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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版
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932.2万人，比上

年增长4.1%。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815.5万人，
增长 2.1%。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2158.7 万人，下降
0.5%。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606.6 万人，增长
3.4%。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552.1 万人，下降
2.0%。参加失业保险人数329.3万人，增长6.8%；累计领取失
业保险金人数7.3万人。

十、科学技术和教育

全年科技项目中,科技重大专项新立项 26项,自然科学
基金共安排 855 项,重点研发和成果转化计划共安排 582
项。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总规模5.2亿元。科技企业孵化
器 53家,众创空间 177家。全年专利授权量 22249件,比上
年下降9.7%。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5.2件。全年全区登
记技术合同2219项。其中,区内技术合同登记1817项,增长
39.3%。全年全区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61.7亿元。其中,区内
技术合同成交金额56.3亿元,增长19.3%。

年末全区共有研究生培养单位12个,招生(含非全日制)
1.4 万人,在学研究生 (含非全日制)4.0 万人,比上年增长
6.6%。普通高校 54所,招生 16.4万人,在校生 54.0万人,毕
业生15.1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170所,招生 6.5万人,在
校生 18.7万人,毕业生 5.8万人。普通高中318所,招生 14.6
万人,在校生42.8万人,毕业生14.3万人。初中715所,招生
21.5万人,在校生66.3万人,毕业生22.1万人。小学1635所,
招生24.0万人,在校生140.8万人,毕业生21.5万人。幼儿园
在园幼儿55.4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8.8%,高中阶
段毛入学率为93.5%。

十一、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年末全区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92个。其中，乌兰牧骑 75
个。共有文化馆118座,公共图书馆117座,博物馆165座。年

末全区广播节目人口综合覆盖率为99.8%,电视节目人口综合
覆盖率为99.8%。自治区和盟市两级出版各类报纸19494万
份,各类期刊944万册,图书5775万册。

全年接待国内游客 23045.0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354.7亿元。全区457家A级景区接待游客9223.2万人次，
营业收入60.0亿元。

年末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25685个。其中,医院851个，
乡镇卫生院1240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21个，妇幼卫生机构
118个,专科疾病防治院（所）9个。年末全区医疗卫生机构共有
病床 173136 张,比上年末增长 3.2%。其中,医院共有病床
139410张,乡镇卫生院共有病床21846张,妇幼卫生机构共有
病床4881张。全区共有卫生技术人员23.4万人,增长8.1%。
其中,执业医师、助理医师9.3万人,注册护士10.1万人。农村牧
区共有村卫生室1.3万个,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2万人。

全年全区共有3400人次参加222场国际国内比赛，取得
125枚金牌、115枚银牌、15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

十二、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初步统计,全年总用水量 202.9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4.9%。其中,生活用水下降1.1%,工业用水增长11.7%,农业
用水增长5.9%,生态用水下降2.9%。万元地区生产总值（当
年价）用水量 74.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
14.4立方米。

初步统计,全年完成营造林面积 51.1万公顷。其中,人
工造林 13.4万公顷,飞播造林 1.1万公顷,封山育林 2.0万公
顷,退化林修复15.2万公顷,中、幼林抚育（作业）面积19.3万
公顷。年末全区森林面积 2382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20.79%。

全区共有自然保护区216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9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64个。自然保护区面积 1294.7

万公顷。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426.1万公顷。
全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540人，比上年下降12.9%，

工矿商贸企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307人，煤矿百万
吨死亡率为0.0562，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人数0.97人。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

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

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
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
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4]2023 年年末，全区 0-14 岁（含不满 15 周岁）人口为
308.6万人，15-59岁（含不满 60周岁）人口为 1541.0万人。

[5]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是指报告期内城镇累计新就业人
员数与自然减员人数之差。

[6]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相关指标增速及变化按可比口
径计算。

[7]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
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数字创意产业八大产业中的工业相
关行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8]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
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9]高技术产业投资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
造等六大类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等
九大类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10]东部地区是指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
锡林郭勒盟；中部地区是指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
乌兰察布市；西部地区是指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阿拉善盟。

[11]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除原煤产量、发电量为全口径
数据，其余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口径。

[12]少量发电装机容量（如地热等）公报中未列出。
[13]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范围包括：年营业收入 2000 万

元及以上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行业法人单
位；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房地产业（不含房地产开
发经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行
业法人单位；以及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行业法人单
位。2023 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财务指标增速按可比口径
计算。

[14]货物运输总量及周转量包括铁路、公路、民航三种运

输方式完成量，2023年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15]邮政行业寄递业务总量是指企业从事各类邮政普遍

服务业务、快递业务的总数量。
[16]电信业务总量按上年价格计算。
[17]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是指报告期末在电信企业

登记注册，通过 xDSL、FTTx+LAN、FTTH/0 以及其他宽带接
入方式和普通专线接入公众互联网的用户。

[18]基础设施投资包括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
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
搬运业、邮政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业、水利管理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公共设施
管理业投资。

[19]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
内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
的企业单位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

[20]房地产业投资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外，还包括建设单
位自建房屋以及物业管理、中介服务和其他房地产投资。

[21]“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

[22]原保险保费收入是指保险企业确认的原保险合同保
费收入。

[23]两年平均增速是指以 2021 年相应同期数为基数，采
用几何平均的方法计算的增速。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社会保障数据来自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价格指数、居民收入消费、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粮食产量、猪牛羊禽肉产量、禽蛋产量、牛奶产量、猪牛羊禽
存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内蒙古调查总队；发电装机容量
数据来自电力行业协会；对外贸易数据来自呼和浩特海关；
实际使用外资数据来自商务厅；注册企业数、专利数据来自
市场监督管理局；客货运量、客货运周转量数据来自交通运
输厅、铁路部门和民航部门；民用汽车、道路交通事故数据
来自公安厅；电信数、电话数、移动互联网数来自通信管理
局；邮政业务、快递业务量数据来自邮政管理局；艺术表演
团体、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旅游数据来自文化和旅
游厅；财政数据来自财政厅；金融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内
蒙古自治区分行；保险数据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
蒙古监管局；医疗保障数据来自医疗保障局；教育数据来自
教育厅；科技项目、合同成交金额数据来自科学技术厅；电
视、广播数据来自广播电视局；出版数据来自党委宣传部；
体育数据来自体育局；医疗卫生数据来自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利院、最低生活保障、福利彩票数据来自民政厅；用水量
数据来自水利厅；自然保护区、林业数据来自林业和草原局；
生产安全事故、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数据来自应急管理厅；其他
数据均来自统计局。

内蒙古自治区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本报呼伦贝尔3月 20日电 为
切实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莫鄂输变电
工区变电专业日前组织开展了专业技
能培训，进一步提升了一线员工的技能
水平，为春检打下坚实基础。 （贲雪）

本报鄂尔多斯3月 20日电 近
日，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准格尔旗第二大队党员志愿者
联合社区开展了志愿服务活动，以实
际行动弘扬志愿精神。 （田长春）

本报锡林郭勒3月 20日电 苏
尼特左旗公安局禁毒大队日前开展统
一清查行动，对辖区内宾馆、网吧等易
涉毒场所禁毒主体责任、消防安全措
施等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 （王伟）

本报呼伦贝尔3月 20日电 近
日，扎兰屯输变电工区团支部组织青
年员工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为学校送去了沐浴露等生活
日用品，并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安全用
电课。 （孙源江）

本报乌兰察布 3月 20 日电 商
都供电公司党总支日前联合察右后
旗供电公司党总支组织职工观看了
电影《志愿军》，通过观影活动，进一
步激发了职工的爱国热情。

（杜海峰 庞媛媛）

简讯

■上接第 2版 据统计，截止 1949
年 10月 1日新中国成立时，现在的
正蓝旗境内先后有 300多名各族军
民为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先烈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谱
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
战歌。他们像一朵朵永不凋零的萨
日朗花，盛开在察哈尔草原的辽阔
大地上。

为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
统，展现党领导锡察革命斗争的丰
功伟绩和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2001年 8月 31日，正蓝旗在察哈尔

盟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旧址立了纪
念碑。2011 年 5月，宝绍岱苏木恩
格尔嘎查道英海日罕建起了中共察
哈尔盟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2014
年 7月 25日开馆，被命名为全区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区首批中
共党史教育基地。

2020年，正蓝旗宝绍岱苏木恩格
尔嘎查入选中央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
点。2023年，正蓝旗对察哈尔盟第一
党支部纪念馆进行了重新装修布展。

如今的纪念馆由“红旗指引自
治实践”“浴血奋战、功铸草原”“中

流砥柱、涅槃新生”“砥砺奋进、时代
新篇”四个单元组成，通过“主题党
日+红色课堂”、微党课、支部互助联
盟等活动，追忆革命历史、重温红色
故事，使“四个与共”“五个认同”根
植各族干部群众心灵深处，引导各
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更加由衷地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这里同时也成为新时期全
旗、全盟乃至全区开展党性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现场教
学基地。

红色火种 燎原草原

■上接第2版 经复审公示无异议
后，授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
达标学校”称号。目前，阿拉善盟已
实现各级各类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规范化达标创建工作全覆盖，创
建率达100%。

为进一步助推教师练好国通语
基本功，去年以来，阿拉善盟语言文
字应用推广中心狠抓各级各类学校
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
升建设，对教师普通话水平持证情
况进行全面调研、摸清底数，依托普

通话水平培训测试站，对全盟普通
话持证不达标教师开展普通话水平
培训与测试四期，参与教师 287 人
次，基本实现不达标教师普通话培
训测试全覆盖，有力推动教师普通
话水平整体提升。截至去年年底，
阿拉善全盟教师普通话二级乙等持
证率达 94.6%，其中，专任教师普通
话二级乙等持证率达98.9%。

从持续加强各级各类学校教师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升为
重点，阿拉善盟扎实开展多层次语

言文字培训，去年以来，以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校与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升项目
校建设为抓手，构建校级、旗级、盟
级语言文字培训体系，通过“请进
来”“走出去”等方式，组织各级语
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培训、选派教师
参加自治区与国家级语言文字工
作培训共 2000 余人次，多渠道拓
宽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水
平提升路径，有力提升了国通语的
教育教学质量。

阿 拉 善 盟 有 力 提 升 国 通 语 教 育 教 学 质 量

■上接第1版
1987年 12月，清水河明长城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2001年 6月，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20 年 11 月，板申沟
段、小元峁段和老牛湾段明长城被国
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重要
点段。

内蒙古文物学会秘书长、国家文
物局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王大方说：

“黄河和长城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要载体。长城与黄河拥抱，是中
华民族多种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
动体现，其融汇的伟大力量，更是见
证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
程，代表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
精神。”

黄河岸边守艺人

黄河岸边，57岁的郝军亮一边修
补渔网，一边打开话匣子：“眼看快开
河了，早点补好，打几网开河鱼，肥着
呢！”郝军亮祖祖辈辈都以黄河为生。

郝军亮的爷爷做过船工。每年
黄河开河，船工们背着缆绳、拖着沉
重的货船，从老牛湾逆流而上，将货
物运送到宁夏吴中，再拉载货物乘船
顺流而下回到老牛湾。一个来回，需
要一个多月时间。

郝军亮的父亲也曾在黄河岸边
捕鱼，以补贴家用。如今的郝军亮，
在黄河边上盖了几间房。“很多游客
都想吃个新鲜，我就把刚刚打上来的
黄河鱼炖上，也能赚不少。”

黄河之水养育着世代清水河人，
清水河儿女也无比热爱母亲河。85
岁高龄的张选老人，是第三批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清水河县黑
矾沟瓷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对黄河，
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感。

清水河县文联主席邢永晟介绍
说，作为中国磁州窑谱系，清水河瓷
生产历史至少已有 800年。其重要
原料，就来自老牛湾黄河大峡谷不远
处的窑沟乡黑矾沟。

“黑矾沟，出黑矾，还有著名的花
大盘。火罐钵钵油灯盏，花碗、盘碟、
浆米罐、酒盅、瓷砖、大磨盘……”这
段曾经流行于清水河县的快板书，道
出了黑矾沟曾经盛产陶瓷的辉煌。

一件件陶瓷制品，通过黄河渡口
运往全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
选任清水河县建筑陶瓷厂厂长，期间
生产的釉面砖，进入北京“亚运村”，
还出口到日本、韩国等，为清水河创
造了不小的财富。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晶莹剔透
的骨瓷、高洁莹润的玉瓷、色彩斑斓
的彩色瓷，以及一些轻便的塑料制
品，取代了黑矾沟里生产的粗犷厚
重、结实耐用的碗碟、坛子、缸和瓮，
这让张选有些难过。

已至耄耋之年的张选有个心愿，
他要让黑矾沟瓷艺技艺传承下去。
他于 2017年开设了个体传习所，还
长期免费教授着11名徒弟，“黑矾沟
瓷艺是清水河的一张文化名片，我要
把它传承发扬光大。”张选说。

黄河养人，黄河文化影响人。
王大方说：“守护黄河母亲河，更

是所有人的责任。在清水河老牛湾
这一带，长城和黄河形成握手之势，

更应该做好相关文物遗迹保护工
作。同时，也要保护好周围的生态环
境以及相关的文化遗产。我们一定
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
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文化遗产添新韵

奔涌的黄河，古老的长城，孕育
出清水河人民包容、豪迈、坚韧的性
格，交融出开放、豁达、乐观向上的文
化品格。

“悠悠长河流淌着你的历史悠
长，巍巍长城镌刻着你的风雨沧
桑……”在清水河县乌兰牧骑，队长
康月连正在和队员们排练歌曲《清水
河美丽的家乡》。“歌唱美丽家乡，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她说。

春分时节，清水河县老牛湾黄河
大峡谷旅游区的李文清，正在升级改
造文清农家园。得知旅游区正在创
建国家 5A级景区，李文清决定再投
入 6万多元。“咱家是文旅部门授予
的 5 星级农家乐，就是要带头‘宠
粉’，给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他说。

清水河名声在外的景区还有老
牛坡。这是一个红色文化旅游区，是
国家4A级旅游景区。1937年10月，
在这里秘密成立的党支部，是抗战时
期内蒙古在蒙晋交界地区成立最早
的农村党支部。这里也是革命圣地
延安通往共产国际的重要通道、大青
山抗日根据地和晋绥边区红色政权
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连接晋绥抗日

根据地和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重
要节点之一。

如果说老牛湾和老牛坡是“遗
产+”的探路者，那么打造明长城国家
公园一定是清水河文化建设上的大
手笔。

2019 年 7月 24日，《长城、大运
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出
台，提出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
志，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
说话的目标。随后，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清水河县明长城小元峁段项目被
列入国家“十四五”时期文化传承利
用工程项目储备库和自治区“十四
五”重大项目，选址于清水河县北堡
乡境内。

撸起袖子加油干。清水河紧抓
项目推进，重点建设主题展示区、文
旅融合区、管控保护区和传统利用 4
类主体功能区，系统推进保护传承、
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等重
点基础工程建设。

黄河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
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在这里交
织交融，为这片土地注入源源不断
的动能。

清水河县文旅体局副局长孙永
莉介绍说，当前全县正在精心打造黄
河自然生态畅游之旅、长城红色精神
传承之旅等 5条文旅路线。“我们要
将清水河打造成远近闻名的旅游胜
地。”她说。

坐拥黄河、长城两大文化，老牛
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声名远播，2023
年吸引游客30.2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1.03亿元。

如今，清水河县在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实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的路子上越走越有劲儿。

天工雕画卷 险峰现明城
■上接第1版 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
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
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充分
肯定了中部地区取得的新成效，中部
地区发展站到了更高起点上。这让我
们更加坚定了发展信心。”江西省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邱啟旻说，“过去五年江
西省GDP年均增长6%左右，总量突破
3万亿元，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改革开放
迈出新步伐。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重点任务落实落
地，扛起主体责任、发挥自身优势，继
续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奋勇争先。”

位于安徽合肥的科大国盾量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人员正争分夺
秒进行项目攻关。“总书记说中部区域

‘创新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我们感受
很深。这几年创新要素加快集聚，我
们企业牵头和参与制定多项量子通信
国际标准。”公司总裁应勇说，“总书记
要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我们接
下来将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同
时，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助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中部六省份中五个是粮食主产
区。五年来，惠农政策、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让种粮效益不断提高，粮食安全
基础更加稳固。湖南省常德市谢家铺
镇港中坪村的种粮大户戴宏告诉记
者：“去年我们流转 480多亩土地，粮
食亩产量超过 2200斤。我要继续学
习新技术，优化‘管理经’，多种粮、种
好粮，为端稳中国饭碗出力。”

数十公里外的穿紫河畔，常德河街熙熙
攘攘。对于总书记讲到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
加快，商户钟媛很有共鸣：“穿紫河经过治理
后环境明显改善，从‘臭水沟’变成了‘风光
带’，来打卡、逛街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茶室
的生意也红火起来，去年营业收入超过180
万元。”钟媛说，总书记要求加快建设美丽中
部，期待更多厚植文化底蕴、擦亮生态底色的
举措，让消费更热，百姓生活更好。

抢抓机遇，加快培育新质
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
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这为推动中部地区崛起进一步指明方向。

“中部地区发展关键是做好创新这篇
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安徽
省铜陵市市长孔涛表示，铜陵将继续发挥
自身资源禀赋特点，一方面推动铜产业向
高端化发展，打造高水平产业集群；另一方
面大力发展动力电池、半导体等新兴产业，
聚链成群、集群成势，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
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杜海
洋第一时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总书记重要指示，不仅为中
部地区加快崛起指明了路径，也对地方产业
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将在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更大
功夫，重点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核心承载区、世界级新兴产业引领地、省市
经济增长的强引擎等，加快建设武汉新城，
进一步开拓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新兴产业聚“势”，传统产业也要跃
“级”。“深入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我认识到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不仅限于量的扩张，更在

于质的提升和结构优化。”山西华阳集团
董事长王永革说，将继续大力实施产业创
新工程，通过加快智能化建设、煤炭全入
洗的提质工程规划，提高煤炭利用率，推
动煤炭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
造升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数智化升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体现。中部地区优越的区位交通、
万亿级的市场规模、海量的数据资源，
可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河南省数据局局长郑华卿说：“按
照总书记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
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今年河
南将加快实施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
点、超聚变全球总部基地及研发中心等
引领性项目，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优秀
企业，建设150个左右智能工厂或智能
车间，完善数字经济生态，建设数字经
济强省，更好支撑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发有为，开创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新征程蕴含新期待，新部署呼唤新
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与其他
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更好融入和支撑
新发展格局。

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院
长宋敏认为，总书记反复强调“协同”

“联动”，中部地区将打开更大发展空
间，迎来更多发展机遇。“要把中部地区
放到整个国家版图、放到支撑构建新发

展格局中来定位思考。既要加强与京津
冀、长三角等其他区域发展战略对接融合，
也要加强区域内部合作、整体联动，如强化
中部地区大通道格局、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等。把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转
化为‘左右逢源’的发展优势，提升整体发
展能级。”宋敏说。

春日的江西南昌国际陆港，一列列铁
海联运班列鸣笛启程，满载服装、电器等货
物，奔向越南、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

“目前南昌国际陆港已开通运行11条国
际直达班列和12条铁海联运外贸班列，覆盖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南昌市向塘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万耀华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
续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我们将
按照这一要求，进一步扩大班列开行版图，联
动南昌空港、姚湾码头等重点开放平台，推进

“铁公水空”多式联运，推动优质产能和装备
不断走向世界大舞台、国际大市场。

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提升能源资源供
应保障能力，中部地区挑大梁。山西省能源
局局长邓维元表示，将认真落实总书记关于
提升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的要求，加快推
进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建设任务，扛
牢能源保供首要责任，增强煤炭等化石能源
兜底保障能力，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实
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在更高起点上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提供了根本遵循。”国家发
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李平说，
下一步将充分发挥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
小组办公室的协调服务职能，着力推动中
部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不断提升内
陆开放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国家安全发展
保障能力，进一步强化区域战略对接融合，
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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