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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字当头 “干”字为要

人勤春来早，开年即“开跑”。一季度新开

工项目 1534 个，总投资 6600 亿元，年度计划完

成投资 3653.2 亿元；全年要实施 4600 个以上的大

中型项目，总投资 3.37 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

资 1.2 万亿元以上……眼下，全省上下正铆足一

股劲，抢工期、赶订单、建项目，赣鄱大地处处

洋溢着“拼”字当头、“干”字为要的热潮。

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 。 一 季 度 作 为 起 步 之 季 ，

既 是 推 动 全 年 工 作 的 关 键 期 、 基 础 期 ， 也 是 全

年 经 济 的 风 向 标 ， 其 重 要 性 不 言 自 明 。 开 局 精

彩 ， 开 头 抓 得 紧 ， 不 但 能 更 好 地 争 取 主 动 ， 给

全 年 发 展 打 好 基 础 ， 也 有 助 于 强 信 心 、 稳 预

期，努力跑好“第一棒”。今年是“十四五”收

官 之 年 ， 改 革 发 展 稳 定 各 项 任 务 更 加 繁 重 、 责

任 更 加 重 大 ， 拼 出 开 门 红 ， 意 义 非 凡 ， 但 绝 非

坦 途 。 首 先 ， 我 们 在 思 想 上 要 拉 紧 弦 。 全 省 上

下 要 与 时 间 赛 跑 ， 以 时 不 我 待 的 紧 迫 感 、 只 争

朝 夕 的 责 任 感 投 入 工 作 ， 抓 紧 每 一 天 、 干 好 每

一件事，推动各项任务早出成果、多见成效。

“ 拼 ” 字 当 头 、“ 干 ” 字 为 要 ， 离 不 开

“ 实 ” 字 托 底 。 过 去 一 年 ， 面 对 多 重 压 力 叠 加 、

多 重 困 难 交 织 、 多 重 挑 战 并 行 ， 全 省 上 下 顶 压

前 行 ， 以 “ 一 月 接 着 一 月 拼 ， 一 季 更 比 一 季

好”的劲头和势头，实现了全省 GDP 增长 5.1%
的 目 标 任 务 ， 交 出 了 一 份 实 打 实 的 地 方 经 济 增

速“成绩单”。沉甸甸的收获背后，实干既是要

求 ， 更 是 导 向 ， 始 终 未 曾 改 变 。 前 不 久 召 开 的

江西“新春第一会”，聚焦“改革”关键词，对

省 委 十 五 届 七 次 全 会 通 过 的 《中 共 江 西 省 委 关

于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 ，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 奋 力 谱 写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江 西 篇

章的决定》 中 350 项重大改革举措进行了细化，

明 确 了 协 调 单 位 和 牵 头 单 位 ， 各 项 改 革 任 务 目

标 更 加 明 确 、 路 径 更 加 清 晰 。 突 出 实 干 担 当 ，

我 们 要 发 扬 钉 钉 子 精 神 ， 按 照 既 定 目 标 一 个 一

个 抓 落 实 ， 聚 焦 重 点 工 作 一 件 一 件 抓 突 破 ， 真

正 把 愿 景 蓝 图 转 变 为 发 展 实 绩 。 要 清 醒 地 认 识

到 ， 实 干 不 是 蛮 干 ， 既 要 敢 于 解 放 思 想 ， 打 开

格 局 和 视 野 ， 也 要 深 入 调 查 研 究 ， 从 实 际 出

发 、 从 具 体 问 题 入 手 ， 推 动 各 项 工 作 部 署 落 地

生根、开花结果。

事 必 有 法 ， 然 后 可 成 。 有 这 样 一 个 故 事 ：

北 方 的 冬 天 ， 河 面 结 成 厚 冰 层 ， 怎 么 从 河 中 取

水 ？ 方 法 是 找 到 一 个 点 ， 集 中 力 量 敲 击 ， 待 镐

头 深 深 扎 入 后 ， 就 能 把 周 边 冰 层 掀 开 。 推 进 工

作 亦 是 如 此 。 只 有 抓 住 核 心 关 键 ， 才 能 以 精 准

突破之功收整体提升之效，若面面俱到、“撒胡

椒面”，则难以起到应有效果。省委、省政府召

开的“新春第一会”，围绕纵深推进经济体制改

革 、 统 筹 推 进 教 育 科 技 人 才 一 体 改 革 、 完 善 高

水 平 开 放 体 制 机 制 、 加 快 健 全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机

制 、 健 全 完 善 基 层 治 理 体 系 等 改 革 攻 坚 事 项 提

出 要 求 ， 每 一 项 都 是 牵 一 发 而 动 全 身 的 系 统 工

程 ， 必 须 咬 定 目 标 、 盯 住 重 点 ， 精 准 发 力 、 一

以贯之，努力做到“一子落”带动“满盘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抓 住 一 切 有 利 时 机 ，

利 用 一 切 有 利 条 件 ， 看 准 了 就 抓 紧 干 ， 能 多 干

就 多 干 一 些 ， 努 力 以 自 身 工 作 的 确 定 性 应 对 形

势 变 化 的 不 确 定 性 。” 坚 持 “ 拼 ” 字 当 头 、

“干”字为要，强化“能多干就多干一些”的担

当 ， 把 问 题 找 得 更 准 ， 把 措 施 定 得 更 实 ， 迎 难

而 上 ， 拼 搏 奋 进 ， 一 定 能 拼 出 开 门 红 ， 为 完 成

全年发展各项任务奠定基础、赢得主动。

文旅消费热力折射经济发展活力

国 内 出 游 5.01 亿 人 次 、

出游总花费 6770.02 亿元，分

别同比增长 5.9%、7.0%；春

节档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双

双创纪录，2025 年中国电影市场累计票房超北

美，位列全球第一……步入首个“非遗版”春

节假期，文旅市场迎来了令人瞩目的开门红，

既展现出我国文旅市场的巨大潜力，也见证着

中国经济的澎湃活力。

文旅消费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和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多个政

策 ， 着 力 扩 大 服 务 消 费 ， 促 进 文 化 旅 游 业 发

展。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

培 育 新 增 长 点 繁 荣 文 化 和 旅 游 消 费 的 若 干 措

施》， 就 是 为 了 深 化 “ 文 旅 +百 业 ”“ 百 业 +文

旅”，进一步发挥文化赋能以及旅游的带动作

用 。 今 年 春 节 ， 全 国 各 地 围 绕 过 年 民 俗 、 美

食 、 冰 雪 、 演 艺 、 时 尚 、 国 潮 等 重 点 消 费 需

求，举办超过 4000 项约 2.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

动，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消费选择。高品质的产

品供给、多元化消费场景，点燃了国内消费市

场的热情和活力。

红火的春节市场既是传统消费的回归，也

是创新业态的延伸。随着文旅深度融合，新场

景 、 新 业 态 、 新 动 能 等 多 重 “ 新 ” 意 持 续 涌

现。这个春节，在 240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以及

“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的带动下，入境游成为

文旅消费市场一大亮点。体验一次风驰电掣的

中国高铁“复兴号”，吃一顿“热辣滚烫”的火

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古城旅拍……一批批外

国游客奔赴而来，沉浸式体验着浓郁的中国年

味。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到中国过春节

的外国游客较 2024 年增长了 150%，创下历史新

高。与此同时，春节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也助

推 海 外 市 场 的 中 国 年 货 需 求 量 持 续 走 高 。 比

如，在海外电商平台，印有 12 生肖等春节元素

的贴纸玩具、蛇年吉祥物毛绒玩偶、春联等广

受消费者欢迎。通过春节这一扇窗口，世界看

到了更加开放包容的中国，同时折射出中国市

场的内生动力和强大韧性。

不仅是出境游，“冰雪热”也成为“新春经

济 ” 的 一 个 新 的 火 热 增 长 点 。 滑 粉 雪 、 观 雾

凇、泡温泉、赏冰雕……春节假期，全国多地

冰雪游的玩法持续上新，冰雪运动、冰雪旅游

的热度持续攀升。近年来，伴随着冰雪运动的

全面普及与热潮不断，冰雪“冷资源”正在被

赋 予 全 新 的 活 力 ， 冰 天 雪 地 逐 渐 变 成 金 山 银

山。2024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以

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

意见》，旨在巩固和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成果，推动冰雪经济成为新增长点。去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积

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在政

策利好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冰雪经济前

景更为广阔。只要各地抢抓机遇，突破单一产

业的局限，提供更多精细化、个性化、多元化

的产品服务与消费场景，必定能做好冰雪经济

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文旅市场“新潮”涌

动，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点燃

了 2025 年消费市场的“第一把火”，为提振全年

经济注入了信心与活力。当这种趋势和场景被

生动地呈现在大众面前，我们更能坚定对中国

经济发展光明前景的信念与信心。

■ 罗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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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全媒体首席评论员 邹 沛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

央 网 信 办 等 六 部 门 联 合 印 发 的

《关于完善数据流通安全治理 更

好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的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出台，旨在进一步完善数据流通

安全治理，充分释放各种数据价

值。同时，《方案》 对“防范数

据滥用风险”提出具体要求，强

调“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获取、出

售或提供数据的黑灰产业，加强

敏感个人信息保护，限制超出授

权范围使用个人信息”。这既是

守好安全底线的题中应有之义，

也是释放数据价值的必然要求。

网络购物、线上支付、远程

教学、刷脸识别……近年来，大

数据的使用早已深度嵌入公众的

日常生活，但随之而来的个人信

息 被 随 意 采 集 和 使 用 、 大 数 据

“杀熟”、过度索取权限等乱象，

损害了公众的合法利益，成为无

法忽视的社会风险隐患。享受美

好数字生活，给数据加上“安全

锁”必不可少。近年来，我国加

快 数 据 安 全 立 法 步 伐 。 比 如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确立

了个人信息的性质及其在民事权

利体系中的位置，《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法律法

规为数据处理活动划定了安全底

线，构建起我国信息安全法律保

障体系。此次 《方案》 的出台，

聚焦个人数据流通场景存在的信

息泄露等突出问题，对规范个人

信息处理活动进行更为细致的指

引，提出了制定个人信息匿名化

标准、采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

共 服 务 、 健 全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投

诉、举报、受理、处置渠道等举

措，在确保个人权益不受侵害的

前提下，推动个人数据的价值释

放，为进 一 步 抓 好 数 据 安 全 奠

定 了 制 度 基 础 。 在 抓 好 《 方

案》 落 实 的 同 时 ， 我 们 还 要 通

过 开 展 数 据 安 全 知 识 宣 传 普

及 ， 提 高 全 社 会 的 数 据 安 全 保

护 意 识 和 水 平 ， 筑 牢 广 大 群 众

头脑中的“防护墙”。

数据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

守好数据流通“安全门”，需要多

管齐下、多方共治。作为数据的主

要收集者和使用者，相关平台、企

业应当树立正确的数据安全观，强

化自律意识，恪守原则底线，建

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体系，规范

数据的使用流程。要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保护用户的数据权益，

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

徒法不足以自行。相关监管

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探索建立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管

体 系 ， 实 现 事 前 事 中 事 后 全 链

条、全领域监管，确保平台、企

业在涉个人信息的每一个动作上

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在场”，对

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

确保数据的安全高效流通，

还 需 要 从 技 术 层 面 发 力 。 近 年

来，随着隐私计算等前沿技术的

逐步发展，提供“原始数据不出

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流通范

式，用以解决数据权益保障与安

全保护的若干问题，取得了突出

成效。未来，我们要鼓励前沿技

术创新探索，通过加密、匿名化

等 手 段 ， 为 数 据 穿 上 “ 安 全 铠

甲”，降低数据流通风险。同时，

注重选择合适的流通方式，使技

术能力与安全风险相匹配，以成

本最小化实现安全最优化，切实

守护好、运用好数据的海洋。

研发经费是科技创新活

动的源头之水。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

展 （RD） 经费总量超过 3.6 万亿元，达到 36130 亿

元，比上年增长 8.3%，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

这不仅标志我国研发经费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勾

勒出我国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助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

研发投入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

核心指标之一，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科研经费投入进

行系统的顶层设计，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确保科研

经费用在刀刃上，有力激发了科研创新活力，为我国

科研事业的稳健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研发投入强度

的持续提升，与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交相辉映。2024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突破 1000万辆，集成

电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等取得重要进展，嫦

娥六号、深中通道等重大成果持续涌现……这些傲人

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我国在关键领域的持续研发投

入。实践证明，要实现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必须持

续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优化和调整经费投入结

构，为科技创新注入更多源头活水。

基础研究是构建科技事业大厦的基石。只有夯

实基础研究根基，才能更好地增强原始创新和源头

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近年来，我国大科

学装置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在

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

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无一不是发轫于相关领域

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加强基础研究，增加经费投

入是关键。数据显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 2012 年

的 498.8亿元增长到 2024年的 2497亿元，延续上升势

头，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但也要看到，我国基

础研究经费占比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仍存在不小差

距，加之基础研究往往耗费时间长、成果形成慢，

需要不间断的资源保障，导致无论是研究质量还是

资金额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这就要求我们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基础研究的先导地位与战略意义，

增 加 基 础 研 究 投 入 ， 进 一 步 强 化 基 础 研 究 总 体 布

局，特别是要摒弃对基础研究“有用性”的短视倾

向，坚持“广撒网”“多栽苗”，给予持续稳定的支

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众人拾柴火焰高。科技研发离不开全社会的支

持，尤其要发挥好企业作为研发投入主体的作用。

近年来，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支持企业优先申报

科技计划项目等政策的引导下，我国企业在创新方

面呈现出研发投入快速增长态势，有效推进了传统

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

产力发展。目前，我国已有 570 多家工业企业入围

全球研发投入 2500 强，占比近四分之一，成为创新

中国的生动注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我们既要

舍得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攻坚“科技之芯”，也

要敢于放权赋能、松绑减负，拿出实招好招营造良

好 科 创 环 境 ， 真 正 让 企 业 在 研 发 投 入 上 “ 底 子 ”

厚，担当创新主体的“底气”足。

“ 欲 致 其 高 ， 必 丰 其 基 ； 欲 茂 其 末 ， 必 深 其

根 。” 以 国 家 战 略 需 求 为 导 向 ， 以 基 础 性 、 前 瞻

性、原创性科研为着眼点，不断完善支持鼓励创新

的体制机制，持续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中国

的自主创新能力必将“更上一层楼”。

为科技创新注入源头活水

新就业形态是重要的就业

“蓄水池”。针对这部分劳动者

权益保障的短板和弱项，近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强化企业用

工指导和监督、健全社保制度、完善劳动纠纷调解等方

面积极探索、持续发力，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不断加

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新就业形态在

稳增长、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

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已有 8400 万人。

关注并解决好这部分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中存在的盲

点、堵点、漏点问题，划出权益保障的“硬杠杠”，

形成各方环环相扣的责任链，让他们更体面地劳动，

才能真正筑牢万家灯火的幸福根基。

（朱慧卿 文/图）

■ 丁恒情

守好数据流通
“安全门”

■ 吴学安

让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更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