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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入海，涛头弄潮。岁末年初
行走在之江大地上，“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精神信念，
正持续转化为争分夺秒干事创业的
不竭动能。

过去一年，浙江在“八八战略”
指引下，统筹推进三个“一号工程”，
大力实施“十项重大工程”，打好高质
量发展组合拳。

一秒钟的科技之光，一天内的精
彩定格，一年里的奋进答卷，时间铭
刻奋进者的足迹。“此时不拼，更待何
时！”浙江全省上下正凝聚拼的豪气、
闯的勇气、进的锐气，努力为中国式
现代化贡献浙江力量。

一秒钟的科技之光

1 飞秒，1 秒钟的 1000 万亿分之
一。位于嘉兴市南湖区的浙江赛思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时钟芯
片，能将抖动指标的精度能控制在
100飞秒。

“时钟芯片是电力、生产、交通等
领域电子系统的‘心脏’，其核心技
术指标抖动指标数值越小，说明输出
的时钟信号质量越好。”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我们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
力，科技发展主动权必须要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里。”

“分秒”为刻度单位，记录着浙江
科技创新驱动打造新质生产力、推进
新型工业化的坚实步伐。

在台州温岭市的爱仕达金属炊具
未来工厂，机器人自动完成抛光等工
序，接近每1秒就有一口锅“出炉”，
每天6万多口锅从这座滨海小城卖向
全球；全国最大的冲锋衣生产基地
——三门县，平均每秒就有2.5件冲锋
衣“走”下生产线；领克汽车余姚工

厂500多台焊接机器人上下翻飞，大
约每80秒就有一台整车下线……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业体
系智能化转型，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
展，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趋势的必然选择。” 浙江省发展规划
研究院副院长兰建平说。

2023年，浙江以实施数字经济创
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为牵引，启
动实施“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
工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高新技术
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实现快
速增长，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
盖率达75%以上。

一天内的精彩定格

2023 年 9 月 23 日，秋分之夜，
世界的目光聚焦杭州，数字火炬手
点燃杭州亚运会主火炬成为经典，
在观众脑海中定格。这难忘的一天
背后，凝聚8年筹备的努力。利用举
办杭州亚运会的契机，浙江统筹推
进各项民生保障举措，百姓获得感
愈加强烈。

杭州市上塘街道蔡马大运河幸福
家园，由废弃停车场改造而成的嵌入
式体育场成为居民悠闲娱乐好去处；
温州桃花岛体育休闲公园，民间足球
赛频频上演精彩对决；宁波、绍兴、
金华等地的亚运会办赛场馆，纷纷成
为百姓打卡健身新选择……

盛会落幕，民生保障工作步履
不停。

1个县级农村物流共配中心、16个
乡镇综合服务站、70个村级“共富驿
站”和 104个农村物流服务点，让地
处浙西南山区的松阳县实现快递单日
达、生鲜农产品单日发；“巡回医疗
车”“云诊疗”等方式，让偏远山区海

岛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当日便捷就医。
岁末年初，随着连接“世界超

市”义乌和全球年货物吞吐量第一大
港宁波舟山港的甬金铁路、“智慧高
速”杭绍甬高速杭绍段等多个交通项
目迎来建成通车，“一天内”的旅程愈
加通畅。

长三角地区枢纽车站之一杭州东
站，候车大厅摩肩接踵，临近春
运，这里一天发送旅客超过 18 万人
次。“我期待着2024年杭温高铁开通
后，沿线群众的出行更方便。”旅客
沈宏说。

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每个平凡
日子汇聚成时代洪流。20年来，浙江
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每年
突出抓好十个方面实事。2024年，浙
江将实施中小学校“示范食堂”建设
行动，全年目标完成1000家以上；新
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450个、4200
栋；完成幸福河湖农村水系整治2000
公里以上……随着一项项目标提出，
民生保障愈加温暖有力。

一年里的奋进答卷

2024年伊始，浙江各地催征奋进
的鼓声已经敲响：元旦后第一个工作
日，温州聚焦人才和科技创新，提出
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先行试点城
市”并出台实施方案；衢州将“新年
第一会”放在智造新城，意在持续兴
起“大抓工业、大抓项目”热潮；金
华召开的2024年“开门红”攻坚大会
上，与会者除了市直有关部门单位主
要负责人，还有 100位企业、个体工
商户、商会和协会代表……

2023年初，浙江提出更大力度实
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
程”，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

程”和“地瓜经济”提升能级“一号
开放工程”，推动创新、改革、开放取
得新的实质性突破。

一年来，一组数据成为浙江实干
争先的生动注脚：制定实施“民营经
济32条”政策，全省市场经营主体达
1034万户、增长9.6%；制造业外资占
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达40%以上……各
项改革举措落地，不断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优化环境。

瞄准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收入差距的主攻方向，浙江在推进共
同富裕先行示范上蹄疾步稳，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通过深化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乡村振
兴未来可期。

“村里兴办了强村公司，在帮助农
民致富增收的同时，也助力村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台州市路桥区蓬街镇新
红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邦福
算了算，去年一年，该村集体经济收
入已超过128万元。

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要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新时代的
硬道理，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开
局就要奔跑、起步就要跃进，强力
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
升，新年有新气象、新作为、新跃
升，以浙江的“稳”“进”“立”为全
国大局多作贡献。

「来源：新华社杭州1月21日电」

■ 编后

以科技创新塑造浙江发展新优
势，浙江把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摆到
更加突出的位置，企业科技创新主
体地位日益强化，科技成果加快落
地转化，越来越多实体制造业拥抱先
进适用技术。

此时不拼 更待何时
——时间刻度里的“实干浙江”

1月19日，合肥市举行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领域项目融资专场对接会。会
上，22个长三角一体化融资项目进行
推介，主要包括产业园基础设施、产
业协同、公共服务及城市更新四大
类，其中两个项目与银行共达成60亿
元资金融资协议。

两大项目 签约融资60亿元

对接会现场，合肥新桥智新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经开
区支行签约，安徽中安创谷科技园
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
行签约。

“我们中安创谷科技园三期项目
这次融资 28 亿元，资金将全部用于
三期项目的工程建设，项目去年 2
月开工，计划 2025 年 12 月完工。”
安徽中安创谷科技园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陈联镇说。中安创谷科技园三
期项目位于科大硅谷产业核心区，

占地面积 249 亩。该项目以人工智
能、电子信息、大健康、空天信息
等新兴产业为核心，打造国际科创
社区，未来可容纳 7000 人在园区创
新创业。

会上，力成药业、清电光伏、长
信新能源等多家企业介绍项目情况及
融资需求。

“我们这次的融资需求是3亿元股
权融资和6亿元债权融资，主要用于
力成药业高端吸入制剂及复杂制剂研
发与生产基地项目。今年 1 月，厂
房、研发用房和办公用房已全部封
顶，预计今年8月交付。2024年进行
中试生产，2026年商业化销售。”合
肥力成药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徐明
乾说。据介绍，该项目位于肥西经
开区，总投资约 35 亿元，总用地面
积不少于200亩，是合肥市的重点招
商引资项目。

2022年9月，力成药业有限公司
总部落户肥西经开区，准备在合肥实

现新跨越。谈及在长三角众多城市中
选择合肥的原因，徐明乾坦言，“合肥
营商环境好，产业布局优，对医药产
业也特别重视，所以我们决定到合肥
来投资兴业。”

64个重大项目推进

“这次对接会，主要是为合肥市企
业和金融机构搭建一个对接平台，一
些有资金需求的企业梳理好融资项
目，和金融机构充分交流，助力项目
快速落地。”合肥市发改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阚伟说。

“2023年，合肥市推进61个长三
角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总投资2089.87
亿元。”阚伟介绍。

重点工程、重大项目，是稳投资
的“压舱石”，也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
快速发展的“加速器”。新年伊始，合
肥多个长三角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奋
战全年经济“开门红”。

在肥东县，合肥上海产业园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正如火如荼，计划年内
主体工程完工。

备受关注的合肥新桥国际机场S1
线，也正加速建设。建成后将为出行
提供极大便利，支撑合肥都市圈更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

而在合肥经开区，新桥智能制造
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即将动工。

据介绍，2024年，合肥市计划推
进64个长三角重大项目建设，总投资
1753.96亿元。

「来源：1月22日《合肥晚报》」

■ 编后

重大项目的迅速开工建设，离
不开金融资源的支持，要持续以政
策 性 金 融 支 持 重 大 项 目 建 设 为 抓
手，引导政策性金融聚焦支持扩大
有效益的投资，服务好经济高质量
发展。

金融赋能长三角重大项目提速
合肥2024年64个相关项目蓄势待发

全国首个“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获批创建，首
艘国产大型邮轮实现商业运营，全国首单液化天然气
跨境人民币结算交易顺利完成……记者23日从上海
市两会获悉，过去一年，上海“五个中心”链接

“内与外”，能级巩固提升，服务全国发展大局的能
力不断增强。

国际经济中心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根据上海市政
府工作报告，2023年，上海全市生产总值达到4.72万
亿元；当年上海有58个10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开工
建设，C919国产大型客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实现商
业运营。

国际金融中心开放度进一步提升：2023年上海持
牌金融机构新增47家，总数达到1771家，30年期国债
期货、航运指数期货、氧化铝期货、科创50ETF期权
等一批新产品上市交易，全市存款、贷款余额分别突
破20万亿元和11万亿元。

国际贸易中心链接全球能力不断加强：全国性大
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上线运行，全国首单液化天
然气跨境人民币结算交易顺利完成。

国际航运中心枢纽地位日益巩固：2023 年上海
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915.8万标箱，连续14年排名世
界第一。

国际科创中心策源功能加快凸显：上海光源二期
等项目开工建设，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4万家，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到
1.6万亿元。

2024年，上海将进一步加快“五个中心”建设：
率先开展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着
力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跨境互联合作，提升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服务功能；着眼于人员跨境往来
便利化，加快建设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大力发
展高端航运服务业，探索海事仲裁模式创新，积极培
育邮轮经济产业链；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聚焦
前沿交叉领域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研究。

「来源：新华社上海1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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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2日从江苏省农业农村
厅、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
到，第七批江苏省传统村落名单近
日出炉，新增52个省级传统村落。
截至目前，江苏先后认定公布了省
级传统村落七批共554个。从地区
分布看，苏南272个，占比近半；苏
中152个；苏北130个。苏州、扬州、
南京三市拥有的省级传统村落数
量位居全省前列。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相关部
门多次组织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
建筑组群摸底调查，特别是对镇
村布局规划中“特色保护类”“集
聚提升类”村庄进行全面排查，
摸清全省传统村落底数，将具有
一定历史遗存、传统特色、鲜明
地域文化的村落列入建议名单，
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同意，认定为
江苏省传统村落，实施挂牌保护。

传统村落在历史长河中形成
独特风貌，承载着历史文化信息。
传统村落依托自然，融入自然；生
息于斯的村民，是传统村落文化的
传承者、守护者。业内人士呼吁，
尊重传统村落自然文化节律，特别
是规划者、设计者、文旅从业者，要
尊重村落的历史、文化和习俗。

“传统村落保护，要置身于乡
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既要塑村容
村貌之‘形’，也要铸农耕文明之

‘魂’，不断注入新时代精神。”江苏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相关部门将持续做好保护名
录动态更新，扎实推进省级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建设，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持续强
化乡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来源：新华社南京1月22日电」

江苏省级传统村落达554个

1月23日，在王江泾镇一水产养殖公司加工点内，工作人员把腌制好
的青鱼拿到晒场进行晾晒。

从1月初开始，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的水产养殖户迎来新年
丰收季，每天捕捞的青鱼有数十万斤，捕捞季将一直持续到春节。王江泾镇
地处杭嘉湖平原，水域资源丰富，素有“中国青鱼之乡”美称。近年来，王江
泾镇依托特色青鱼养殖产业，积极拓展产业链，建立了现代渔业特色产业园
区，青鱼产业已逐渐成为当地的富民产业。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1 月 23 日，在南京客运段高铁车
队，高铁乘务员 （右侧） 给空中乘务
员展示服务礼仪操。

当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
公司南京客运段与中国东方航空江苏
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开展交流活动。
南京客运段“紫金号”标杆乘务班组
与穆慧妹空中服务创新工作室的空中
乘务员切磋技艺，相互学习，以期用
更高的水平服务即将到来的春运。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切磋技艺迎春运

浙江省省长王浩在1月23日开
幕的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表示，
今年将进一步精准落实惠企政策，为
经营主体减负2500亿元以上。

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
年优化政策包和要素保障清单，安
排省级财政资金1023.6亿元，支持
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坚持政府
过紧日子，严肃财经纪律，严控一
般性支出，大幅压减论坛、展会、节
庆等活动，把更多财力用在帮企
业、促发展、惠民生上。

据了解，去年浙江省政府坚持
集中财力办大事，安排省级财政资
金1006.8亿元，推动政策直达快享、
应享尽享，支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浙江省财政厅的报告显示，去
年全省落实税费支持政策，落实好
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70多项税收
优惠政策，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
为 经 营 主 体 减 税 、免 税 、退 税
1931.43亿元。

「来源：新华社杭州1月24日电」

浙江今年要为经营主体
减负超25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