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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滚滚长江东逝水，源源不断创新潮。

在长江沿岸的重庆、安徽、江苏等省市，正

以高水平创新、可持续创新为发力点，推

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
创新高地活水来

区域资讯

回 升 趋 稳 向 好
——从半年报看西南五省份经济发展新动能

推 进 西 部 大 开 发 形 成 新 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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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大美阿坝阿坝 生态家园生态家园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长江、

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

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当地实施天然林和集体公益林管护、巩固

退耕还林成果、草原禁牧等一系列生态保

护工程。同时，阿坝州积极推进生态产业

发展，区域内居民依托生态文化旅游业，生

活不断得到改善。2019年，阿坝州接待海

内外游客 3157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27.58亿元。图为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内

的“五花海”。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四川首次对143个开发区进行评价
本报讯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

前首次对四川143个开发区进行评价，其中

29个优秀开发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能吸引到

420万美元外资，产生9800万美元进出口

额。开发区模式正推动四川经济加速与世

界接轨，经济日趋活跃。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邢涛

介绍，四川共有143个开发区，其中国家级开

发区22个。按照发展实效、创新发展、协调

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6个

方面28项可量化指标和加分项进行评价，结

果显示开发区正在成为四川改革开放排头

兵、区域经济增长极和现代产业集聚区，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承载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据了解，2019年，四川省143个开发区

以约占全省3‰的国土面积，引进到位国内

省外资金总量6381亿元、实现进出口总额

852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总额39.6亿美元，

贡献了四川全省约80%的进出口额、70%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40%的利用外资额和

30%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谢 佼）

贵州“六网会战”完成投资过半
本报讯 2020年贵州基础设施“六网会

战”计划完成投资2200亿元，1月～7月共完成

投资1176.6亿元，占全年目标任务的53.5%。

其中，路网方面完成投资790.53亿元，

安六铁路进入联调联试，瓮马铁路通过静态

验收，贵南铁路加快建设。水网方面完成投

资143.81亿元，新开工骨干水源工程25个，

黔中水利枢纽建成投运，并向贵阳市供水。

电网方面完成投资51.77亿元，地下管

网方面完成投资55.79亿元，油气网方面完

成投资59.7亿元。

互联网方面完成投资75亿元，腾讯数据

中心项目一期工程建成，累计建成5G基站

10,513个，实现5G“县县通”。

贵州省发改委副主任安银基介绍，贵州

省发改委通过金融机构、省直有关部门共收

集到较为成熟的基础设施“六网会战”项目

261 个，总投资 5477.98 亿元、融资需求

3290.53亿元。 （蒋 成 周宣妮）

西藏上半年GDP增速居全国首位
本报讯 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日前

召开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综合

处处长王平介绍，上半年，西藏全区生产总

值838.38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全中国

6.7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一位。固定资产

投资也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增速居全国第二

位。工业生产较快恢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首次实现正增长，增速居全国第五位。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政府新闻

发言人旦增伦珠表示，总体来看，上半年，随

着全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

力度的不断加大，各项政策措施效果逐步显

现，全区经济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人民生活秩序渐趋正常，工业、消费、投

资等领域降幅收窄或正向增长，经济运行呈

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发展韧性和活

力进一步彰显。

据统计，西藏全区城镇上半年新增就业

2.3万人，完成年初目标任务的57.5%，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农牧民转移就

业46.1万人，同比增长38.9%，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 76.8%；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

消零。 （赵 延 谢 牧）

□ 潘德鑫 胡 旭

上半年，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西藏西南五省份经济增速均实

现了正增长，经济发展呈现出“回

升、趋稳、向好”的良好态势。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五省份

在千方百计抓“六稳”促“六保”的

同时，立足自身优势，既稳住了基

本盘，又增强了经济发展的韧性与

活力。

回升：主要指标“V”形
反弹实现正增长

“二季度产值较一季度增长

56%，上半年同比增长14%。”翻开

上半年成绩单，贵州省水城经开区

铝产业联合党委书记黄厚涛长舒

了一口气。疫情暴发之初，他曾因

库存高企、资金链紧张彻夜难眠，

现在“不仅挺过来了，总体情况比

年初预期的还要好”。

黄厚涛半年来经历的起落是

五省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进

入二季度，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

和一系列对冲疫情影响的政策措

施效果逐步显现，企业加快恢复生

产经营，五省份的主要经济指标也

出现了“V”形反弹。

上半年，重庆、四川、云南、贵

州、西藏的GDP均实现了正增长，

增速分别为 0.8%、0.6%、0.5%、

1.5%、5.1%，较一季度都有明显回

升，其中西藏继续领跑全国。各地

的固定资产投资、用电量、工业增

加值等支撑性指标呈现出可喜的

回升态势。

四川省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2.5%，较一季度

回升3.4个百分点。长虹多媒体绵

阳制造分部部长吴洪福介绍，公司

每天可以按用户需求生产 6个不

同型号的电视机1600台，订单已

排到几个月之后。

贵州省统计局副局长彭龙认

为，进入二季度以来，贵州主要指

标持续增长或降幅收窄，经济加快

恢复，这些都为下半年经济持续回

升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进一步恢复

和稳定运行奠定了基础。

趋稳：千方百计抓“六稳”
促“六保”

为帮企业渡过难关，重庆市

永川区从 4 月份起，分十批选派

了1000名机关干部进驻企业，尤

其是中小企业，进行“四帮一体

验”活动。“四帮”即机关干部帮

企业做好疫情防控、解决困难问

题、落实优惠政策和完善发展思

路，“一体验”则是指机关干部体

验企业发展艰辛，查找自身服务

差距。

疫情发生后，重庆引夙电子

有限公司订单锐减，生产经营困

难，一度计划裁员。在派驻干部帮

助下，其成功与永川区一家公司达

成合作意向，市场订单得到保障，

不仅没裁员还补招了员工，预计全

年产值有望比去年增加50%。

上半年，为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五省

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例如，贵州出台实施

258 条惠企政策，帮助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降低营业成本 12.3%；

四川金融机构为受疫情影响的

38.4 万户企业、商户提供续贷、

展期、降息和流动资金等融资支

持达5851亿元。

为稳定和促进就业，贵州开

发城镇、乡村公益性岗位超过 10

万个，组织 23家国企开展高校毕

业生专场网络招聘活动；云南支持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为自由市

场、摊点群等预留经营网点；四川

出台措施扩大基层项目招募规模、

加大机关事业单位招录（聘）力度、

扩大就业见习规模。

向好：育新机开新局
激发新动力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成都鼎

桥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围绕“行业

与 5G 智能融合”发布了系列 5G

新品，上半年营业收入实现较快

增长。该公司于 6 月发布的 5G

音视频记录仪产品是业界首款

“中国芯”记录仪，也是业内首次

同获 G-MARK、金点设计奖和

中国设计红星奖三项大奖的记

录仪产品。

“疫情冲击之下，基于新型基

础设施的应用与服务展现出了巨

大发展潜力。高新区的新经济企

业把握这一趋势，迅速推出创新应

用和产品，实现了逆势增长。”成都

高新区经济运行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上半年，高新区规模以上互联

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企业营收增长23.8%，直接拉

动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11.1个百

分点，贡献率达345.5%。

类似“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的例子并不少见。

在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贵州，贵安富士康生产的华为手

机累计出货量突破1亿台，互联网

和相关服务营业收入增长93.5%，

全省实现5G“县县通”，贵阳·贵安

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腾讯数据中

心一期工程建成，苹果 iCloud 数

据中心、华为云数据中心主体工程

基本完工。

“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

出不穷，大数据成为市场主体增

长最快的领域。”贵州省大数据

发展管理局局长马宁宇说，贵州

省将抢抓“后疫情时代”发展机

遇，深化大数据融合应用，在工

业智能化改造、农业产销智慧对

接、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数据融合新业态、壮大大数据龙

头企业、强化数字化治理等方面

取得突破。

□ 马国芳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

击，西南五省份交出的答卷再次

印证了西部大开发的意义。5 月

份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的指导意见》再次提出，新时代

继续做好西部大开发工作，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

过 去 的 20 年 来 ，西 部 12 省

（区、市）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提

高了约 3.6 个百分点，农村贫困发

生率下降到 1.1%，累计实施退耕

还林还草 1.37 亿亩……一系列历

史性成就充分说明，西部大开发

战略实施的 20 年，较好地扭转了

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

趋势，并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奠定比较坚实基础。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可以说是推动西部大开

发的升级版和增强版。未来，西

部大开发要写好大开发文章，坚

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

高 质 量 发 展 。 西 部 地 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水 平 与 沿 海 地 区 相 比 还

有不小差距，是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和难点。西

部 地 区 各 省 区 市 必 须 立 足 省 域

实际 、发挥比较优势，围绕新发

展理念打造西部发展新引擎，推

动西部地区产业现代化、制度与

治理现代化，探索高质量发展的

西部路径。

写好大开放文章，以共建“一

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

度。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离不开促

进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

的大开放。积极参与和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为西部地区发展创

造了历史性机遇。西部地区既要

立足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

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国内

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内循环；也要

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拓展国

际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促 进 中 国 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国 际 经 济 循 环 ，努 力 构 建 国 内

国 际 双 循 环 相 互 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

写好大保护文章，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加大美丽西部建设力度，筑

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部地区

是我国主要的生态功能区，也是

生态极为脆弱的区域。新时代推

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必须

加快推进西部地区绿色发展，坚

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

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建设要求，

保障好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安全，

保护好冰川、湿地等生态资源，为

国家生态安全和中华民族可持续

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写好大安全文章，统筹发展

与安全两件大事，更好发挥西部

地 区 国 家 安 全 屏 障 作 用 。 西 部

地区维护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 、

国 家 安 全 任 务 较 为 繁 重 。 新 时

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围绕群众普遍关心的民生诉

求，加快补齐社会民生领域短板；

必 须 巩 固 和 发 展 平 等 团 结 互 助

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

发展。

短板就是潜力，机遇就是动

能，谋改革就是谋发展，促开放

就是促共赢 。 新 一 轮 西 部 大 开

发 顶 层 设 计 已 经 出 台 ，努 力 实

现 不 同 类 型 地 区 互 补 发 展 、东

西 双 向 开 放 协 同 并 进 、民 族 边

疆 地 区 繁 荣 安 全 稳 固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才 能 更 好 推 动 西

部 地 区 与 全 国 一 道 全 面 建 成 小

康社会，为实现中国梦贡献更多

西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