保护底线、守节约集约用地底线，实事求是推进村庄规划编制，不搞

“齐步走”“一刀切”。 王立彬

我国明确“农民主导”
实施村庄规划

■ 叶前 马晓澄

龙年开工第一天，广东省提出，今年将推出一批新的重大科研项

目，推动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推动9200家规上工业企业数

字化转型，把创新落到企业上、产业上、发展上。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人工智能、生命科学、

新能源等前沿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工业生产方式，引领产业发展的新

方向，开辟产业发展的新赛道。只有紧紧跟踪并把握科技前沿变化，才

能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夯实产业创新的

基石，中国式现代化这艘大船才能行稳致远。

过去一年，我国科技创新产业“热辣滚烫”、欣欣向荣。新产品、新

工艺、新材料、新装备纷纷涌现，国产新手机一机难求，新能源汽车、锂

电池、光伏产品给中国制造增添了新亮色。新能源汽车率先打破技术

壁垒，产销量已连续 9年全球第一，占全球比重超过 60%，形成了极具

韧性和竞争力的完整产业链。事实证明，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

发展大有可为、前途广阔。

人才因产业而聚，产业因人才而兴。科技领域成功引进一个领军

人才，往往会带来一个工作团队，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搭好筑梦台，

逐梦人自来。要有更多的人才，就需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推动人

才发展和产业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相匹

配的人才大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产业创新落到实处，关键在企业。企业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

最主要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今年将支持龙头企业优化整合产

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促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并将着力引导大

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各类创新资源要素，鼓励先试、首用中小企业创

新产品。通过推动企业在产业技术攻关中“唱主角”，支持领军企业

牵头承担重大科技项目，企业会在“如鱼得水”的创新创业环境下“鱼

跃龙门”。

创新在产业，发展有质量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

合 统 计 司 提 供 数 据 显 示 ，2023 年 ，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随着政策效

应持续释放，民营经济持续恢复，多项

指标逐步改善，对整体经济回升向好发

挥了重要作用。

——民营工业企业生产增速回

升。2023 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

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3.1%，比上年加快

0.2个百分点。从月度看，12月份规模

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比上月加快 0.2个百分点，增速连

续 3 个月回升。从季度看，一、二、三、

四季度，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 2.0%、1.9%、3.1%、4.9%，下半

年以来回升态势明显。

——民间项目投资保持平稳增

长。2023年，受房地产深度调整影响，

民间投资整体有所下滑，但扣除房地产

开发投资的民间项目投资比上年增长

9.2%，增速与上年持平，比 1-11月份加

快 0.1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民间投

资增长 14.2%，快于全部基础设施投资

8.3个百分点。制造业民间投资较为活

跃。2023 年，制造业民间投资比上年

增长 9.4%，快于全部制造业投资 2.9个

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民间投资分别增长 30.1%、

18.0%、10.7%。

——民营企业进出口支撑作用增

强 。 2023 年 ，民 营 企 业 进 出 口 额

223601亿元，同比增长 6.3%，快于全部

进出口增速 6.1个百分点，占进出口总

额的比重为 53.5%，比上年提高 3.1 个

百分点，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更加

巩固。

—— 民 营 企 业 效 益 逐 步 改 善 。

2023 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营业

收入比上年增长 0.6%，8月份以来持续

改善；利润总额增长 2.0%，好于全部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企业经营效益持续

回升，有利于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

促进经济循环持续好转。

分析认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

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仍显，国

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还需巩固，加

之民营企业以小微型企业居多，主要集

中在中下游行业，抗冲击抗风险能力偏

弱，订单不足、资金紧张等生产经营困

难较为突出，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仍需努力。下阶段，要进一步将促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实

落细，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破除民营经济市场准入

壁垒，拓展民营企业投资空间，切实解

决企业主体生产经营实际困难，激发民

营经济活力动力，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向

好发展。 周文朋

2023年民营经济持续恢复向好
多项指标逐步改善

锐 评

本报讯 近日，湖北省统计局召开

五经普专题会议，听取经济普查工作最

新进展汇报，研究分析有关问题，部署

下一步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五经普登记工作已进入

关键阶段，各相关专业负责人必须强化

时间观念，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紧紧围绕数据质量这个根本要求，

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各专业纵向

数据质量责任和包保一体责任，压实市

县主体责任。一是注重统筹，确保质

量，通过抓时间节点、抓联动互动、抓即

报即审、抓数据源头、抓大不放小等措

施，确保普查数据质量；二是加强指导，

强化督导，积极看待和破解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确保普查工作按既定步骤有效

推进；三是防范风险，保障数据安全，进

一步落实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机制，确

保程序规范、责任到位。

下一步，根据当前普查工作进展，

将及时召开普查工作推进暨普查平台

软件操作培训会，对包保地区开展督

办检查，并与各当地政府分管领导交

流反馈普查工作情况，推进各项要求

落实到位。

会前，湖北省经普办主任、省局党

组书记、局长谢高波等来到五经普数

据采集中心，实地查看了普查登记数

据采集处理系统省级平台数据报送情

况，并听取平台运行及数据审核情况

汇报。 侯新颜

湖北局稳步推进五经普重点工作

最新发布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2023年度新闻记者证

核验工作的通知》，中国信息报社对持有新闻记者证人员

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我社拟通过2023年度新闻记者

证核验的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名单如下：

刘冰 黄真 印久青 王二羽 魏潇潇 于雷 蔺丽莉 孙启文

李俊琦 路爽 张涵 田佳奇 关逸民 陆佳卉 陈宁 冯浩原

姚克成 叶子淳 张晓霞 郭婷婷 孙靓 周灵 刘英楠 魏琳

时晓冉 王馨玉 郑昱彤 李琳 杨鑫月 杨萌 陈璐洋 张雨诗

国家新闻出版署举报电话：010-83138489。

中国信息报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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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报社新闻记者证
2023 年度核验人员名单公示

日前，“春风送岗促就业、

精准服务助发展”——2024 年

静安区春风行动招聘活动在铁

路上海站北广场举行。据悉，

2024年全国“春风行动”于1月

下旬至 4 月上旬开展，预计将

提供就业岗位 3000 万个。图

为求职者在寻找心仪岗位。

中新社供图

“春风行动”
促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