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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1月2日电 国
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2日表
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
方面，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
经验”，从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
进法立法进程等6个方面采取更
多务实举措，切实疏堵点、提信
心、破壁垒、解难题、抓落实，努
力让民营企业有感有得。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促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2日在
福建晋江召开。郑栅洁在会上
介绍，要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
法立法进程，为民营经济发展提
供法治保障；健全完善多层次常
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努力倾听民
企真实声音；加强民营经济发展
形势综合分析，不断健全民营经
济形势监测指标体系；完善面向

民企的信息发布平台，加强项目
推介，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
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补短
板项目建设；大力总结推广典型
做法和优秀案例，加强互学互
鉴；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形成服
务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

2023年，围绕促进民营经济
发 展 壮 大 的 系 列 政 策 陆 续 出
台。郑栅洁介绍，随着一系列政
策举措落地实施，民营经济发展
总体上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的基本态势。2023年 1至 11月，
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 6.1%，
比进出口总额增速快 6.1个百分
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2023
年 1 至 11 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9.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
出，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
验”。郑栅洁表示，要下大力气
筑牢法治保障、优化发展环境、
解决突出问题、营造良好氛围，
进一步提升服务民营经济工作
水平。

此次大会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组织召开。会上，国家发展改
革委正式发布了全国融资信用
服务平台；展示了全国向民间资
本推介项目平台，并新推介 200
个 向 民 间 资 本 重 点 推 介 的 项
目。6 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发布

《敢为天下先 爱拼才会赢 促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倡议，全
国各地民营企业及商会、行业协
会积极响应。

冬日午后的阳光，洒在一眼
望不到边的田野上。半个月前下
的雪，像一层细腻的奶油。这里
是山东德州齐河县焦庙镇周庄
村，一望无际的良田正孕育着勃
勃生机。

“咱这里的地，靠着黄河挟泥
带沙淤积，有个种庄稼的好底
子。”51岁的李建国走下田埂，蹲
身拨开积雪。深绿色的麦苗，一
下子“探”出头来。“你往苗下面
看，这冬前分蘖多好，一株苗能长
出好几个穗。夏粮的基础有了。”
李建国笑着说。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墙面被
喷上彩绘的是变电室，戴着一顶

“红帽子”的是水泵台，外墙用木
板条装饰的是监控室与水肥配比
站，田里还“站”着风速仪、气温
计、土壤墒情计……种了一辈子
地的李建国，如今是当地一家农
业服务企业的总经理助理。他
说，过去种地是“七分种、三分
管”，现在正好颠倒过来，“只要管
得好，种粮一样不差钱”。

“管得好”，靠的是农业科技
不断进步带来的底气；“不差钱”，
是扎实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的回报。齐河县南
依黄河，与省会济南隔
河相望，素以粮食高产

闻名。全县 126 万亩耕地，夏收
小麦、秋收玉米，粮食年总产量常
年保持在22亿斤以上，已连续七
年蝉联“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据农业部门测算，2023年齐
河县的 45 万亩“吨半粮”平均亩
产 1553.2 公斤，其中小麦单产
696.1公斤、玉米单产857.1公斤，
基本实现每亩产粮 1500 公斤的
生产能力目标。

齐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
立宏说，2023年齐河县被确定为
全国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
县，创建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区
6.55 万亩。以此为带动，全县以

“增密度、提质量、改施肥、防病
害”为核心，开启“绿色增产”新模
式。

齐河县刘桥镇西杨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化庄说，村里
3300 多亩地，2023 年小麦稳产、
玉米增产，就是靠着科技力量。

“县里推广玉米密植，每亩株
数从 4200 株左右提高到 4800 株
左右，再配上优势良种、田间管
理，产量就又上了个台阶。”李化
庄说，2023年西杨村集体收入达
到50万元，其中提供农业社会化

服务挣了 35 万元。村里的粮食
种植专业合作社，2023年为近 12
万亩耕地提供了喷防作业。

“如今侍弄土地的，有我们这
些种粮户，有农业服务商，还有农
技专家们。”齐河县焦庙镇石门张
村种粮大户崔永泉说，每年返青、
灌浆、播种等关键农时，县里的农
技人员都会到村里现场答疑解
惑。“2022年我那100多亩小麦越
冬时有些烂根，就是靠着专家支
招才好起来的。”

齐河虽只是一个县，但已与
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
东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共建产学
研基地，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标准
化技术模式。全县还组织了 15
支农业服务督导组，覆盖所有乡
镇，定期开展技术培训等服务。

“我刚参加工作时，要蹬自行
车、骑摩托到田里看苗情、查虫
情，那时候累断腰，小麦亩产也就
几百斤。30多年过去，现在的技
术与设备已今非昔比。”张立宏
说，继每个乡镇建设一个粮食烘
干塔后，齐河今年将为每个乡镇
修建一座农业“四情”监测站，利
用物联网技术将苗情、虫情、病
情、灾情及时汇总，帮助农技人员
更有针对性挖掘土地潜力。

新华社济南1月2日电

新华社广州 1 月 2 日电
记者2日从港珠澳大桥边检站
了解到，2023年经港珠澳大桥
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
过 163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
过 326 万辆次，分别为 2019 年
的1.29倍和3.8倍。

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分
析，港澳游旅行团成为推动口
岸出入境人数快速增长的主
要客流种类。数据显示，2023
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
岸往来的内地旅行团超过 4.5
万个，人数超过 250 万人次。
作为连接粤港澳三地的超级
工程，港珠澳大桥已成为内地
跨 境 旅 游 团 的 热 门“ 打 卡
地”。此外，年内经港珠澳大
桥入出内地的港澳居民超过
992.7万人次，占出入境总客流
近61%，创历年来新高。

“‘南下’客流恢复，‘北上’

客流更旺，‘口岸热’现象明显，
尤其周末及公众节假日期间，
口岸单日出入境客流纪录多
次刷新，最高达到单日 11.5万
人次，刷新港珠澳大桥开通五
年多以来的最高纪录。”港珠
澳大桥边检站负责人介绍。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
岸作为“澳车北上”和“港车北
上”唯一指定通行口岸，出入
境车流同样迎来快速增长。
2023年，口岸连续20次刷新单
日出入境车辆最高纪录，单日
最高超过 1.7 万辆次。其中，

“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数量
年内累计超过139.5万辆次，占
车流总量超过40%。

2023年，港珠澳大桥跨境
物流也迎来高增长，年内经珠
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货车超
过 57.4万辆次，同比增长超过
25%，是2019年的6.4倍。

港珠澳大桥年出入境旅客
超过1630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
记者2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
悉，今年元旦假期全国边检机
关共查验出入境人员 517.9万
人次，日均 172.6 万人次，较
2023 年元旦假期增长 4.7 倍，

已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
其中，入境 251 万人次，出境
266.9万人次；查验出入境交通
运输工具 20.3 万架（艘、列、
辆）次，较 2023 年元旦假期增
长1.5倍。

元旦假期出入境人次
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

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
记者 2 日从商务部获悉，商务
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的
意见》。这是继 2016 年《国务
院关于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
展的若干意见》后，关于加工
贸易发展的又一份重要指导
性政策文件。

意见从六个方面提出 12
项政策措施。一是在鼓励开
展高附加值产品加工贸易方
面，提出支持先进制造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加工贸易发展，
鼓励加工贸易企业用足用好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
政策等1项措施。二是在促进
保税维修业务发展方面，提出
促进综合保税区和自贸试验
区保税维修业务发展、推进其
他区域保税维修试点等2项措
施。三是在引导支持梯度转
移方面，提出加强梯度转移载
体建设、完善加工贸易梯度转
移对接合作机制、加大对边境
地区支持力度等3项措施。四
是在加强财税金融支持方面，
提出统筹用好外经贸发展专

项资金等现有资金渠道，落实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加
工贸易企业信贷支持和出口
信用保险支持力度，更好满足
企业汇率避险和跨境人民币
结算需求等2项措施。五是在
强化要素保障方面，提出强化
交通物流与用能保障、满足多
层次用人需求等2项措施。六
是在优化加工贸易管理与服
务方面，提出支持拓展国内市
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适时
调减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
录，进一步优化相关措施，创
新海关监管机制等2项措施。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表
示，加工贸易是我国开放型经
济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
分，仍是拉动中西部、东北地
区外贸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稳
外贸稳外资、稳住产业链供应
链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地
方和部门，积极推进重点工
作，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密切
协作，为加工贸易持续健康发
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10部门出台意见
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

国家将从6方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冰瀑飞虹”
这是1月2日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拍摄的“冰瀑飞虹”。
当日，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出现“冰瀑飞虹”景观。 新华社发

山东齐河：年产粮22亿斤背后的“粮”事与本事

乡村行·看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