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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航 线 、新 产 线 、新 大 单 、新 首 飞

天津两天四新事折射中国经济新活力
　　最近，中国北方经济重镇天津，在短短两
天内接连发生了四件新事——— 新航线的开通、
新产线的建设、新大单的签订、新首飞的完成。
　　这四件新事分别反映着中国在对外贸易、
吸引外资、工业制造、创新驱动等方面取得的
新进展，而综合来看，也正折射出中国经济整
体回暖复苏的确定性，展现中国经济新活力。
　　本月 6 日早上 8 时，“现代哥本哈根”轮
缓缓靠泊在天津港码头，开始了繁忙作业。这
艘载箱量达 24000 箱以上的超大船型集装
箱货轮当日晚上从这里出发，沿着“海上丝绸
之路”，最终延伸靠泊至欧洲主要港口。
　　这意味着，一条连接中国与欧洲的超大
船型集装箱货轮新航线正式开通。新航线由
12 艘超大船型集装箱货轮执运，每周一班，
将中国制造的机电设备等商品出口送至欧
洲，将欧洲生产的商品运回中国。
　　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9.89
万亿元人民币，累计增速由今年前 2 个月同比
微降 0.8% 转为同比增长 4.8%。这又一次为疲
弱的世界经济贸易带来了“中国活力”。
　　 3 月底，世界银行发布报告，将 2023 年
中国经济增速上调至 5.1% ，高于 1 月份预
测的 4.3%。世行行长马尔帕斯日前表示，得

益于中国经济前景的改善，世行还将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 2% ，高于 1 月
份预测的 1.7%。
　　世贸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预测，2023 年全
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 1.7%，高于去年 10 月预
测的 1%。世贸组织表示，中国是其上调 2023
年全球贸易增速预期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条新航线由全球排名前十的韩国韩新
海运运营。韩新海运（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柱明表示，选择在天津港开通新航线，不仅
因为京津冀地区有成熟的产业和广阔的市
场，中国经济复苏助力全球经济回暖也给企
业带来了信心。
　　同时发生在 4 月 6 日的经济事件，还有新
生产线建设和新出口大单的协议签署。
　　空中客车当日签署协议在天津建设第二条生
产线，以拓展 A320 系列飞机的总装能力。
　　空客天津飞机交付中心总经理施伦普表
示，由于中国经济正在强劲复苏，中国民航市
场的春天正在来临。
　　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今年 2 月，国内
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分别同比增长
36.1% 和 756%。空客预测，未来 20 年，中国
航空运输量年均增长率将达 5.3%，显著高于

3.6% 的世界平均水平。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向好，中国吸收外
资的综合竞争优势持续增强。1-2 月，中
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684.4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6.1%。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吸收外资在高基数
上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展现出了强大韧性。
　　新的出口大订单来自国际海运需求。
中国船舶集团与法国达飞海运集团签订协
议，建造 2 型 16 艘超大型集装箱船，金额
达 210 多亿元人民币。
　　在这个创下了中国造船业一次性签约
集装箱船金额新纪录的订单中，6 艘载箱
量达 15000 箱的甲醇双燃料动力大型集
装箱船，由中船（天津）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建造，占所订船舶数量的近 40%。
　　该型船以绿色甲醇作为主要燃料，可
实现全航程净零排放，能满足全球最严格
排放要求，显示了中国强大的船舶制造综
合能力。这也是天津造船企业首次建造该
类型船舶。
　　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的全部工业
门类，在 5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20
多种产量居全球第一。

　　中船天津目前的船舶订单生产计划已
排至 2026 年。企业有关负责人说：“订单将
整个产业链企业都带动起来了。”
　　 4 月 7 日，天津滨海新区。中航工业全
新研制并在天津生产的四吨级先进双发多
用途直升机 AC332，成功完成全状态首次飞
行这个“新首飞”，并与用户签订了 24 架采
购协议和意向协议。
　　这款直升机被命名为“吉祥鸟”，意味着

“好运”，将满足高原地区的通航运输、搜索救
援和医疗救护的迫切需求。
　　总设计师李生伟表示，AC332 在使用性
能和成本上与国外同级别先进直升机相当，
在海拔 4500 米、标准大气+25 ℃的起降条
件下，能够实现飞行高度 6000 米、航程 600
千米和商载 600 千克的卓越目标。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2022 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
费投入规模实现七连增，达 3.09 万亿元，稳
居世界第二。
　　 AC332 成功完成全状态首飞，是中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又一个新成果。
    （记者梁姊、王井怀、宋瑞、张宇琪）
            新华社天津电

　　春意渐浓，雪域高原生机
勃勃。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苗
木补种栽种，西藏最大光伏发
电电力保供项目投产发电……
高原上，一幅建设国家生态文
明高地、推进绿色发展的美丽
画卷徐徐展开。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
征程，我们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
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西藏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正抢抓机遇和时间，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全
国两会精神落到实处，扎实推
进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化、
低碳化提供高原动力。
　　呵护“地球第三极”———
　　天气转暖，拉萨南北山绿
化工程开启新一轮建设热潮。
承载着“五年增绿山川，十年
绿满拉萨”的美好愿景，无数
建设者扛起铁锹上山造林。西
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局
长胡志广介绍，2022 年该工
程完成营造林面积 14 万亩，
苗木成活率达 85% 以上，今
年的主要任务是松土除虫、补
栽补种、绿化养护等，确保整
体绿化效果。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持续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重大工程。绿色，是西藏高
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拉萨南北
山绿化工程是探索创新拉萨高
原山地绿化模式的示范工程，既
需要职能部门科学规划，更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胡志广说。
　　全国两会闭幕后，全国人
大代表、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
院教授拉琼步履不停，组织科
研团队对西藏雅尼国家湿地公
园开展基础数据的收集、传输
和利用等工作，掌握湿地的动
态变化规律，为西藏湿地保护
提供科学依据。
　　拉琼表示，青藏高原生态保
护与修复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需要不断加强科学研究。

“我和团队将积极开展青藏高原
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生态学、青藏
高原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与保护
两方面的研究，强化生态环境治
理科技支撑。”拉琼说。
　　聚焦“生态产业化”———
　　走进山南市桑日县葡萄种
植园，记者看到一派繁忙景象：
村民们正忙着栽苗、填土、浇
水，复种葡萄秧苗。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
展。我们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一地
生租金、股金、现金、佣金等‘四金’，同时发展光伏产
业，在提高农牧民收入的同时，也保护环境和防止水
土流失。”桑日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张勇介绍，桑日县
将以葡萄产业为抓手，把产业发展融入生态种植、生
态旅游等多元生态产业体系。
　　清明刚过，在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旁的林芝镇立
定村，以打造“旅游度假村”为主题的干群交流会正
在召开。“如何释放土地潜力？如何建设规划？如何实
现人畜分离？”林芝市巴宜区副区长杨帆带领国土、
环保、城建、乡村振兴等部门负责人，与村民代表热
烈讨论着。
　　据介绍，广东援藏工作队计划投入 4000 万元，
按“藏族风情古镇”模式将立定村打造成高品质旅游
村镇，让群众吃上“生态饭”。
　　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在海拔约 4500 米的那曲市色尼区甘丹康桑
村，占地 2200 亩、25000 多块整齐排列的太阳能光
伏组件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耀眼。这是目前西
藏最大的光伏发电电力保供项目，建设规模“12 万
千瓦光伏+12 万千瓦时储能”，设计年平均发电量
2.47 亿千瓦时。
　　“这是西藏海拔 4500 米以上光伏+储能能源
保供的先行先试者。”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西藏分公司项目负责人姜佳保介绍，该项目全容
量投运后，每年节约标煤 7.63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21.96 万吨，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西藏宁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蒋宁介绍，目前
该集团正在利用数据中心打造西部地区大型的低成
本超算中心。“今年在数据中心的基础上，我们将构
建‘云+行业’业务生态，扩展相关行业，助力西藏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展高原生态旅游、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做大做
强高原数字产业……今年，西藏将继续坚定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高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努力在做大产业规模、打造高原区域品
牌、延长产业链上下功夫，让绿色低碳产业支撑高质
量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
      （记者林建杨、陈尚才、田金文、聂毅）
                新华社拉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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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龙 江 开 行 首 趟 国 产
品牌商品汽车中欧班列

  ▲ 4 月 1 6 日，在哈尔滨国际集装箱中心站，国产品牌商品汽车中欧班
列等待发车。当日，在哈尔滨国际集装箱中心站，黑龙江省开行的首趟国产
品牌商品汽车中欧班列发车。该趟班列共载有 165 台出口的国产品牌商品
汽车。                   新华社记者张涛摄

　　新华社杭州 4 月 16 日电（记者屈凌燕）记
者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一季度，浙江
全省 2868 家商品交易市场共实现交易总额
5421.01 亿元，同比增长 5.01%，总体呈现“开局
回暖、活力强劲”的消费场景。
　　“这段时间来的国外新客户多，老客户在微
信、邮件里下单，也比往年要多一些。”义乌国际
商贸城二区从事对讲机销售的经营户王国田一
边整理手头的订单，一边随便扒拉几口午饭。据
王国田介绍，今年三月份还新增了不少从事内

销生意的客户，新开工建设的工地项目采购
方、新开业的零售商到义乌进货铺货。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一季度成交额为
518.8 亿元，同比增长 5.89%；开市以来日
均客流量超 20 万人次。
　　随着一系列稳市场稳经济稳主体政策
落地见效，浙江省商品交易市场信心提振效
果显著，客流商流物流全面复苏。数据显示，
一季度，浙江 502 家工业消费品市场共实现
成交总额 2076.31 亿元，同比增长 8.04%。

其中服装鞋帽市场增长幅度较大，一季度成交
总额 132.04 亿元，同比增长 16.44%。针纺织
品市场随物流复苏领涨优势明显，一季度成交
总额达 822.52 亿元，同比增长 15.31%。
　　浙江农副产品市场也呈现快速回升态势。
一季度，2038 家农副产品市场共实现交易总额
1420.60 亿元，同比增长 7.5%。春茶正值上市，
茶叶市场交易上涨，实现交易总额 33.43 亿元，
同比增长 3.71%，其中安吉中国白茶城就实现
交易额约 0.35 亿元，较上年度上升 163.2%。

浙江：商品交易市场客流攀升交易回暖

　　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
管建涛、强勇、闫睿）在老工
业基地黑龙江，一批“国之重
器”企业开足马力进行数字
化转型，不断迸发由制造向

“智造”转变的“新智慧”。
　　记者日前走进一重集团

（黑龙江）专项装备科技有限
公司厂区，映入眼帘的是专
项产品加工、装配场景，繁忙
的 加 工 现 场 却 难 见 一 线
工人。
　　“针对专项产品加工，车
间搭建了机床+机器手臂组
成柔性加工单元，越来越智
能。”公司工段长李岩说。
　　工信部等部门日前公布
2022 年度智能制造优秀场
景，一重集团（黑龙江）专项
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
协同作业”入选。在智能化改
造 后 ，公 司 加 工 效 率 提 升
30% ，产品不良品率降低
10% ，整体产能提升 10% ，
经济效益明显改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
工 业 化 ，加 快 建 设 制 造 强
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
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黑龙江拥有丰
富的数字应用场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需求，
近年来正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数智化”
转型。
　　去年 11 月，由哈电集团牵头发起创建
的发电装备智能制造创新中心通过认定，成
为黑龙江首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哈电集
团等 17 家骨干企业进一步形成合力，引领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提速。
　　自动清洗、自动物流、AGV 自动导引运
输车……在哈电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机座加工自动生产线的应用让操作人员
数量较以往减少了 80%，工件加工圆度提高
350%，同轴度提高 400%。
　 作为国内最大的特种电机制造企业，
2022 年这家公司被评为黑龙江省智能工厂，
其冲槽、机座、端盖、转轴、绕组等主要工序均
实现了智能化，可满足更多用户个性化的定
制需求。
　　老工业基地插上了数字化翅膀。截至目
前，黑龙江共认定省级数字化（智能）示范车
间 225 个，一批“国之重器”企业通过加快数
字化转型，进一步筑牢工业经济的“四梁八
柱”。
　　近日，大庆油田采油九厂龙虎泡采油作
业区生产指挥中心一台电脑发出报警，值班
员佟丽丽点开数字化物联设备在线监测及故
障诊断运维平台，发现注采一班油井压力变
送器出现异常。她立即联系作业区运维人员
前往处置，20 多分钟后，故障处理完毕，设备
恢复了正常运行。
　　“以前只能通过人工巡检发现设备故障，
现在设备运行状态在平台一目了然。”佟丽丽
说。越来越多的石油人正享受“数字红利”。目
前大庆油田累计完成逾 5 万口油水井数字
化改造，大型站场数字化建设覆盖率 90% 以
上，数字油田建设已初具规模。
　　今年 1 月 5 日，由黑龙江省商务厅、省
工信厅牵头，联动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
研究院、重点企业共同组成的“数字经济产业
联盟”正式成立，老工业基地各个领域的数字
化转型迎来全面提速。
　　黑龙江省工信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未来，

“数字经济产业联盟”将在“数字龙江”建设上
提供产学研用全方位解决方案，在 N 个重点
领域打造赋能平台，带动更多产业领域向数
字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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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长春 4 月 16 日电（记者王晓林）
近年来，吉林省内银行机构用足用好支小再
贷款政策工具，借助金融科技持续提升普惠
小微企业服务质效，并着力强化对“专精特
新”企业的精准支持力度，普惠金融领域持续
呈现“量增、面扩、价降”发展态势，成为助力
实体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

政策工具用足用好

　　支小再贷款是人民银行引导商业银行为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低成本融资的一项政
策工具。近年来，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组织吉
林省内银行机构发挥这一贷款的总量、结构双
重调节作用，持续支持小微企业。
　　长春恒盛汽车涂装有限公司是一家
2019 年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市级“专精
特新”企业，随着订单的增多，公司采购原材
料面临资金缺口。吉林银行收到企业的融资
需求后靠前服务，在发放 500 万元信用贷
款的同时，提供 4.35% 的再贷款优惠利率，
有效降低融资成本。“企业原来的贷款利率
都在 5% 以上，这次从申请到放款只用了 5
天，非常解渴。”恒盛汽车涂装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贵臣说。
　　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
理处处长丁树成介绍，今年一季度吉林全
省累计投放支小再贷款 74.85 亿元，同比
增长 162.5% ，惠及 5487 户小微企业。

服务质效不断提升

　　吉林省益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一家
医疗器械经销商，与公立医院签有长期供
货协议。今年 3 月，企业在完成订单时突
发短期资金周转困难，公司总经理袁立夫
一时犯了难。
　　听合作伙伴说如今在线上就可以申请
贷款，袁立夫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下载了吉
林银行手机客户端，提出申请后不到 4 天
就发放了 48 万元的信用贷款。“很方便，
解了燃眉之急。”袁立夫说。
　　方便快捷的背后是金融服务创新的支
撑。吉林银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邹德龙介
绍，结合大数据风控、人工智能、数据量化
分析等技术，为小微企业提供线上数字化
金融服务，服务面更广，信贷审批平均时间
缩短了 80%。

精准支持“专精特新”

　　吉林省金沙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从事全自动数控生产线研发、生产、服
务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年初由于客户回
款滞后，流动资金突然紧张。中国建设银行
在获知企业资金需求并综合分析企业信用
信息后，很快为其办理 500 万元的信用贷
款。“这样的大额无抵押贷款对于我们轻资
产的科技型企业来说非常适用。”金沙数控
公司副总经理菅强说。
　　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公司部副总
经理霍日辉表示，针对“专精特新”、科创类
企业抵押品少的融资痛点和堵点，建设银行
将企业科技水平纳入评价体系，提供信用贷
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服务，将企业的“软
实力”打造成融资的“硬通货”。
　　企业需求与银行服务的精准对接离不
开相关部门的帮助。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在指导各银行创新信贷服务的同时，与吉林
省工信厅建立“专精特新”企业“名单+信息
档案”推送机制，为银行全方位了解企业经
营情况、做好信贷决策提供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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