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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蛇年开工伊始，多地召开“新春第

一会”，聚焦做强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

推进科技创新等推出硬举措，全面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做强实体经济
打造高质量发展产业支撑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基础，各地正加紧做强实体经济，打造高质

量发展产业支撑。

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拥有制造业所有

大的门类，成长出 8 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

今年“新春第一会”上，广东发布《广东省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2025年行动计划》。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艾学峰介绍，今

年广东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 1500 个、年度计

划 投 资 1 万 亿 元 ，其 中 产 业 项 目 数 量 占 比

50%，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石化钢铁等产

业项目 380个、年度投资额 1658亿元。

汽车产业是重庆支柱产业。重庆在“新

春第一会”上，提出持续做大做强现代制造

业集群体系。具体而言，重庆将加快招引一

批强链补链延链扩链关键零部件项目；推进

集成电路、平板显示、汽车电子等融合配套；

加快充换电等基础设施建设。

重 庆 长 安 汽 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朱 华 荣 说 ，2025 年 1 至 4 月 ，公 司 计 划 实

现 80.2 万辆的销量目标 ，其中新能源汽车

24 万辆。

贵州召开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

进会，强调要构建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巩固

提升现代能源、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白酒等

优势产业，壮大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健康医

药等特色轻工业。

宁夏扎实推进“稳增长促发展攻坚年”

行动，梳理绿色低碳等项目，努力实现投资

规模与效益“双增长”。

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壮大优势产业……各地“新春第

一会”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落子，

步步推进。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在多地“新春第一会”上，优化营商环境

成为高频词。多地围绕“提升企业感受”“让

各类经营主体拥有获得感”等进一步作出部

署，让改革举措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

上 海 发 布 了《上 海 市 聚 焦 提 升 企 业 感

受 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在优化为企整体服务、优化涉企监管检查、

夯实营商基层基础、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等方

面，推出 58 条任务举措。这是上海连续 8 年

召开全市营商环境大会并发布行动方案。

在辽宁，全省优化营商环境暨三年行动

决胜之年动员大会提出，要让各类经营主体

在辽宁拥有获得感、礼遇感和归属感。

“当地一了解到我们商会企业有选址需

求，就为我们联系闲置楼宇资源，积极帮助

推进。”辽宁省江西商会相关负责人说，日

前，沈阳市铁西区“铁定办”营商服务团队走

进商会，将涉企营商服务直接送入企业。

一年春作首，万事行为先。2 月 6 日，广

西召开“新春第一会”强调，加快推进广西高

质量发展。

广西来宾东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林伟民说：“会上特别提到对民营企业‘无事

不扰，有求必应’，我们企业要放开手脚，大

胆去闯，在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方面持续发力。”

甘肃省召开的全省招商引资暨优化营

商环境大会让企业倍感暖意。“甘肃一直是

特变电工战略发展的重要区域，近年来各级

各部门多次召开企业座谈会，出台一揽子优

惠政策和服务措施，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特

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说。

加力推进科技创新
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新 春 期 间 ，以 宇 树 科 技 、深 度 求 索

（DeepSeek）等人工智能企业为代表的诸多

杭州科技创新公司出圈，引发人们对浙江科

创样本的关注。

浙江“新春第一会”明确，今年将在建设

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取得

新突破，重点做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

革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两篇大文章，建立“高校+平台+企业+产业

链”的结对合作机制。

多地“新春第一会”瞄准科技创新，以

蛇行千里的劲头持续推进改革，多举措吸

引人才。

在湖北，“劳动者”“楚宝”等 10 款“湖北

造”的人形机器人给“新春第一会”带来了一

场酷炫的科技秀，展示了湖北人形机器人研

发领域的最新成果。目前，湖北千亿级产业

达到 19 个，光电子信息、汽车制造、大健康 3
大产业已迈入万亿级规模。

会上，湖北聚焦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

重要战略支点，提出大力实施科创引领战

略，整体提升支点创新策源力，做大做强科

技力量矩阵，加快打造龙头引领、梯次发展

的全域科技创新转化体系。

海南专门召开海南省人才大会，构建更

加开放的引才机制。例如，创建更多国际人

才交流合作平台，加快汇聚全球智慧资源、

人才资源，打造具有海南自由贸易港特色的

人才集聚地；系统谋划人才队伍及高能级创

新创业平台建设，加快推进人才“授权松绑”

改革，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等。

“这些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海南对人

才的重视、对科技创新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海南省航天技术创新中心执行

主任李晓明说，“这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

展空间。”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授王金胜说，各地

“新春第一会”释放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

信号，大家纷纷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为

实现中国经济良好开局撸起袖子加油干。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2月 10日电）

聚焦做强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推进科技创新等推出硬举措

各地“新春第一会”释放高质量发展强劲信号

2 月 11 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

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又名长征八号改运载

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 02 组卫星发

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获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

家族再添新丁。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八号甲运

载火箭总设计师宋征宇介绍，长征八号甲

运 载 火 箭 是 在 长 征 八 号 运 载 火 箭 的 基 础

上，针对未来中低轨道巨型星座组网发射

需求改进研制而成。它沿用了长征八号运

载火箭的芯一级和助推器，芯二级为新研

制的 3.35 米直径通用氢氧末级，配装 5.2 米

直径整流罩。

“其与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基本型、无助

推器串联构型共同组成长征八号系列运载

火箭，形成了太阳同步轨道 3 吨、5 吨、7 吨级

运载能力梯队，有力提升了我国中低轨道卫

星组网发射能力。”宋征宇说。

宋征宇透露，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创新

地将卫星支架、转接框、仪器舱的功能，整合

到一个多功能舱内，成功减重 200 公斤，提高

了火箭运载效率。这种集成式设计方法在

火箭结构上的应用，在国内尚属首次。

此外，作为首次使用 3.35 米直径末级搭

配 5.2 米直径整流罩构型的火箭，长征八号

甲运载火箭从外形上看起来“脑袋”更大，可

为卫星提供更大的乘坐空间，适应更多种类

和更大体积的卫星，任务适应性更强。

本次新研制的 3.35 米直径通用氢氧末

级有哪些“过人之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一院设计师樊晨霄介绍，它可以携带更多

燃料，并采用了新型泡沫夹层共底贮箱、闭

式膨胀循环发动机、新型电控安溢阀等新

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显著提升了运力，有

效缩短卫星入轨时间，节省燃料，提升卫星

寿命。

“以液氢、液氧为燃料的火箭末级具有

比冲高的特点，使火箭能够以较少的燃料获

得比较大的推力，是目前我国掌握的比冲比

较高的推进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设

计师刘立冬说，在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

型谱规划中，未来中高轨运载火箭主要构型

均采用氢氧末级。

刘立冬介绍，在通用氢氧末级出现前，

我国仅有直径为 3 米的氢氧末级，从箭体直

径、动力系统优化方面已不能满足我国新一

代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展需求。选择氢氧末

级这一模块进行通用化设计，可满足后续我

国新一代中型火箭统一产品规格，提升模块

级产品化程度，提升生产效率、进一步降低

成本。

宋征宇表示，3.35 米直径通用氢氧末级

在未来将作为成熟模块，供其他火箭选用，

有力提升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运载能力。

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发成功的背后

是中国航天近年来的蓬勃发展。探索浩瀚

苍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见证一次次启航与

奔赴。蛇年首发“开门红”，中国航天定能

“巳巳如意”，向着星辰大海扬帆启新程！

新华社记者 宋晨、陈凯姿

（新华社北京2月 11日电）

长八甲火箭首飞 蛇年首发“开门红”
专家详解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新丁“过人之处”

2月 11 日 17 时 30 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

网低轨 0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张 赫摄）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记者魏玉坤）记者 10 日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4 年，我国“两新”政策带

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5.7%，对全部投资

增长贡献率达到 67.6%，带动大宗耐用消费品销售额

超过 1.3 万亿元，形成节能量约 2800 万吨标准煤、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约 7300万吨。

设备更新行动有效拉动投资增长。在国债资金

和其他综合性政策的带动下，2024 年全国重点领域设

备更新总量超过 2000 万台（套），形成节能量约 2500 万

吨标准煤；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5.7%，高于

全部投资增速 12.5 个百分点，对全部投资增长贡献率

达到 67.6%。

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有效激发消费活力。汽车

方面，以旧换新超过 680 万辆，带动汽车销售额达到

9200 亿元。家电方面，超过 3700 万名消费者购买八大

类家电产品 6200 多万台，销售额达到 2700 亿元。家装

消费品方面，智能坐便器、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等产

品销售近 6000 万件，销售额达到 1200 亿元。电动自行

车方面，全年以旧换新超过 13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约

40 亿元。在 2024 年以旧换新活动中，超过 60%的消费

者选择购买新能源汽车，1 级能效家电销售额占比高

达 90%，形成节能量约 300万吨标准煤。

回收循环利用行动有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2024年，

全国新增智能化社区回收设施达到 1.1万余个；报废机

动车回收量达到 846 万辆，同比大幅增长 64%；废旧家

电回收量超过 63 万吨，自 7 月份开始连续 6 个月保持

正增长态势；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约 39.7亿吨，

综合利用率达到 59%。

标 准 提 升 行 动 有 效 发 挥 牵 引 作 用 。 2024 年 和

2025 年“两新”领域计划制定修订关键核心国家标准

294项，截至目前已发布 168项。

新华社北京 2 月 11 日电 （记者王雨萧）中国中小

企业协会 1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 年 1 月，中小企

业发展指数为 89.0，较去年 12月上升 0.1点。

从分项指数看，宏观经济感受指数、综合经营指

数、市场指数、成本指数、劳动力指数、投入指数由降

转升，较上月分别上升 0.4、0.4、0.3、0.1、0.1 和 0.4 点。

资金指数、效益指数较上月各下降 0.1点。中小企业景

气水平回升向好。

从分行业指数看，工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

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业指数由降

转升，较上月分别上升 0.1、0.4、0.2、0.2、0.5 和 0.3 点。

建筑业、住宿餐饮业指数较上月各下降 0.2点。行业运

行稳中向好。

从分区域指数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中

小企业发展指数分别为 89.7、89.9、88.1 和 81.0，东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指数分别较上月上升 0.1、0.3 和 0.3
点，中部地区指数与上月持平。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1 日电 （记者张千千）记者

11 日从国家开发银行获悉，2024 年，国开行发放能源

贷款超 5000亿元。

据介绍，2024 年，国开行立足职能定位，聚焦清洁

可再生能源发展、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储能技术

创新等重点领域，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

能源体系提供了优质金融服务。

2024年“两新”政策带动设备工器具
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5.7%

1月中国中小企业
发展指数小幅上升

国开行2024年发放能源贷款
超5000亿元

▲2 月 11 日，在重庆市长寿区的中国石化川

维化工 VAE（醋酸乙烯-乙烯共聚乳液）项目，工

作人员在转运产品。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新
春
生
产
忙

新 春 伊 始 ，各 地

企 业 开 足 马 力 赶 订

单、忙生产，力争“开

门红”。

◀2 月 11 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一家钻石

生产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在查看记录自

动化设备六面顶压机的实时数据。

新华社发 （张国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