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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全 媒 体 记 者李耀文）

3 月 21 日，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今

年前两个月全省经济延续回升向好

态势，发展质量不断改善，经济实现

平 稳 开 局 。 其 中 ，重 点 项 目 支 撑 有

力，全省亿元以上施工项目 5877 个，

同比增加 397 个，完成投资占全部投

资的比重为 69.7%。

前两个月，我省工业生产稳步回

升。分产品看，重点监测的 435 种主

要工业产品中有 222 种实现增长，增

长面达 51.0%。其中，新能源汽车、集

成 电 路 产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53.0%、

49.8%。同时，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战

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装备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2%、

11.6%、11.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重为 26.1%、20.4%、31.1%。

投资和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两

翼”。今年以来，我省加快推动各项

稳经济政策措施落地落实，全力以赴

拼项目、谋产业、抓发展。前两个月，

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4.9%，拉

动全部投资增长 1.1 个百分点。19 个

行业门类中，12 个行业正增长或降幅

收窄，行业改善面达 63.2%，总体呈现

向好态势。

同时，市场销售也在持续恢复。前

两 个 月 ，全 省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2056.7亿元，同比增长4.7%。值得一提

的是，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限额

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通信器材类

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26.5%、17.4%；新

能源汽车销售额同比增长49.0%。

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

依然复杂严峻，我省需求不足问题犹

存，结构性问题仍较突出，经济回升

向好的基础仍需巩固。

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发展质量不断改善

全省经济实现平稳开局

新华社北京 3月 22日电 （记者潘

洁、谢希瑶）商务部 22 日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前两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 7160 家，同比增长 34.9%；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 2150.9 亿元，同比下

降 19.9%。

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表示，今年

前两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延

续 了 去 年 规 模 波 动 、结 构 优 化 的 特

点。去年 1 至 2 月，我国实际使用外

资 规 模 达 到 历 史 最 高 水 平 2684.4 亿

元，今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近

10 年第三高位。跨国公司依旧看好

中国市场发展机遇，持续加码“投资

中国”。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 714.4
亿 元 ，占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金 额 比 重 为

33.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

资 282.7 亿元，同比增长 10.1%。建筑

业、批发和零售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分别增长 43.6%、14.5%。

从来源地看，法国、西班牙、澳大

利 亚 、德 国 实 际 对 华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585.8%、399.3%、144.5%、19.8%（含通

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总体来看，外商投资是市场行

为 ，数 据 起 伏 波 动 是 正 常 现 象 、符

合 市 场 规 律 。”商 务 部 外 资 司 负 责

人 说 ，中 国 经 济 长 期 向 好 的 基 本 面

没 有 改 变 ，中 国 市 场 规 模 超 大 、供

应 链 配 套 完 备 、基 础 设 施 完 善 、人

力 资 源 丰 富 等 构 成 的 引 资 综 合 优

势 依 然 突 出 ，再 加 上 一 系 列 稳 经

济 、促 开 放 、引 外 资 的 政 策 效 应 持

续 显 现 ，将 为 吸 引 外 资 创 造 更 有 利

的条件。

前两个月我国吸收外资2150.9亿元

跨国公司持续加码“投资中国”

3 月 20 日，南昌

欣旺达新能源有限公

司电池生产车间自动

化生产线正在高效运

转。作为南昌市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龙头企

业，该企业坚持自主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提高市场竞争力，推

动南昌新能源汽车产

业高质量发展。

本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洪子波摄

高
效
运
转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殷琪惠 实

习生董倩纹）3 月 20 日，省财政厅下达

资金 1 亿元，对 2023 年度市县财政高

质量发展先进市县予以奖励。

根据2023年度市县高质量发展综

合绩效考核中财政管理工作指标评分

情况，对评价得分前 6 名的南昌市、赣

州市、抚州市、上饶市、宜春市、吉安市，

以及评价得分前 50 名的九江市永修

县、萍乡市芦溪县、吉安市万安县、新余

市渝水区、南昌市青山湖区等县（市、

区）给予奖励。其中，设区市级一等奖1
个，奖励 500万元；二等奖 2个，各奖励

400 万元；三等奖 3 个，各奖励 300 万

元。县（市、区）级一等奖 5 个，各奖励

300 万元；二等奖 15 个，各奖励 180 万

元；三等奖30个，各奖励120万元。

奖励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市县财

政高质量发展，不得用于发放规范奖

励性补贴之外的个人奖金、违规增加

“三公”经费开支及其他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财经纪律的支出。

我省下达资金1亿元

对2023年度市县财政
高质量发展先进市县予以奖励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魏星）3 月 22 日，省委常委

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李强总理在江西调研时

的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尹弘

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

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江西实际

抓好落实。要紧扣“三基地一枢纽”的定位，抢抓发

展机遇、发挥自身优势、强化区域协作，加快推动高

质量发展，努力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

争先。要以创新引领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深化落

实“1269”行动计划，统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

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彰显江西特色的新

质生产力。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深

化重点领域改革，全面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国

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加快

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

转型发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

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奋力打造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高地。要全面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把推

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大力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着力做强县域经济，强化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加快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要统

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巩固粮食主产区

地位，提升能源供应安全水平，强化战略资源供给能

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巩固拓展主

题教育成果，深入开展“大抓落实年”活动，持续深化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激励干部大胆开拓、担当

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在江西调

研时的讲话精神，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

进民生福祉。要始终坚持就业优先导向，精心做好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脱贫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就业，

充分发挥“5+2 就业之家”作用，多措并举稳定和扩

大就业。要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建立健全以产业为

导向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深化多元办学，深入

推进产教融合示范区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要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加快推进紧密型城市医

疗集团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大力推动优质医疗

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全面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要抓好春耕生产工作，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生产，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加强农业领域科技创新，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大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省委网信委 2024年工作要点、2023年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江西省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方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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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魏星）“3·23”赶考日前夕，3月

22 日，省委书记尹弘主持 2024 年第 3 次省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集体学习，聚焦“严明党的纪律 大抓工作

落实”主题，开展警示教育，深化研讨交流。尹弘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

命的重要思想，时刻保持“赶考”的清醒坚定，坚持严

的基调不动摇，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坚定不移把全面

从严治党进行到底，加快构建更加风清气正的良好

政治生态。

学习会上，大家一起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唐

一军、马森述、庄兆林作交流发言，吴忠琼、梁桂、李红

军、黄喜忠、罗小云等在职省领导参加。

尹弘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

革命永远在路上，必须永远吹冲锋号，久久为功、一

刻不停。要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要求，始终把党的政

治 建 设 摆 在 首 位 ，坚 持 不 懈 用 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

果，加强政治忠诚教育和党性教育，严明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

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从根本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坚

固防线。

尹弘强调，要切实加强纪律作风建设，锲而不

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 持 以

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完善风腐同查同治工作

机制，切实斩断由风及腐、由风变腐的链条，以钉

钉子精神纠治“四风”问题，以从严监督执纪推动

党 风 政 风 持 续 向 上 向 好 。 要 按 照 中 央 的 统 一 部

署，认真组织开展集中性纪律教育，深化殷美根案

件以案促改，持续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加强对

领导干部“八小时外”监督，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

特 权 行 为 ，持 续 巩 固 深 化 形 式 主 义 官僚主义问题

“三严五整”攻坚行动成果，切实以实实在在的成效

推动发展、取信于民。

尹弘强调，要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持真管

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

肃、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以零

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更加有力遏制增量，分类施策清

除存量。要健全完善反腐败制度机制，紧盯重点领

域，深化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把监督权力的制度笼子

扎牢扎紧，进一步堵塞漏洞，遏制新型腐败滋生蔓

延，压缩腐败现象生存空间，细化完善加强对“一把

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制度机制，真正把制度的刚性立

起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铲除腐

败滋生蔓延的土壤。

尹弘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扎实开展“大抓落实

年”活动，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

求，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大力弘扬求

真务实、担当实干的过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工

作落实，埋头苦干、善作善成，全力以赴做好经济社

会发展各项工作，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尹弘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 深化正风肃纪反腐
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
唐一军发言 吴忠琼出席

全国两会结束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

考察，并在长沙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座谈会。

党的二十大以来，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高标

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进一步推动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等区域发展座谈会，这次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座谈会是第 7 场推动区域发展战略落实的座谈

会。“下一步我们还要召开推动西部大开发、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座谈会，这些会

议一届开一次，一个一个抓起来，一轮一轮抓下去，

久久为功、步步深入，必有所成……”看准了就持续

抓下去、不成功决不罢休，是总书记抓工作的定力、

韧劲和方法。

2020 年总书记考察湖南时曾有感而发：“我们

现在都是在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上。”那

时，“十三五”即将收官，“十四五”即将开局。2024
年，我们即将迎来新中国 75 周年华诞，实现“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也进入关键一年。在新的历史节

点上召开这次座谈会，是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在更高

起点上新的出发。

中部 6 省以约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承

载了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数量，创造着约五分之一的

经济总量，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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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前，总书记在江西南昌主持召开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擘画了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

局面的宏伟蓝图。“这 5 年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向着

正确的方向持续走下来，成绩很大，成效很明显。”

5 年过去，中部地区发展站到了更高起点上。

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为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指明了方向。总书记的话充满信心和力量：“我相

信，相关工作思路和举措通过大家的认真领会形成

因地制宜的具体方案，并在 6 省全面推开，中部地区

加快崛起又会迎来新一轮高潮。”

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春耕。

正是春耕备耕时节，习近平总书记 19 日下午

来到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

范片区。

平畴沃野，碧水绕田。春风中摇曳着一片片碧

绿金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香。

当地负责同志介绍，示范片区采用“五统一、两

利用”技术模式——统一优良品种、统一机插机抛、

统一机械深施肥、统一绿色防控、统一物化技术，利

用田埂种植大豆、利用冬闲田种绿肥，早稻、晚稻两

季亩产达到 1152.3公斤。

沿着田边小道，总书记走向农田深处。

一旁的稻田里人们正在育秧，秧盘上的种子刚

刚播下。“你们这里什么时候开始插秧？”总书记走上

前仔细察看，并同在场的种粮大户、农技人员等亲切

交流。

“4月上旬和中旬。”

“南方不插五一秧啊！”总书记对农业生产的熟

悉，引来大家会心的笑声。

“一亩地纯收入能有多少？”总书记关切地问。

“兼种油菜的话，加上种地补贴，大概可以拿到

1300元到 1400元。”

在场的种粮大户陈帅宇是一名“90 后”返乡大

学生，带头成立了一个合作社，承包了 2800 多亩水

稻田。总书记和他攀谈起来：“大学学什么的？回来

多久了？”

“我是学工商管理的，回来 9年了。”

“打算继续干下去吗？”总书记问。

“肯定继续干下去，现在国家对种粮的支持力度

很大，我们越干越有劲了！”小伙子高声回答。

希望的田野上，活跃着青春的身影。他们接过

父辈的重任，用新的理念和技术打开新的天地。

离开稻田，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港中坪村种粮大

户戴宏家中看望。院子里，为春耕准备的插秧机、抛

秧机、喷洒农药用的无人机，以及种子、化肥、农药等

农资一应俱全。

戴宏告诉总书记，自己承包了 480 多亩水田，全

部种植双季稻，去年种田纯收入 55 万多元，政府还

补贴了 7万多元。 （下转第2版）

站到更高起点 挺起中部“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并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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