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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抓开局强信心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姜
刚、马姝瑞）总投资 100 亿
元的滁州飞利浦空调产研基
地项目投产，合肥比亚迪公
司 2022 年前 11 个月实现
产值突破 100 亿元，芜湖华
夏云天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
项目加快建设……寒冬时
节，记者从安徽省多地采访
了解到，各地加大“双招双
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力
度，推动产业链稳链补链强
链，一个个大项目建成投产，
为稳经济添能蓄力。
　　 2022 年 12 月 20 日，
在滁州市南谯区，总投资
100 亿元的飞利浦空调产研
基地项目正式投产。“吸引我
们前来投资的因素有很多，
这里的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关键还有比较成熟的家电产
业链。”项目负责人徐海鹏告
诉记者，“政府帮我们破解了
项目建设中遇到的交通、人
力等难题，助力从开工建设
到投产仅用了 9 个多月。”
　　据徐海鹏介绍，该基地
项目共分为三期实施，主要
用于研发生产家用空调、大
型商用空调及压缩机、电机
等配套产品，其中，一期整体
投产后预计年产量可达 500
万套空调。“此次投产后，我
们正稳步提升产量，预计
2023 年实现产值约 30 亿
元。”
　　滁州市南谯区把扩大有
效投资作为稳经济的关键举
措，2022 年以来，建成投产
的大项目接二连三。
　　“据初步统计，2022 年
南谯区有 23 个招商引资亿
元以上项目投产，对稳经济
发挥重要作用。”滁州市南谯
区投资促进局局长闫磊说，与此同时，该区共签约亿
元以上项目 39 个，其中 10 亿元以上项目 9 个，“10
亿元以上项目数量创近年来最好水平”。
　　在闫磊看来，通过大项目落地，能够起到快速产
业聚集的作用，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比如，随着飞利浦空调产研基地项目的投产，将发
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相关配套企业也会过来，可以
不断巩固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链。”
　　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以大项目推动产业链稳链
补链强链，已经成为安徽省多地的共识。
　　“大项目投资增速稳中趋快。”安徽省统计局最
新统计显示，2022 年 1 月至 11 月，安徽省计划总
投资亿元以上（不包括房地产开发）大项目完成投资
增长 16.4%、比 1 月至 10 月加快 0.3 个百分点，对
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 93%。
　　产业链安全稳定是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基础。
2022 年以来，合肥市深入实施“链长制”，新能源汽
车、光伏电池产量占全国比例提升至 3%、7%，打造
了一批规模大、效益优、能级高、利润多的企业和产
业集群。
　　满载着零部件的货车排起长队，崭新的新能源
汽车下线准备交付……在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比亚
迪合肥基地项目一期工厂前，穿梭往来的车队见证
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热度。2022 年 1 月至 11 月，
合肥比亚迪公司累计实现产值 100.4 亿元。
　　投资 150 亿元的比亚迪合肥基地项目一期从
签约到开工仅用了 42 天，从开工建设到 2022 年 6
月第一辆整车下线仅用了 10 个月。借助比亚迪的
龙头效应，全国各地的客商慕名而来，2022 年已有
总投资约 350 亿元的产业链项目签约落地。
　　“大事办好的前提是把企业的小事办好。”长丰
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陶磊磊说，按照“要素跟着
项目走、服务围绕项目转”的原则，长丰县坚持“重点
项目周六调度机制”“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个专班
一抓到底”，逐个要素进行保障工作，确保重大项目
顺利建设投产。
　　陶磊磊告诉记者，为了提升物流等产业配套条
件，目前，长丰县正在规划服务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的大货车停车场、物流接驳专线、仓储中心等，“全
力以赴让产业链的配套速度跟得上项目的发展速
度”。
　　聚焦高质量发展，不断加固产业链，在沿江城市
芜湖、铜陵、马鞍山等地也有鲜明体现。
　　这段时间，位于芜湖市湾沚区的芜湖航空产业
园内，占地面积 182 亩、总投资 20 亿元的华夏云天
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项目建设进度正在加快。作为
安徽省重点项目，发动机维修基地将为芜湖航空产
业链扣上“关键一环”。
　　“在建的是生产配套中心，一天一个样，每天都
有新进展。预计 2023 年二季度封顶，当年底就能实
现项目一期竣工投产。”华夏云天航空发动机维修
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小飞说，投产后，基地可满足年
维修航空涡轮发动机 150 台，预计年产值约 50
亿元。
　　涡轮发动机是航空器的“心脏”，发动机维修保
障则是航空产业链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聚焦航空
器维修保障需求，《安徽省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建设芜湖航
空器维修保障中心的目标。
　　“产业链配套优势是该项目落户芜湖的主要原
因之一。”黄小飞说。记者走访了解到，截至目前，芜
湖航空产业园已集聚核心及关联企业近 200 家，形
成较为完整、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全市覆盖通航整
机、无人机、发动机、螺旋桨、航电、维修等的全产业
链项目近 200 个，年均产值增长 30%，正朝着千亿
级产业集群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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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京 1 月 3 日电（记者段羡菊、
杨绍功）1 月 2 日，2023 年第一个工作日前
一天，江苏苏州召开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集
群建设推进大会，为全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举旗定向。作为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4 万
亿元的制造业大市，苏州的“新年第一会”，聚
焦什么目标，如何谋划发展，透露出什么信
号？记者从南京赶到太仓一探究竟。

“新年第一会”聚焦万亿级产业

　　元旦假期，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太仓
分公司二期工地上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明年
7 月，这里的厂房就要竣工，用于生产新能源
汽车动力总成，以满足不断扩大的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需求。
　　工地旁边就是苏州“新年第一会”会场。
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召开的这场大会，参与
者既有苏州市的干部，也有企业、金融行业的
代表。工地上钢结构拼接的撞击声，与会场发
言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苏州有元旦之际举行聚焦产业发展的

“新年第一会”的传统：2021 年着眼“智能化

改造和数字化转型”，2022 年锁定“数字经
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发展”，2023 年则聚焦

“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集群建设”。
　　今年“第一会”上，总投资 916 亿元的
142 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在苏州市域内
集中开工签约或投产投用。苏州市由此明确
提出要用 5 年左右时间“打造万亿级汽车产
业”，形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汽车产业创
新集群。
　　记者从会上获悉，2022 年 1 至 11 月，
苏州市 1006 家汽车全产业链规上企业已实
现总产值 4382 亿元、同比增长 15.2% 。其
中，新能源汽车相关规上企业 284 家，实现
总产值 1749 亿元。

“十大板块”立下发展“军令状”

　　昆山市开工项目 7 个，计划总投资 53
亿元；张家港市开工 8 个项目，总投资 86.6
亿元；吴江区有 7 个项目开工，计划总投资
21.1 亿元……
　　苏州下辖 9 个区（市）及苏州工业园区，
俗称为“十大板块”。在这次“新年第一会”上，

“十大板块”的政府负责人通过电视电话会议
系统，向大会主会场报告了当天当地项目开
工情况以及产业发展设想。
　　各展所长、抱团发展，这是苏州创新产业
集群生态的一大特色。昆山将依托自身电子
信息产业优势，从消费电子顺势布局汽车电
子。姑苏区的工业基础较弱，结合自身特点提
出要把创意时尚商业与新能源汽车产业有机
结合。
　　太仓是国家汽车核心零部件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也是苏州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集
群的“主战场”。太仓规上汽车核心零部件企
业中，年产值 1 亿元以上的有 93 家、年产值
100 亿元以上的 1 家。太仓多个汽车核心零
部件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 30% 以上。
　　太仓市委、市政府负责人表示，太仓将发
挥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在加强对外合作的
基础上，打造优越的汽车产业创新集群生态，
争当苏州汽车产业发展“优等生”。

开年拼经济，起步就是冲刺

　　春江水暖，新能源汽车产业风口早已吸

引诸多企业。会场外，走进生产新能源汽车
逆变器的卓能电子（太仓）有限公司，这家
德资企业早在 2017 年就开始投入新能源
汽车业务，目前还聚焦自动驾驶技术的研
发，打算不断扩大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在民
营企业合兴汽车电子（太仓）有限公司，这
两年新能源汽车相关产品从无到有，目前
已占到业务量的三成以上。
　　苏州市委主要负责人在会场坦言，当
前，必须坚定不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
分发挥重大项目的牵引带动作用。为此，
苏州紧抓重要产业机遇、重大产业项目不
放松，以分秒必争的冲刺状态夯实经济发
展基础，担当江苏经济发展“压舱石”
职责。
　　“这样的‘新年第一会’不仅对地方
干部是一个推动，也带给企业家以紧迫
感和信心。”走出会场的联合汽车电子有
限公司总经理熊伟铭对记者说，苏州抓
风口、抓经济的热情也感染着企业经营
者，公司的二期厂房建设不仅元旦不停
工，春节期间也要抢抓工期，以实现顺利
投产目标。

苏州“新年第一会”：抢新机·兴产业·挑大梁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潘莹、刘红霞）
“目前公司已完成全年 6 万吨销售计划，订
单充足。”新疆金雪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润滑油生产企业，谈及眼下生产，公司总经
理宋广辉说，从研发、检测到生产、运输，目前
企业各环节全力协同配合，生产计划饱满，对
新的一年稳产增效充满信心。
　　运转不息的生产线，稳步恢复畅通的物流、
资金流，“有温度”的营商环境……岁末年初，记
者在新疆部分企业、园区、货场走访感受到，随
着疫情防控措施调整优化，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信心增强同时，不少受访企业负责人表示，
政府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提升了
企业升级产品、拓宽市场、稳住产业链的底气。
　　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工业园，
新疆玉泰驼绒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岩告
诉记者，政府减税降费等政策是“及时雨”，不
仅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也提振了抢抓市场的
信心。“公司 2023 年将加大国内品牌开发和

生产计划，进一步做好产品升级。”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获悉，2022 年以来，当地加大稳岗
返还支持力度，大型企业稳岗返还比例由
30% 提高至 50%，中小微企业稳岗返还比例
由 60% 提高至 90%。
　　稳住市场主体，就稳住了产业链。位于喀什
的南达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当地以生产乳
制品及特色食品加工为主、带动形成饲草种植、
畜牧养殖、物流配送等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
　　“公司有 1000 多名员工，目前稳定性相
当高，有员工一家五口都在我们这里上班。”
南达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乐荣告
诉记者，随着稳岗返还、吸纳就业补贴、扩岗
补助等各项助企纾困扶持政策高效直达企
业，2022 年营业额不降反增。
　　口岸经济的复苏，为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贡献力量。在接近零下 20 摄氏度的气温下，乌
鲁木齐多式联运中心货场一片繁忙火热场景。

工人们驾着铲车来来回回，把从全国各地运
来的家电、百货等商品，装上络绎不绝的集
装箱货车，通过陆路口岸运往周边国家。
　　“2022 年 12 月以来，乌鲁木齐国际
陆港区每天通过公路转关出口的集装箱货
车从此前每天 50 辆左右增长一倍以上。”
乌昌海关副关长窦鲁新告诉记者，2022
年前 11 个月，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公路
发运量实现井喷式增长，公路出口货物量
创五年来新高。
　　铁路、公路、机场、水电站…… 2022
年一批重点项目在天山南北落地，带动经
济稳步运行。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
业和信息化厅获悉，通过落实稳经济各项
举措，加快推进工业企业复工复产，保障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下一步，将对 2023
年本地区投资规模 500 万元以上工业投
资项目库进行完善，做好项目储备，推动一
批项目在春季尽早开工建设。

“ 我 们 对 新 的 一 年 有 信 心 ”
新 疆 企 业 赶 订 单 政 策 添 底 气 观 察

　　新华社长沙 1 月 2
日电（记者白田田）新年伊
始，“制造业大省”湖南的
一批产业项目施工繁忙，
园区和企业共同发力，为
全年稳投资、稳增长“抢开
局”。
　　工程机械是湖南的传
统优势产业。在湖南省湘
潭市的雨花智能制造·工
程机械配套产业园（一期）
建设项目现场，100 多名
工人和大量挖掘机、起重
机、打桩机紧张施工，每天
作业时间都要持续到晚上
11 点左右。
　　元旦假期，中建五局
总承包公司项目负责人史
美政住在工地上，忙着调
配施工材料和协调施工队
伍。史美政说，临近春节往
往是施工淡季，但今年大
家加班加点，就是要抢在
春天雨季来临前完成基础
和道路工程，争取将整个
项 目 的 完 工 时 间 向 前
推进。
　　对于产业项目来说，
早一天建成投产，就意味
着早一天产生效益。新年
第一天，湖南省益阳市桃
江经济开发区里，湖南壹
鑫科技有限公司光学薄膜
涂布生产项目的厂房钢结
构工程开始动工，汽车起
重机不断吊起巨大的构
件。5 个月后，厂房将在今
天的这片空地上崛起。
　　“抢工期就是抢订单。”
湖南壹鑫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崔钧说，现在市场

订单较多，公司希望尽快建好厂房、扩大产能，
所以元旦假期也在抓紧施工。项目达产后，预
计年产值达到 8 亿元至 10 亿元。
　　为了支持产业项目“抢开局”，桃江经济
开发区等多地工业园区优化行政审批流程，
通过采取带规划设计方案出让土地、建筑工
程施工图“容缺受理”等举措，推动项目实现

“拿地即开工”。
　　湖南桃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夏
薇说，当前园区的新建、续建、扩建项目较多，
特别是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的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好、投资
信心足，产业项目建设有望在新的一年跑出

“加速度”。
　　湖南省工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湖
南将继续做好重大项目谋划、推介和协调服
务工作，促进项目早投产、早达效，通过项目
建设做强企业、做大产业、做稳产业链、做优
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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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从秦巴山区到黄土高原，重点项目牵引促稳增长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张斌）秦巴山区，西
康高铁建设现场繁忙有序。
　　在陕西省柞水县境内，不久前，由中铁七
局施工的西康高铁营盘隧道出口、药王堂隧
道进口和红岩隧道进口，三座隧道开挖进尺
同日突破千米大关，施工进度不断提速。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包
海高铁通道和京昆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新建正线全长 170 余公里，其中桥隧总
长 161 余公里，占比达 94.41%。因这条高铁
全线 85％ 位于秦巴山区，地质条件复杂，施
工难度很大。
　　“为了确保隧道施工进度，我们项目部紧

密围绕施工目标任务，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加
强组织协调与资源配置，以标准化、智能化、
信息化、数字化的建设理念有序加快施工进
度。”中铁七局西康高铁 XKZQ-3 标项目指
挥长杨军强说。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康
高铁总设计师张睿陶说，2021 年以来，西康
高铁进入全面加速建设阶段，参建单位克服
重重困难，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上不断提
高施工进度，设计单位定期进行现场巡查、设
计回访，及时解决现场问题，一系列举措确保
高铁建设蹄疾步稳。
　　不仅是西康高铁，从秦巴山区到黄土高

原，陕西正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一批重
大交通项目，这为陕西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实现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强保障。
　　冬日的革命老区延安阳光明媚，西延
高铁施工正酣。位于延安市宝塔区和甘泉
县境内的西延高铁新延安隧道不久前顺利
贯通。“这条隧道的贯通标志着西延高铁全
线隧道掘进达到 50%，目前，我们组织了
200 余名施工人员，正在加快后续工程建
设，为高质量推进陕北革命老区高铁建设
助力。”西延高铁指挥部指挥长周卫民说。
　　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决策部署，以
重大项目建设促进经济运行稳定。陕西省

交通运输厅统计显示，2020 年以来，陕西先
后开工建设了西康高铁、西延高铁铜延段和
西十高铁陕西段，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开
工累计完成投资 207.7 亿元。2022 年 11 月
30 日，高铁西安东站、西延高铁西铜段、康渝
高铁陕西段同日开工建设，三个项目总投资
达 545.8 亿元。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按照“完善骨架、
强化周边”的思路，陕西正不断规划推进西安
至延安、西安经安康至重庆、西安至十堰、延
安经榆林至鄂尔多斯、绥德至太原等高速铁
路建设，新建里程将超过 1000 公里，总投资
约 2000 亿元。

金华：多举措助力企业

新年“开门稳、开门红”

  ▲ 1 月 3 日，工人在金华卓远实业有限公司的车间内打包一批出口的助力电
动自行车。这是一家专业从事助力电动自行车、电动滑板车、电机、铝合金车架及配
件的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外贸企业。新年伊始，浙江省金华市金义新区的众多
企业积极抓生产、保订单，金华市金义新区相关部门推出多条助企政策，助力企业
实现 2023 年新年“开门稳、开门红”。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