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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空间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广州新开工项目聚焦“制造业立市”
本报讯 记者皮泽红报道 近日，广

东省广州市举办2024年一季度重大项

目开工活动，共计开工319个项目，总投

资超3200亿元。其中，产业建设项目

158个，总投资1969亿元；基础设施项

目73个，总投资225亿元；社会民生项

目50个，总投资284亿元；城市更新项

目38个，总投资734亿元。

新开工项目聚焦“产业第一，制造业

立市”。一季度广州市共开工158个产

业项目，总投资1969亿元。其中，总投

资20亿元以上项目32个，合计总投资超

1330亿元。各区均有一批代表性重大产

业项目开工。其中包括广州颠覆性技术

创新产业园、珠江钢琴文化科技产业大

楼等科技创新平台项目，飞宏激光及等

离子体智能制造、敏实汽车零部件及半

导体未来工厂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项目，

粤港合作高端制造产业港、万力轮胎三

期、狮岭时尚智造产业园、恒创动力电池

梯次利用项目等先进制造业项目，趣丸

科技全球总部等总部经济项目。

上海自贸试验区塑造参与国际竞争新动能
本报讯 记者缪晓琴报道 近日，上

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总体方案》落实情况，将用3年时间率先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规划范围内构建与

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

系和监管模式，提高参与国际规则构建

的整体能力。

《方案》提出，在金融领域支持境外

电子支付机构持牌经营、鼓励金融机构

开展跨境资产管理等，推动上海金融市

场和产品面向国际的服务水平再上新

台阶；在电信领域提供移动号码携号转

网服务，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进一步

完善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服务体系。

《方案》提出，保税维修货物允许转

为内销、进口葡萄酒和蒸馏酒可免于标

示商标或商品名的中文译文等信息、简

化特定品类进口货物检疫措施等。

《方案》还提出规范和促进数据跨境

流动、促进数字技术应用，建设国际开源

促进机构、加大公共数据开放范围和力

度、参与数字经济、加强数字包容性国际

合作促进数据开放共享等。此外，《方

案》提出优化升级上海市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平台功能，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全链

条保护；明确政府采购措施的适用范围、

构建规范透明、科学严密的政府采购管

理体系，进一步保障各类企业平等参与

政府采购的权利；对接“边境后”规则，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

强化环境保护，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

的发展环境。

金华重大制造业项目总投资603.5亿元
本报讯 张益晓 记者沈贞海报道

“签约项目将为推动十条重点产业链协

同发展、提质增效，加快建设具有金华

特色的高能级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强

大助力。”2月19日，浙江省金华市召开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十条重点产业

链推进大会，37个重大制造业项目集中

签约，总投资603.5亿元，涉及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等领

域，其中50亿元以上项目两个。

2023年以来，金华市“链”上发力，

全力培育打造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

件、智能光伏及新型储能、电动工具、纺

织服装、生物医药及植入性医疗器械、

磁性材料、集成电路及信创、电子化学品、

工业机床、机器人等10条重点产业链。

2023年，该市新招引落地10亿元

以上制造业项目 73个。在新招引的

154个1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中，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135个、占比87.6%。

其中，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新材料等

重点培育发展的产业项目105个、占比

77.8%，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主导产

业培育初见成效，产业链强链补链持续

推进。

会上，聚焦国际陆港枢纽、浙中科

创走廊、十大重点产业链“港、廊、链”经

济主战场，金华推出政策“大礼包”，制

定《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政策》，配套出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的政策意见》及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举

措，在智能制造、“专精特新”、企业创新

等重点领域加大支持力度，并对政策兑

现方式进行优化。42%的政策条款可以

通过“免报即兑”的方式拨付到企业，今

年预计安排资金支持总额272.65亿元。

黑河自贸试验区对外贸易再创新高
本报讯 记者袁小峰报道 2023年，

黑龙江省黑河自贸片区对外贸易进出口

总值完成244.82亿元，实现增幅58.7%，

进出口总值高于黑龙江省46.4个百分

点，占黑河市进出口总值的93%以上，

连续4年对外贸易保持高速增长。

全区有业绩的民营企业进出口总

值占全区总额的80%以上，其中贸易额

超亿元企业18家，超5亿元企业5家。

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谷物、中草药进口

和纸类、酒类饮料、纺织品及服装出口

均实现高位增长。大豆进口同比增长

111.2%，占全市50%以上；工程机械出

口同比增长91.2%，占全市总数的80%

以上。跨境电商产业园区交易额同比

增长23.05％；直播基地交易额同比增

长11％。

保税物流强势发展，黑河保税物流

中心（B型）完成进出口额12.4亿元，同

比增长14.8%，在全国84个同类型保税

物流中心出口贸易额排名第十三位，东

北三省第一位。哈尔滨—黑河—叶卡

捷琳堡国际邮路常态化运营，全年共发

运邮车 770台次，转运国际邮件总包

23.74万袋。黑龙江省首家互市贸易进

口落地加工企业投产运营。跨境人民

币结算量超68亿元，占跨境本外币结算

量的91.52%，占比黑龙江省排名第一。

福安全力推动船舶产业电推化转型升级
本报讯 今年元旦节前夕，国内首

艘满足沿海小船规范的纯电动渔业辅

助船在福建省福安市开工建造，该船动

力系统采用纯电动推进方式，标志着福

安市迈出电动船舶先行先试的里程碑

步伐。

福安市制定《福安市推动电动船舶发

展若干措施》《福安市赛江海上装备产业

高质量绿色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为电推

化转型提供政策保障；委托武汉长江船舶

设计院编制《“电动福安”船舶发展专项

规划》，为产业发展提供顶层设计蓝图。

福安市编制实施《福安市开展12米

以下近港作业新能源船舶规范化先

行先试工作方案（2023年—2025年）》，

首创聚乙烯电池动力、压铸铝合金电

池动力、双绿色电池动力、铝合金型材

新能源动力养殖渔船技术参考指南等

技术参考指南；着力破解新能源新材

料小型电动渔业船舶审图和检验工作

难点，与中国船级社福州分社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破解了新能源新材料小

型渔业辅助船舶纳入规范登记检验管

理等问题。 （王文恒）

肥西县域电商产业发展迅速
本报讯 管思琪 记者张海帝报道

近年来，安徽省肥西县商务局深耕电商

直播、社区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领域，

全县电商产业发展迅速。

2023年，肥西县实现网上零售额

104.66亿元、同比增长12.5%；全县23家

限上电商企业，全年实现零售额32.6亿

元，同比增长55.6%；全县重点电商企业

累计开展直播活动12000场次以上，直

播销售额达5.2亿元，占企业全年销售额

比例达20%。2021年至2023年，肥西

连续3年获评“安徽省农村电商示范县”。

本报讯 记者鲍筱兰报道 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新春第一会”，

正式发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

施体检评估报告（2023 年度）》。

2月20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

委会会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

划研究中心、沪苏浙两省一市自然

资源部门，组织召开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全

生命周期管理研讨会。

体检评估报告认为，示范区揭

牌成立以来，“两省一市”严格落实

示范区总规要求，国土空间保护开

发格局持续优化，区域一体化空间

治理水平显著提升，统一编制、联合

报批、共同实施的规划管理体制基

本构建成型，有力支撑了示范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是“跨域一体、区域协同”的

“1+1+N+X”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

本构建成型，跨区域空间协同治理

机制取得新突破。在示范区总规指

导下，先行启动区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和交通、生态、水利、产业、文旅等

8个重点专项规划、水乡客厅等重点

区域详细规划先后编制完成并批准

实施，实现了示范区总规的精准纵

向传导。

二是严守生态和安全底线，自

然资源本底保护呈现新态势。划定

了66.54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规划实

施中进行严格保护，守牢底线；确定

了76.6万亩耕地保有量，2022年现

状耕地规模比保护目标净增9万余

亩，与2020年相比净增2.66万亩。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

护得到有效落实，持续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实现耕地面积和质量的

逐年稳步提升。

三是有效保障了重大项目落

地，国土空间格局展现新风貌。

全面推进“一河三湖”等重点生态

工程，太浦河共保联治先行工程、

淀山湖堤防达标及岸线生态修复

工程扎实推进，元荡生态修复及

功能提升工程基本实现全线贯

通，跨域一体的生态格局进一步

锚固。加快构建立体化、多层次

轨道交通网络，沪苏湖铁路、沪苏

嘉城际、轨道交通 17号线西延伸

等工程加快建设，“轨道上的示范

区”加速形成。

四是加快促进生态优势转

化，绿色创新发展迈上新台阶。

示范区建立“双碳”工作体系，加

快推进水乡客厅近零碳社区、方

厅水院超低能耗等项目建设，推

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

型。同时，强化风景链接，串联湖

荡聚落，以优越的生态和风景资

源吸引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最具

活力的“创新场”和孵化器加速形

成。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占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提 升 至

3.81%，单位建设用地地区生产总

值提升了 19.6%。示范区跨省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揭牌成立，

国家级“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

用先导区加快部署，青浦西岑科

创中心、嘉善祥符荡创新中心等

平台加速落地，华为青浦研发中

心、嘉善东方科脉、吴江英诺赛科

等一批牵引性产业项目正在加快

建设，成为生态绿色发展样板。

五是全面推动空间功能优化

配置，一体化空间协同稳步提升。

示范区推进高品质公共服务共享，

长三角（上海）智慧互联网医院、苏

州大学未来校区、复旦大学附属妇

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

浦分院、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

院、曲水善湾美丽乡村、沉香共同

富裕聚落等公共服务项目已投入

使用。截至 2022 年底，已发布三

批共建共享公共服务清单，涉及

45项便民惠民政策。加强城乡风

貌管控，建立了重点区域总规划

师制度，保护自然景观格局，塑

造“江南韵、小镇味、现代风”的新

江南水乡风貌，持续增进群众获

得感。

内蒙古把高质量发展美景铺展在祖国正北方
本报讯 记者于水报道“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保障国家能源和粮食安全能力显

著增强”“各盟市比学赶超、竞相发

展”……2023年是内蒙古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鄂尔多斯锚定构筑能源、现代

煤化工、新能源装备制造、羊绒四个

世界级产业，让‘暖业’竞争力成为高

质量发展的最强支撑。”内蒙古自治

区人大代表，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

市长杜汇良在内蒙古自治区2024

年两会上表示。鄂尔多斯“风光氢

储车”五大产业链已破题成势，一大

批国家级现代煤化工项目在鄂尔多

斯引领升级示范，鄂尔多斯正在由

“中国绒都”向“世界绒都”迈进。

包头正在建设全国最大的稀土

新材料基地和全球领先的稀土应用

基地。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包钢

首席技术专家崔建国表示，“两个稀

土基地建设”的基础在于资源优势，

他和他的团队经过6年实现了稀土、

氟、磷、钍等资源综合回收，放射性废

渣减少了90%以上，尾气和废水全部实

现资源化利用，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

稀土冶炼分离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呼伦湖是内蒙古面积最大、具有

较强生态功能的重点湖泊，也是我国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10年来，呼伦贝尔市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围绕

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领域，组织实

施59个项目，累计投入资金超50亿

元，呼伦湖水位与水面面积稳中有

升，干涸15年的新开湖重新开始注

水。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呼伦贝

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及永乾表示，“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他们将综合施策

守护呼伦贝尔的碧水蓝天。

本报讯 记者王心武报道 近日，

外汇局海南省分局印发《国家外汇

管理局海南省分局关于印发扩大跨

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配套实

施细则的通知》，扩大实施跨境贸易

投资高水平开放政策试点，便利更

多经营主体合规办理跨境贸易投资

业务。

此次试点政策共8项。其中，

经常项目政策措施5项，包括便利

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支持新型

国际贸易结算、扩大贸易收支轧差

净额结算范围、特殊退汇免登记、优

化服务贸易代垫或分摊业务管理等；

资本项目政策措施3项，包括外商投

资企业境内再投资免登记、融资租

赁母子公司共享外债额度、部分资本

项目外汇登记可由银行直接办理等。

此次试点政策的亮点是“两扩

一增”。一是试点区域扩围，在洋浦

经济开发区高水平开放政策落地的

经验基础上，将前期有试点成效的

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扩围至海南省

全辖，进一步惠及更多海南自贸港

企业，积极响应经营主体政策需

求。二是经常项目试点银行条件有

所放宽，对审慎合规银行近3年外

汇业务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的要求

是原则上均在B（含）以上且至少两

年为B+（含）以上，较之前优质企业

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政策的要

求有所降低，进一步扩大了审慎合

规银行的范围。三是资本项目高水

平试点政策新增了融资租赁母子公

司共享外债额度，为融资租赁行业

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海南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政策覆盖全省

广西兴业广西兴业：：
春耕备耕抢农时春耕备耕抢农时
近日，广西兴业县群众抢抓晴

好天气，全力进行春耕备耕生产。

图为在兴业县石南镇，两名村民扛

着农具下地干活。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电网公司

改革工作部署，国网济南供电公司全

面启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

升行动，在济南市平阴县试点深化

“三项制度”改革，充分调动国有企业

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

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

力源泉。

健全新型经营责任制。制定《管

理人员“能上能下”动态匹配机制实

施方案》，针对工作内容、岗位需求、

技能要求、团队配合等多个方面开展

调研，对评价周期内的工作成果和业

绩进行公开晾晒。实施多维综合测

评，按照上级评价、同级评价、基层评

价三个维度，确定排名后5%的“能

下”人员、7名管理人员退出主业管

理岗位。强化测评结果应用，将排名

前20%的员工纳入公司优秀管理人

员库，在选人用人时予以优先考虑，

对测评排名后10%的人员进行谈话

提醒。公开竞聘管理人员6人、班组

长5人，其中8人2023年度绩效评价

等级为A，管理人员和班组长年龄由

43.5岁下降至39.8岁，35岁以下占比

达到46%，较2023年初提升4.5个

百分点。

持续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将业

绩考核指标目标全面融入公司年度

重点任务，优化公司绩效考核办法，

定期召开绩效考核分析会，通报部门

考核排名，落后部门落实“说清楚”和

约谈制度，每月兑现奖惩、全年综合

评价。完善供电所“团队绩效”，实施

年度指标“双评价”、月度指标刚性约

束。进一步强化岗位激励，加大收入

分配向一线倾斜力度，全面实施宽带

岗级工资制度，通过实行“一岗多级、

绩效联动”的宽带岗级体系，实现绩

优岗升、岗变薪变，提高夜班津贴标

准，增设师带徒津贴，对承担电网主

营业务需24小时值班的生产一线岗

位员工实行薪级上浮。创新实施人

才激励机制，在评先树优、职工疗养

等方面予以倾斜。

打造高素质干部人才队伍。

35岁及以下青年员工“一人一策”统

一管理、重点培育，每个供电所及生

产营销班组均实现本科及以上学历

员工全覆盖。建立健全“政治素质、

工作业绩”积分评价机制，10名青年

员工通过成长积分档案纳入后备人

才库。科学规划“职务、职员、人才”三

条成长通道，晋升五级正副职3人，聘

任五至八级职员9人、聘任率由56%

提升至77%，评选县公司级专家4人。

扎实开展供服员工岗位竞聘，聘任

班组长、一级专员37人次，新增技师

10人，2名供服员工在山东省“星种

子”技能竞赛中荣获团体三等奖。拓

宽人才申报渠道，1名员工获评“齐鲁

首席技师”、被授予“山东省新时代岗

位建功劳动竞赛标兵个人”，1名员工

获评“省公司电网工匠”。

下一步，国网济南供电公司将不

断健全完善市场化的人力资源机制、

劳动用人机制、激励机制，实现“干部

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

能减”目标，激发员工干事创业的积

极性，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不

断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创新力。

（牟泽刚 刘 娟）

国网济南供电公司：持续深化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