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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经济”富农家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在推进产业富民过程中，结合市场需求，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引导农

民发展特色花卉种植，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鲜花经济”，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图为11月1日，顾

客在邢台市南和区和阳镇一家花卉种植基地选购花卉。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 陈 婧

我国31省份前三季度经济

数据近日全部出炉。各地经济

总体保持恢复态势，经济结构

继续优化，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提供了坚实保障。

前三季度 10省份
GDP增速“跑赢”全国

数据显示，共有15个省份

GDP 总量超过 2 万亿元。其

中，广东GDP超过8.8万亿元，

稳居第一；江苏GDP超过8.4万

亿元，位居第二，同样进入“8万

亿元俱乐部”，江苏与广东之间

的总量差距缩小了不少；山东

GDP超过6万亿元，位居第三。

受“煤炭供应不足、汛情等

偶发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影

响，全国三季度经济增速有所

放缓。前三季度，我国GDP同

比增长 9.8%，两年平均增长

5.2%。据梳理，共有10个省份

前三季度同比增速超全国水

平，19个省份两年平均增速跑

赢全国。

其中，湖北省经济持续复

苏。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耀表示，

上年基数低，加之湖北加大基建

投资力度，大批项目集中开工，

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使得今年

前三季度湖北增速高达18.7%，

领跑全国。

湖北省统计局总统计师

叶福生表示，今年以来，湖北经

济全面稳定恢复快速增长，一

季度“高开高走”，二季度“半程

精彩”，三季度“加压企稳”，发

展韧性持续显现。

东部地区加快经济转型

海南前三季度GDP增速为

12.8%，位居第二。海南两年平

均增速6.8%，位居第一。

从前三季度GDP增速来看，

其余“十强”选手分别是：北京

10.7%、浙江10.6%、山西10.5%、

江西10.2%、安徽10.2%、江苏

10.2%、山东9.9%、重庆9.9%。

前三季度，海南消费、投资

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这与自贸港

建设等政策支持效应下服务业

发展较快有关。”中国银行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梁婧表示，前三季度

海南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81.3%，两年平均增长9.3%。

前三季度GDP增速排名第

三的北京，同期工业增加值增

速位居全国第一，达到38.7%，

两年平均增速为17.7%。梁婧

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医药、高技

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前三季度分别增长3.3、1.4、1.1

倍。虽然北京工业占比较低，

今年前三季度仅为13.8%，但其

较快增长对GDP增速发挥了重

要拉动作用。

增速“十强”中的江苏、浙

江，则是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前

三季度江苏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同比增长25%，占规模以上工业

的48.1%；浙江着力推动数字化

改革，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前

三季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长

24.2%，两年平均增长19.2%。

中部地区刷足“存在感”

中部地区中，除了湖北之

外，江西、山西等地表现较为突

出，刷了一波“存在感”。梁婧

指出，江西省消费、投资、出口

增速均居全国前列，这与近年

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

关，电子信息产业加快引进和

培育，在工业中占比提高到

17%，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

业较快增长。

山西的表现也可以说“煤

飞色舞”。分析认为，一方面，

山西作为煤炭资源大省，为“半

个中国”承担着煤炭保供重任，

需求上涨、价格上升，一定程度

上也带动了山西经济增长。前

三季度，山西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14.0%，位居全国前列。

另一方面，异军突起的外

贸表现，也是撑起山西亮眼经

济数据原因之一。前三季度，

山西进出口总额达 1703.4 亿

元，增长76.8%，增速同样位居

全国前列。

除了山西之外，云南、贵

州、江西、四川等地区出口两年

平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均在

20%以上，好于浙江、江苏、广

东等传统外贸大省。

梁婧认为，这一方面有近

年来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

转移、外贸总额基数低等因素

带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与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关，中西

部地区一般是农产品、原材料

资源丰富地区，原材料价格上

涨拉动了出口较快增长。

西部地区增速放缓

今年以来，西部多个省份

GDP增速普遍低于全国水平。

对比来看，去年前三季度GDP

同比增速排名前五位分别是西

藏、贵州、甘肃、云南和宁夏，这

五省份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速

均低于9.8%的全国增速。

重庆GDP两年平均增速高

于其他西部地区，成为西部地

区中今年前三季度增速唯一高

于全国GDP增速的地区。

陈耀表示，相对而言，西部

地区去年受到疫情冲击较小，

经济增速相对较高。受去年较

高基数影响，加之今年云南、宁

夏等地出现零星散发疫情，影

响供应链、产业链，对经济造成

一定影响，因此前三季度西部

经济增速普遍有所放缓。

前三季度GDP数据揭晓 多地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5个省份GDP总量超过2万亿元，10个省份前三季度同比增速超全国水平，

19个省份两年平均增速跑赢全国

本报讯 记者刘梦雨报道

近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开展环评单位和环评工

程师诚信档案专项整治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旨在

整治环评市场乱象，进一步规

范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以下简

称“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

从业行为、强化责任意识，维护

环评技术服务市场秩序。

《通知》明确，专项整治工

作自2021年11月起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对在环境影响评价

信用平台建立诚信档案的环

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进行排

查，严厉查处诚信档案造假和

环评工程师“挂靠”等违规行

为，全面清理不具备技术能力

的“空壳”环评单位，着力解决

诚信档案中存在的信息不真

实等突出问题，完善诚信体系

建设，筑牢责任溯源和追究机

制的基础，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确保环评制度公信力。

针对不具备环评技术能

力、诚信档案存在突出问题的

环评单位，《通知》明确，将在

信用平台提交的单位组织形

式、出资人和举办单位、设立

材料、住所等信息不真实、不

准确、不完整的；环评工程师

存在“挂靠”行为的；实际无环

评工程师的；分支机构违规建

立诚信档案的；在信用平台提

交的本单位联系方式不真实

的等5类行为作为整治重点。

针对“挂靠”环评工程师

和诚信档案存在突出问题的

环评工程师，将存在“挂靠”行

为的；未在信用平台提交参保

缴费记录、参保缴费单位和诚

信档案中的从业单位不一致

等全职情况材料不符合要求

的；在信用平台提交的本人联

系方式不真实的等3类行为作

为整治重点。

《通知》要求，要全面落实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做到责任

追究到位。对发现的违法违

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失信记

分和实施处理处罚，涉嫌犯罪

的，启动环境保护行政处罚与

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专项

整治期间，对存在从业异常情

况的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

要加大靶向监管力度。

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
诚信档案专项整治开展

广西柳州：螺蛳粉企业备战“双十一”
“双十一”即将来临，广西柳州市螺蛳粉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备

足货源，迎接即将到来的销售高峰。图为11月1日，广西一家螺蛳粉

生产企业的工人在车间内忙碌。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本报讯 11月1日上午，

户籍地为四川省的2岁儿童小

霖在重庆市南岸区公安分局

涂山派出所办理了居民身份

证。这是非重庆户籍居民在

重庆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

第一例。即日起，四川、贵州、

重庆这三个行政区域内的居

民，不管户籍在其中的哪个省

市，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不用

再赶回户籍地，在居住地就可

申领。

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

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公安部

统一部署，川渝黔是全国首次

申领居民身份证的第一批“跨

省通办”试点地区之一。为

此，川渝黔三地公安机关充分

发挥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化优

势，密切协作，通过试点“跨省

通办”，进一步推进公安户政

管理“放管服”改革，加速推进

户政服务便利化。

根据试点规定，四川、贵

州、重庆三地居民离开户籍地

到三地任一地区合法稳定就

业、就学、居住，均可向现居住

地公安机关申请领取居民身

份证，由现居住地公安机关受

理并采集申请人人像、指纹信

息，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进行

审核签发，现居住地公安机关

按已签发的制证信息完成居

民身份证制作并发放证件。

据介绍，年满16周岁的公

民，申请时需凭本人居民户口

簿和合法稳定就业、就学、居

住的其中一种证明材料，现场

确认其提交信息的准确性和

真实性，并签订书面承诺书；

未满16周岁的公民，需监护人

陪同申请，持监护人居民身份

证和居民户口簿（如未登记与

申请人亲属关系，则需提交申

请人出生医学证明、父母结婚

证等其他证明监护关系的材

料），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及合

法稳定就学、居住的其中一种

证明材料，现场确认其提交信

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并签订

书面承诺书，办证时须拍照留

存与监护人同框的图像信息。

与以往首次申办居民身

份证一样，首次“跨省通办”居

民身份证依然免费，申请人可

自愿申请通过邮递方式领取，

办理时限为自受理之日起的

15个工作日。 （周文冲）

川渝黔居民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
可“跨省通办”

严厉查处诚信档案造假和环评工程师
“挂靠”等违规行为

□ 樊中华

上海，繁华的南京东路上，

550平方米的“进博商品集市”

集合了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万款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

下简称“进博会”）同款商品，

今年5月以来新晋为“网红打

卡地”。

“我每次来南京东路必逛

这里，各国琳琅满目的好东西

摆在眼前，看一看也开心，买一

买也放心。”上海市民徐阿姨

说，“几届进博会后，感觉我们

老百姓和世界已经‘零距离接

触’了。”

用万国好物装点百姓生

活，只是进博会全球“大合唱”

溢出的一个小序曲。事实上，

以进博会为起点，每一个展品

背后，都可能“生长”出创新无

限的“商品链”。

全球知名水果供应商都

乐是连续 4 届参加进博会的

“老朋友”，今年更是带来了比

利时朱樱红啤梨、养慕鸡尾酒

番茄等“稀有品种”在进博会进

行首发。

“进博会极大地提升了都

乐的品牌公信力和知名度，为

我们带来大量的合作创新机

会。”都乐中国品牌总监王娜

说，随着中国开放步伐加快，借

力进博会，都乐扩充了国际产

品采购单，使稀有水果等新品

开发和进口的速度越来越

快。同时在进博平台上，我们

接触到了更多内陆新兴餐饮、

奶茶品牌等大型采购商，衍生

出了更为多元的合作渠道和创

新模式。

一颗咖啡豆能产生多大价

值？历届进博会上，来自全球的

咖啡豆是当之无愧的“明星商

品”。就在今年4月，上海国际

咖啡港在进博会常年展示交易

主平台虹桥品汇开港，已对接全

球咖啡全产业链贸易商、知名品

牌供应商等90余家企业入驻。

聚合的“商品链”由此演变

为“产业链”。虹桥品汇方面表

示，“十四五”末，国际咖啡港将形

成咖啡企业集聚最多、品牌覆盖

最广、产业链最全、贸易额最大的

咖啡交易平台，集人才港、贸易

港、生态港为一体。

不仅如此，作为“全球共享

的国际公共产品”，进博会让更

多参展商领悟并主动诠释着

“开放合作”的真谛。英国知名

药企阿斯利康透露，此次参展

的最大亮点即是其构建的医药

研发、创新孵化、全病程管理、

基层医疗、线上线下一体化医

疗五大生态圈，“将所有的合作

伙伴一起带上进博会”。

“第一届进博会我们侧重

展示产品，第二届就开始将与

合作伙伴一起打造的诊疗一体

化全病程管理模式进行呈现，

到第三届，更是借此平台与全

中国各地政府进行了大量签

约，共同打造政产学研医投生

态圈。”在阿斯利康全球执行

副总裁王磊看来，进博会带来

了密集而高效的合作机遇，使

阿斯利康得以成为生态圈的创

设者和主导者。

“当前中国的生物技术、人

工智能技术、数字医疗等已开

始引领全球，今后我们很多创

新都是要跟生态圈合作伙伴一

起完成的。”王磊解释说。

从“商品链”到“产业链”再

到“创新链”，“三链齐舞”使进

博会“磁力”日益增强。数据显

示，第四届进博会共有58个国

家和3个国际组织参加国家展，

来自 127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0家参展商亮相企业展，国

别、企业数均超过上届，其中聚

集了大量垂直产业。

上海工程科技大学教授、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

许传宏指出，随着全球一体化

加深，任何一场世界性展会的

背后，都有隐形的国际产业链

作为底层逻辑。“吸引国家、企

业积极参展的，实则是全球化

潮水流动的方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宁则进一步

指出，3年来，在逆全球化抬头

和疫情影响下，进博会一是促

进了中国有效需求端和国际生

产端的对接；二是助力充分发

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国际经

济发展的稳定作用；三是有助

于提振国际贸易的信心，维护

多边主义。

“大量国际生产企业在进

博会集聚，大量商品通过进博

会流动，对国际产能的流向和

结构起到一定引导作用。同时

也表明中国市场与高质量发展

对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具有重

要的‘稳定器’效用，进博会也

因此成为中国为国际经济健康

发展所提供的重要‘公共产

品’。”苏宁说。

“ 三链齐舞”构筑全球经贸“ 稳定器”
从“商品链”到“产业链”再到“创新链”，“三链齐舞”使进博会“磁力”日益增强。

第四届进博会参展国别、企业数均超过上届，其中聚集了大量垂直产业

山东拟设50亿元
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基金

本报讯 日前，山东省海洋局已与山东省财

金集团、中铁建发展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拟

设立规模50亿元的“山东省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基

金”，支持山东海水淡化项目、海水淡化产业链及

配套设备生产。

11月2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山东省海洋局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处处长

段建文介绍，山东省将建立海水淡化产业发展省

级协调机制，大力推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应用，加

强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完善海水淡化产业发展

政策措施。

山东省还将推进山东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

产业研究院建设，完善海水淡化科技研发、材料

生产、装备制造、技术应用全产业链条；将着力解

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加快高压泵、能量回收、反

渗透膜等海水淡化装备、材料的自主研发和产业

化示范；推动产业提升和技术创新，开展海水淡

化新工艺、新技术研发，为形成有竞争力的集成

技术和自主装备创造条件。

作为海洋新兴产业，经过多年的探索、发展

和实践，山东省海水淡化产业已初具规模。截至

目前，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41个，产能达45.09

万吨/日。 （邵 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