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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前三
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增速较今年上半年加快 0.2 个
百分点；制造业投资持续增长，7
月份以来增速逐渐加快……近日发
布的一系列数据，传递出工业稳健
恢复的势头。

值得关注的是，对GDP贡献较
高的机械、装备等工业重点行业持
续向好，夯实了工业恢复发展的基
础。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要以重点行业为突破，进一步
推动工业经济转方式、调结构、增
动能，巩固企稳向好势头。

在赛力斯汽车智慧工厂，生产
线上机械臂不断伸缩旋转，一台台
自动配送机器人往来穿梭，激光焊
接高速运转……

赛力斯汽车董事长张兴海说，
今年以来企业经营有序开展，新品
陆续上市，销量持续提升。企业生
产的AITO问界新M7自9月12日上
市以来，累计订单已超过 6 万台。

“我们正在加速产能提升，严格品控
管理，加强供应链保障，全力以赴
保障新车的高质量交付。”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分别完成 631.3 万辆和 627.8 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 33.7%、37.5%，

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
汽车产业供需向好是工业稳健

发展的一个缩影。工业和信息化部
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41个工业
大类行业中有27个行业增加值同比
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前三
季度增加值同比增长6%，拉动规模
以上工业增长1.9个百分点。

“工业企稳回升，重点行业的拉
动作用非常大。”工业和信息化部运
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说，国家出
台一系列稳经济政策，工业和信息
化部也联合相关部门，对产业链
长、关联度高的汽车、原材料等十
个工业重点行业分别推出稳增长举
措。通过政策合力，坚持供需发
力，支撑工业稳增长。

在政策助推和产业各界的努力
下，主要行业运行总体平稳——

原材料制造业前三季度增加值
同比增长6.5%，增速较上半年加快
1.3个百分点。化工、有色金属行业
需求改善。9 月份，电气机械、化
工、电子和汽车四个行业对整体工
业增长贡献接近六成。

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持续增
长，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
增长 11.3%。重点领域投资增势向
好，释放出稳工业大盘，稳创新活

力的信号。
数字技术与重点行业深度融

合，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在中建三局壹品汉芯公馆项目

数字建造中心，工作人员正进行数
字设计及合模工作。数字建造中心
负责人粟剑波告诉记者，该企业自
主研发智能建造一体化平台，打通
从设计、生产到施工的数据，实现
预制构件有序供应、项目高效建造。

在鲁南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关
键设备及工艺上部署 600 多个传感
器，用于精准采集水泥生产过程中
的数据。应用浪潮云洲扁鹊设备健
康管理系统，配合水泥数字孪生仿
真系统，实现生产效率提高5%，设
备故障率降低50%。

今年以来，企业改造升级需求
不断释放。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
示，目前已建设近万家数字化车间
和智能工厂。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
联网平台达到 50 家，连接设备近
9000万台套。

浪潮云洲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董事长肖雪认为，不论是推动工业
稳增长，还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数
字技术的作用愈发重要。“我们要坚
持以数据要素为驱动，构建涵盖工
业分布式云和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新

型工业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

努力挖掘新增长点，持续积蓄
工业发展势能。

近日，OPPO 发布全新一代折
叠屏旗舰手机 Find N3，在 5.8mm
的机身中集成了 7.8 英寸镜面钻石
屏、全新一代精工拟椎铰链等技
术 。“ 折 叠 屏 是 产 业 和 市 场 的 导
向，企业要不断用好产品和新体验
去拓展市场。”OPPO首席产品官刘
作虎说。

面对竞争激烈的手机市场，厂
商在折叠屏等领域不断挖掘，努力
开拓。1至9月，我国手机产量10.9
亿台，其中9月同比增长11.8%。从
新型显示到智能硬件，电子信息制
造业不断培育新增长点。

“工业经济虽面临需求不足等
困难，但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稳
固。”陶青说，要抓住经济恢复关键
期和产业转型窗口期，在扩大需
求、增强动能、守住底线上下更
大功夫。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速
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
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
推动构建新增长引擎，拓展发展
空间，为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提供有力支撑。

重点行业稳步向好 巩固工业恢复势头

10月22日，模特在民族时装
“村秀”重阳特别专场活动中表演。

10月 22日，海南省五指山
市举行民族时装“村秀”重阳特别
专场活动，迎接重阳节的到来。

新华社 发

民族时装“村秀”

迎重阳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3 日电 记
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23日上午7时
39分，2023年我国第1000亿件快件产
生，比2022年达到千亿件提前39天，
彰显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强劲动力。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持
续快速发展，自3月起，单月快递量
超百亿件，月均业务收入超 900 亿
元，创历史新高。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快递管
理处处长杨飞说，这些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供需两方面的共同发力。在
需求侧，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
优势，消费市场不断复苏，宏观经济

向好的态势极大释放行业的发展动
能，有效带动行业规模的持续扩
张。在供给侧，行业城乡发展更加
均衡，区域差异有所缩小，设施建设
更加完善。通过“快递进村”工程的
实施，快递企业在农村地区加大投
入、完善网络，消费品下乡进村、农产
品出村进城的渠道更加畅通。在提高
国内运输、分拣整体效能的同时，行业
还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持续
完善境外枢纽、海外仓布局。

邮政快递业一头连着生产，一
头连着消费，具有联系千家万户、连接
千城百业、连通线上线下的显著特点，

是经济发展与消费活力的“晴雨表”，
在促进消费、服务乡村振兴、服务制造
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数
据管理处副处长许良锋表示，基于
快递大数据平台分析，行业运行处
于高位发展态势。随着行业基础设
施布局日趋完善，以及数字化、自动
化技术不断推广应用，中西部地区
快递业务量持续增长。时效方面也
有提升，三天内的妥投率明显提
高。从数据来看，农村方向的双向
流动速度加快，更多农产品通过快
递销往全国各地。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39天达千亿件

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23 日
电 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政府日前
发布通告称 ， 经 研 究 决 定 自
2023年10月23日起，在廊坊市
全域范围内解除机动车尾号限
行措施。秦皇岛市人民政府日
前也发布通告称，从10月23日
起暂停限号。这意味着河北省
仅剩的两个限号城市，此次全
部“解限”。

根据此前政策，河北省石家
庄、唐山、邯郸、廊坊、邢台、
保定、衡水等多个地市实行限
号、限行或曾经实行限号、限
行 措 施 。 如 河 北 省 会 石 家 庄
市，因大气污染防治、机动车
保有量猛增等相关原因，2014
年在市区范围内就实行过机动
车单、双号限行。

相关部门负责人受访时表
示，近一个阶段群众在地方政
务平台呼吁“希望取消限号”
的建议和意见较多，相关地方
党委政府在深入调研和征求意
见后，根据城市道路交通形势
和交通管理能力，为方便群众
出行，决定暂停实施机动车尾
号限行措施。

此外，相关通报中称，限号
重新启动时间，会根据情况提前
发布通告。

河北所有地市取消

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