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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各地两会密集召开。
2023 年经济增速目标怎么定，
各地稳增长有哪些新举措，引
发广泛关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2023 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
转”。记者在地方两会上采访
发现，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各地着力促进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在投资、消费、出口、
创新驱动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
新举措。会场内外，信心在传
递，活力在涌动。

稳中求进 提振市场信心

　　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
2023 年，上海 GDP 预期增长
5.5% 以上。上海市两会上，不
少代表委员认为，这一个“跳一
跳”才能实现的目标，有利于在
发展中优化结构、化解风险。
　　 2023 年，广东预期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 5% 以上。在广东
省政协委员、广东亚太创新经
济研究院理事长李志坚看来，
这既考虑到广东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空间潜力，又考虑到了当
前外部环境和诸多现实条件。
　　黑龙江省 2023 年地区生
产总值预期增长 6% 左右。“新
的一年，我们面临的挑战依然
艰巨，在稳住市场主体、招商引
资等一些关键领域仍有较大提
升空间。”黑龙江省人大代表、
哈尔滨市宾县县长赵洪臣说。
　　 2023 年，重庆 GDP 预期
增长 6% 以上、争取实现更好的结果。“有利于释放积极信
号、提振市场信心。”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华森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游洪涛说。
　　湖南省 2023 年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 左
右。2023 年，陕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预期目标为
5.5% 左右。
　　陕西省人大代表、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李
西宁感到，2023 年的发展预期目标任务既符合实际，又
催人奋进。

稳中求进 内外需齐发力

　　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各地牢牢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扩内需、促消费、抓项目、强外贸……力争迈好第
一步，见到新气象。
　　国内市场消费潜力愈加显现。刚刚过去的元旦小长
假期间，外滩、豫园、南京路等上海知名商圈再次出现“大
排长龙”的现象，城市更新地标张园业态聚焦首发、首秀、
首店，人气不断走高。
　　“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3 年要把恢复和扩
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春节期间，张园还将进一步营造
节日商业游园氛围，激发消费新动能。”上海市人大代表、
上海静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时筠仑说。
　　广东省政协委员、广州市正佳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谢萌还建议，政企联动共同推动智慧商圈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打造多元智慧新场景，创新体验型购物新
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便捷、舒适、多元化的服务。
　　湖南提出，2023 年要力争实现进出口总额、实际利
用外资、实际到位内资“三个 10%”的增长目标。新年伊
始，位于长沙市高新区的威胜集团有限公司厂房内已开
足马力，生产一批批出口到欧洲和南美的智能电表。湖
南省人大代表、威胜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吕新伟说，
2023 年还将通过技术创新，以优质的产品不断扩大国内
和国际市场份额。
　　新的一年，各地都关注重大工程“挑大梁、担重任”。

“扩大投资，抓好重大项目，是扩内需、稳增长的有效举
措。”陕西省人大代表、陕西建工控股集团董事长张义光
说。陕西省提出，2023 年安排省级重点项目 640 个，年
度计划投资 4804 亿元，力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 左右。

真抓实干 把“规划图”变成“施工图”

　　各地两会上，“提振信心”是共同的关键词，代表委员
们表示，新的一年将继续狠抓落实，全力把“规划图”变成

“施工图”。
　　在各地的稳增长举措中，激发市场的内在活力是重要
一环。上海提出，狠抓助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开展清费
减负系列行动、中小企业质量提升帮扶行动等。“以政策的
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实实在在的政策表明政
府重振市场的决心，也给足了企业发展的信心。”上海市人
大代表、上海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柯丁说。
　　“民营企业乘势而上实现发展壮大，将成为黑龙江振
兴发展的‘加分器’。”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北大仓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隋熙凤建议，应在培育“小巨人”企业上加大
力度，建立“专精特新”种子企业库，鼓励中小企业加大研
发和投入技改力度。
　　重庆提出，高水平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等一系列创
新高地，重庆市人大代表、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从中看到了
机遇和挑战。学校将着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争取在打造高
能级创新平台、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
　　聚焦高质量发展，湖南省人大代表、株洲市市长陈恢
清将目光投向城乡统筹领域。“2023 年，我们要大力推
进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深化湘赣边区域合作，打造宜居智
慧韧性城市，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李西宁说，西安市将全力抓好重点项目建设、加强都
市圈合作等方面的工作，通过强力抓项目扩投资等措施，
为陕西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郭敬丹、周颖、刘芳洲、杨思琪、周闻韬、许祖华）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

全
力
推
动
经
济
运
行
整
体
好
转

从
地
方
两
会
看
稳
增
长
新
举
措

地 方 两 会 观 察

　　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近年
来，江苏省政务系统打通“数据壁垒”，构建数
字政府“四梁八柱”，通过数据“开放共享”服
务企业和群众，促进各地各部门数字化转型，
全力打造“数字化、智能化、一体化”现代数字
政府，为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了有
力支撑。

  打通“数据壁垒” 构建数字政府

“四梁八柱”

　　全面摸清 94 家省级部门系统和数据家
底，累计汇聚数据 853.4 亿条；建立省市一体
化数据目录体系，累计编制标准目录 13.9 万
类……这是江苏省政务办开展数据汇聚治理
交出的成绩单。
　　“数据壁垒”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堵点。江
苏省坚决打通数据共享“大动脉”，联通“数据
孤岛”，畅通“数据瓶颈”。据江苏省大数据管
理中心主任吴中东介绍，江苏开展数据汇聚
治理攻坚行动，初步实现数据资源一体化统
筹管理。
　　在东台市，记者看到只要扫一下营业执
照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各种信息。“20 个部
门的 63 个许可、确认、备案事项信息全部归
集在里面。”东台市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人
说，同时还打通了 6 个部门 9 个业务系统的

“数据壁垒”，通过填报身份证号码或者社会
信用代码，系统自动抓取电子证照，就可实现
81 个审批服务免证办理。
　　另外，江苏基本建成人口、法人、电子证
照、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社会信用等五大基
础数据库，上线省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并获得
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卫健委等 20 个部委
116 个接口代理，接收 265 万条回流数据。
　　这些数据的汇聚得益于江苏政务系统坚
实的云网基础设施。“‘一朵云’是我们政务服
务的基础支撑”，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副主
任陈俊说，现已初步形成“1 个省级主节点+
13 个市级主干节点”的政务云体系，支撑全
省 7900 余个非涉密政务系统上云运行。
　　江苏颁布《江苏省“十四五”数字政府建
设规划》，印发《省政府关于加快统筹推进数

字政府高质量建设的实施意见》，出台一系
列制度规范，基本形成数字政府规制和政
策体系。
　　 2022 年 10 月，江苏成立了全国第二
家数字政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围绕标准
研制、标准贯彻和标准服务，系统性、整体
性推进数字政府标准化工作，全面提升数
字政府规范化、一体化发展水平。
　　“苏服办”是江苏政务服务的“总门
户”。记者看到，企业、群众办事都非常方
便，可通过江苏政务服务网、“苏服办”
App、江苏 12345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看
各种信息。
　　江苏省政务办副主任李晓雷告诉记
者，“苏服办”移动端接入各级各类服务应
用达 3410 个，平均月活跃用户 4520 万，
逐步成为企业和群众掌上办事主渠道。江
苏政务服务网的“一网四端”体系，建有省
市县三级 160 个综合服务旗舰店，实现镇
村级站点全覆盖，注册用户达 1.43 亿。

  数据“共享开放” 政务服务便企

利民

　　网上递交材料，仅用两天就办好了店
铺招牌。这让南京市六合区个体工商户梁
琴很惊喜，“真没有想到这么快。”这源于六
合区“合心意”政务服务云平台。作为南京
首个区级政务服务平台，“合心意”对接汇
聚数据信息，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这是江苏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一个
缩影。江苏出台了全国首部促进政务服务
便利化的地方性法规，建立了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据江苏省政务办副主任赵明介
绍，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部门编制依申请
类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有 21 万项，其
中网上可办率达 94% ，长三角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专栏接入江苏的事项 68 项、
高频服务 26 个。
　　在连云港市，以前开办便利店需要 21
个工作日。通过打通省市监、省烟草、省新
闻出版 3 个省级业务系统以及第二类医
疗器械零售备案和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
2 个市县业务系统，实现一次办结，时限缩

减为最多 5 个工作日。
　　“一网统管”让社会治理效率大大提
升。南京市浦口区通过对城市运行数据实
时归集，设计城市生命体征及城市运行态
势指标 400 多项，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
及时发现城市运行管理过程中的堵点、难
点，先后荣获江苏省依法行政示范项目、南
京市社会治理创新典型案例等荣誉。
　　苏州市基本实现全市视频监控和物联
网监测点接入“一网统管”平台；南通市建
立“一网统管”事项闭环处理机制；盐城市
初步建成“城市驾驶舱”；泰州市完善数字
孪生城市空间底座……“一网统管”的体系
在全省已初步构建。
　　公共资源“不见面”交易是数字政府的
一个重要应用领域。近期，南通华荣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参与南京市建邺区一个地块工
程总承包项目的投标，企业负责人在南通
通过南京智能开标大厅远程答辩功能，顺
利完成了投标。“我们不用跑很远的路，操
作也很便捷，太方便了。”华荣公司负责招
投标工作的陈工说。
　　有事就打 12345。在全国率先建成省
市县一体化联动服务的江苏 12345 热线，
2022 年接处群众诉求达 3995.6 万件，成
为企业群众与党委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
同时，江苏省政务办依托 12345 政务热线
还创新打造“热线百科”平台，“目前平台已
汇聚省市县三级、6926 家党政部门精心
制作的 6.8 万条政务信息、13.3 万对热点
政策问答。”江苏省政务办副主任张旻说。

  “数字政府”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江

苏新实践

　　“江苏正在全面构建数字转型新格
局。”江苏省政务办党组书记、主任徐光辉
说，“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
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
支撑。”
　　据介绍，江苏把数字政府建设作为助
推数字经济、引领数字社会、营造数字生态
的先手棋，聚焦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全面

推动各领域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国式现代
化江苏新实践。
　　 2022 年 12 月 13 日，泰兴市政银合
作“苏服办”便民服务点正式揭牌，全市企
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等 4 个领
域 13 个事项的服务，可依托 92 家基层银
行网点办理。通过深化“政银合作”，江苏打
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已覆盖
省内工农中建交五大行 4623 个网点，并
同步输出至长三角区域 7546 个网点，着
力打造 15 分钟政务服务圈。
　　省级政府部门、设区市政府数字化转
型工作正全面快速有序展开。江苏人社一
体化平台网上办事服务大厅实现 30 个高
频事项“跨省通办”，截至 2022 年底，平台
办件量达 8065 万件；制造业领域通过“智
改数转”，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不断实
现新突破；借助数字技术融合应用，数字城
乡建设也取得实质性成果；数字化治理模
式创新，进一步提升了社会治理水平；生态
环保数字化转型，为助力美丽江苏建设做
出新贡献……
　　高效的政务服务为中国式现代化江苏
新实践提供了重要支撑。一年来，江苏先后
出台“苏政 40 条”“苏政办 22 条”，持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积极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审批“一件事”改革，“拿地即开工”“交地即
发证”“竣工即交付”等一批创新做法在江
苏落地。
　　 2022 年 12 月，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做好“苏企通”平台惠企政策直达
工作的通知》，建立政策直达服务机制，加
大惠企政策落地落实力度。“苏企通”在省
级有关部门、13 个设区市、113 个县（市、
区）及园区三级贯通应用，梳理上线“苏政
40 条”“苏政办 22 条”等政策服务事项
3417 项，归集惠企政策 1.7 万余条，推送
政策 3691 条，推送企业 8.2 亿次。
　　徐光辉说，江苏全力打造“数字化、智
能化、一体化”现代数字政府，以优质高效
便利的政务环境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进一步提升企业和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本报记者沈汝发）

“数字政府”如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
江 苏 政 务“数 字 政 府”建 设 观 察

　　一年之计看开局。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记者深入沈
阳市经济发展一线走访看到，隆冬时节，户外
滴水成冰，室内热气腾腾，经济“热度”渐行
渐升。
　　开足马力，车间内一片忙碌———
　　沈阳市铁西区，特变电工沈变公司格外
繁忙。总装车间内，工人与自动吊装设备紧
密配合，将梯形硅钢板整齐码放，装配铁芯。
长逾 200 米的车间通道上，渐次标注着产品
即将发往的目的地：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
尼……
　　厂区北部约 1 公里，公司聚焦“卡脖子”
领域投资建设的特高压套管研发生产制造基
地内，一面供暖，一面施工，车流不息。两个
月后，这一项目即将投产。
　　这家有着 80 余年历史的“老字号”企
业，其研发生产的大容量变压器屡屡打破国
际垄断。从金沙江下游的白鹤滩水电站到雅
砻江两河口大型水光互补电站，一系列国家
重点工程均装配有沈变研发生产的变压器。
　　“特高压设备是继高铁后，又一张‘国家

名片’。”公司工会主席肖峰说，目前，车间
排产饱满，春节期间也做好了倒班安排。

“我们在和时间较劲。”
　　在沈阳，一批“老字号”聚焦“卡脖子”
领域冲锋，擦亮了“老品牌”。
　　沈变公司东侧约三公里，有着“国家砝
码”之称的沈鼓集团，在 2022 年底签订了
8 套 11 万空分压缩机组订单。面对大单，
车间开启加速模式，工人两班倒，关键设备
24 小时不停。
　　从 10 万空分，到 10.5 万空分，再到
11 万空分，每一小步都刷新着关键设备国
产化纪录。过去一年，沈鼓集团预计利税
同比翻倍，订货同比增长超过 30%。
　　沈阳市政府工作报告公布数据显示，
2022 年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均
同比增长 4% 左右。预计增速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
　　蓄势未来，新项目接二连三———
　　沈北新区，总投资 100 亿元的中宏新
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经过持
续不断的冬季施工，抢在 2022 年底实现

一期投产。预碳化车间内，灯火通明，窑炉
轰鸣。
　　浑南区，科技城项目施工工地仍在加
班加点推进，货运车辆往来不停，建成的厂
房内，身着棉衣的工人进行着设备安装与
调试……
　　总投资 102 亿元的华晨宝马全新动
力电池项目、总投资 100 亿元亿纬锂能储
能与动力电池项目、总投资 200 亿元 IC
装备产业园（机器人产业园）项目……记者
走进沈阳市发展改革委，2023 年储备的
30 个百亿元项目在国民经济综合处负责
人孔红平的案头一字排开。
　　“2022 年，沈阳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
长 7% 左右，这是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
的背景下实现的。”孔红平说，从目前储备
项目看，今年势头会更好。
　　抢抓机遇，改革招商快马加鞭———
　　有了好项目，更要有好服务。
　　在沈阳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刘晓
虹带着相关处室负责人研究如何进一步打
通数据壁垒，让“只提交一次材料”改革扩

容、扩面。
　　“只提交一次材料”改革，是继“一网通
办”“最多跑一次”改革后，聚焦审批环节优
化营商环境的又一举措。
　　刘晓虹说，这一改革不是办一件事“只
提交一次材料”，而是通过数据共享，实现
只要提供过类似材料，未来办理任何事项
都不需要重复提供。
　　在区县，招商引资工作也是马不停蹄。
1 月 3 日，新年第一天上班，浑南区委书记
闫占峰上午进行招商誓师，下午便到达北
京，7 日中午赶回沈阳，8 日便有企业上门
考察。
　　多位区县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是忙
招商、忙引资，像陀螺一样，一刻不停，加油
干，形成加速度。
　　去年年末以来，沈阳经济势头明显好
转。新年伊始，回升势头逐步加快。农历
小年当天，商场里人头攒动，能明显感受到
恢复了昔日的热闹与繁华。
          (记者徐扬、汪伟)
       新华社沈阳 1 月 15 日电

沈阳生产建设一线见闻：车间忙，订单增，势头涨

　　（上接 1 版）2022 年 11 月，由于干旱退
水，上百头江豚被困在鄱阳湖松门山水域的
一个水坑中，渔政部门、水生生物专家和江
豚救护队一起，前后用了 20 多天才转移完被
困江豚。
　　“我们转移时小心翼翼，把江豚当婴儿
一样，生怕它们受到一点伤害。”占柏山笑着
说，如今看到江豚在这片水域栖息，感觉这
次“江豚大转移”太有意义了。
　　一路十来公里的航程，记者先后看到 30
多头次江豚跃出水面。
　　“长江和鄱阳湖禁渔后，鱼虾多了，江豚
也多了。当地县乡组建了江豚巡查救护队
伍，对浅水区域、洼地、水域岸线进行日常巡
护。”同船的都昌县渔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段
仙龙说，如今巡湖经常能看到江豚，有时甚
至能看到十几头江豚在一起嬉戏。
　　占柏山曾是一名渔民，长江和鄱阳湖禁
渔后，他成为一名专职江豚救护员。他给记
者展示了一段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巡湖视频，
只见他们的船在湖中行驶，一头小江豚一路
追逐嬉戏。“这个场景太美了！”
　　夕阳西下，巡护船返程，湖面波光粼粼。
占柏山站在船头，背心上的“江豚救护”四个
大字格外醒目。
　　    （记者李兴文、郭强、陈毓珊）
       新华社南昌 1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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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快速发展。2022 年，首次突破 2000 亿元关口，达到 2009.5 亿元，增长 36.8%。       新华社记者蒲晓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