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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农业（种植业）、畜牧业、林业

和渔业产值分别同比增长 9.5%、2.4%、

17.5%和19.2%。主要畜产品供应充足，

生猪出栏量同比增长1.4%，牛、羊出栏

量均增长 3.7%。农业产品结构更加优

化，蔬菜及食用菌产量同比增长2.2%，

水果产量增长8.0%。

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增长热点竞相

涌现。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长4.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

零售同比增长 4.1% ，餐饮收入增长

9.8%。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 6.0%。出行类商品消费持续

助力，限额以上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7.5%，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近1.3

倍；限额以上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额

增长9.4%。升级类商品消费持续向好，

限额以上通讯器材类，体育、娱乐用品

类，书报杂志类零售额均实现快速增

长，分别同比增长33.0%、32.9%、27.5%；

限额以上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7.8%。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向好，新动能蓄

势聚力。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同比增长 1.23 倍，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4%，第三产业投资增长0.4%。新动能

投资增长势头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

比增长 12.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

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5%和

16.2%。民间投资活力增强，同比增长

2.8%。重大项目引领突出，全省新开工

亿元以上项目个数比上年同期增长

10.7%，完成投资额增长37.1%。

吉林省连续两年实现首季“开门红”

大漠戈壁、高原雪山、雨林盆地，广

阔的中国西部地区，涵盖12个省份，地

区生产总值占全国 21.5%，关乎国家总

体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特别是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后，西部地区不

断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一个更具活力、更加开放、更加美

丽的中国西部，正在新起点上乘势谱写

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创新升级中着力激活发展动能

矿泉水瓶盖大小的光栅薄片上，绿

光闪烁间雕出2万条粗细不到半根头发

丝的线——在陕西西安中科微精光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家用飞秒激光

“雕刻”的企业正在精密制造领域带来

更多突破。

四川成都新都区，航空发动机配套

产业基地首发区10栋标准化厂房已经

完成建设，已有 11 家相关企业意向入

驻。目前，新都区已初步建成包含航空

大部件、航空发动机、民用大飞机三大

板块的四川成都航空产业园。

放眼西部，以创新孕育新动能的画

卷正徐徐展开。

川渝联合打造电子信息、汽车、装

备制造、消费品等4个万亿级产业；宁夏

中卫建成西部云基地，已有大型超大型

数据中心14个，标准机架6.7万个；陕西

光子产业总产值两年多来以每年超过

50%的速度递增，企业数量从不足 100

家增至320余家……西部地区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能日益增强。

据统计，西部地区已打造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9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和电子信息、航空等5个国家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工业增加值由2019年的

5.8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8.1万亿元。

总投资53亿元，涉及光伏组件、光

伏发电等多个项目……不久前，甘肃嘉

峪关市新能源产业项目及送出工程集

中开工。近年来，“戈壁钢城”加快布局

新能源产业，已形成年产15万吨风电塔

筒、25万吨光伏支架、1吉瓦高效光伏组

件的生产能力，光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

量达到193万千瓦。

广阔的西部地区，有着众多独特资

源优势。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西

部地区加快培育发展特色产业：甘肃、

宁夏等依托风能、光能谋划新能源产

业，新疆把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做成品牌

走出国门，贵州促进磷化工、煤化工等

产业向高端延伸……

持续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充分发

挥比较优势，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迈出更

大步伐，地区生产总值从2019年的20.5

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26.9万亿元，年

均增长4.9%，增速居四大板块之首。

开放融合中更好显现区位优势

重庆团结村中心站，西部陆海新通

道铁海联运班列驶向南方，两日后便可

抵达广西钦州港，搭载的货物由此运至

东南亚国家。与此同时，一列列装载家

电和机械设备的中欧班列经新疆霍尔

果斯口岸出境，踏上欧洲之旅。

立足西部，列车轰鸣声替代古代驼

铃，一个个国际大通道由此生发，联结

起区域开放发展之路。今年以来，西部

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运输集装箱

货物已突破 20 万标箱，创历年同期新

高；截至 4 月 9 日，霍尔果斯铁路口岸

2024年已开行中欧班列2055列。

因地制宜、同向而行、分工明确，西

部各省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着

力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

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示

范区、“一带一路”对外交往中心加快建

设；新疆以重点开放平台为抓手，推动“一

带一路”核心区建设迈上新台阶；内蒙古

深度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突破曾经的区位劣势，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正在西部

形成。统计数据显示，过去5年，西部地

区累计开行中欧班列 3.5 万列，占全国

总数的 50.5%；2023 年西部地区进出口

总额达3.7万亿元，较2019年增长37%；

布局建设 6 个自贸试验区和 40 个综合

保税区。

迈出西部，放眼全国。不断拓展区

际互动合作，西部地区在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发挥积极作用。

走进地处粤桂两省区交界处的广西

玉林市，粤港澳大湾区和北部湾经济区

在这里“牵手”。北流市民乐镇轻工产业

园里，广西瑞喆箱包有限公司的生产线，

高峰期一天可下线7万多个化妆包。

“公司从珠三角转移回来，从签约

到投产不到半年，专为国外高端化妆品

牌做配套，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公司负

责人陈勇立说，订单已排到今年7月。

广西推动产业主动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青甘渝

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北部湾、

呼包鄂榆、宁夏沿黄等城市群互动发

展；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东数西算”加

快推进……东西部地区进一步实现优

势互补、发展互济，区域差距在发展中

持续缩小。

绿水青山中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春日暖阳下，三江源的冰雪化作涓

涓流水，奔涌向东方。平均海拔超过

4600 米的可可西里，3 只 8 个月大的藏

羚羊宝宝正在藏羚羊“幼儿园”追逐嬉

戏。

种群数量增至7万多只，保护级别

从“濒危物种”调降为“近危物种”，藏羚

羊的保护成效是三江源生态向好的缩

影。

西部，资源丰富但环境脆弱的生态

重镇，肩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

任。近年来，随着重点生态工程深入实

施、重点区域综合治理稳步开展、绿色

发展加快推进，西部地区不断探索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风吹草低的内蒙古，牧民们接回觅

食的牛羊，迎来一年一度的休牧期；铝资

源丰富的广西不断向“绿”探索，以技术改

造大幅降低耗电量；川渝两地加强区域

联防联控提高污染天气应对能力……

一组数据更显说服力：西部大开发

战略实施以来，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超过3.2亿亩，森林覆盖率显著提高；长

江干流、黄河干流全线达到Ⅱ类水质；

汾渭平原2023年PM2.5浓度较2019年

下降18.8%……

良好生态环境事关人民幸福生

活。厚植民生福祉，始终是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要义。

前不久，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农

业合伙人”刘思胜大棚里的辣椒进入采

摘高峰期。“我管理的19个棚两天时间

就摘了4万多斤辣椒，这茬辣椒能摘到7

月份，接着再种番茄，一年能赚近30万

元。”老刘笑容里透着踏实。

这个全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集

中安置区，居住着20多万来自西海固的

移民群众。昔日戈壁荒漠，如今春光无

限。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

利，西部地区 5086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56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以往“一方

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诸多贫困乡村，

交通日益便利、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

境改善，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

步履铿锵。

广袤的西部土地上，民生短板日渐

补齐，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2.4万元增长

至2023年的3.1万元，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提升至59.94%。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持续

出台促进青年就业创业支持政策、加快

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西部

各地民生清单里的一项项务实举措，让

百姓的美好生活期待不断照进现实。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新成效综述

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 黄垚 李晓婷

这是舟山朱家尖南沙景区

内的巨龙沙雕（4月22日摄）。

4 月下旬，第二十五届中国

舟山国际沙雕节作品在浙江省

舟山市朱家尖南沙景区内创作

完成。这是浙江舟山为了迎接

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而呈现

给游客们的特色旅游展示项目

之一。

本届沙雕节以“沙绘龙年

山海传说”为主题，通过沙雕这

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来展现传统

中国龙文化和《山海经》的奇幻

传说。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 邹

多为）第六届全球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大会将于5月8日至10日在深圳

召开，这是中国首次举办这一AEO领域

最高级别的全球性会议。

在23日举行的海关总署例行记者

通报会上，海关总署企业管理和稽查司

司长林建田发布了上述消息。

据介绍，AEO制度是指世界海关组

织倡导的，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

全水平较高的企业给予优惠便利的一

项认证制度。

林建田表示，作为海关最高信用等

级企业，AEO企业可以享受优先办理、

减少监管频次、优化服务等一系列优惠

管理措施，有效降低企业国际贸易成

本，提升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海关总署全力推进AEO国

际互认进程，加大 AEO 企业认证培育

力度。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新加坡、欧

盟等 26 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

覆盖52个国家（地区），互认协议签署数

量和互认国家（地区）数量都保持了世

界双第一。

海关总署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24 年 3 月底，全国 AEO 企业为

5860 家，占有进出口实绩企业数量的

1.19%，占进出口总额的36.31%，为我国

开放型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林建田介绍说，全球AEO大会每两

年举办一届，自2012年以来，已分别由

韩国、西班牙、墨西哥、乌干达和阿联酋

承办五届，主要探讨推动AEO国际互认

合作、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等事

宜。今年大会主题为“发挥AEO制度优

势，促进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贸易”。

截至目前，共有400余名外宾完成报名。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 魏

玉坤）统计是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

性工作，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23日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统计

法修正草案，突出加强统计监督，加大

法律责任追究力度，着力解决统计造假

等突出问题。

据悉，现行统计法自1983年颁布以

来，经过1996年、2009年两次修订，在规

范、指引、保障统计工作有序开展，有效

组织统计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统计工作

面临着统计造假屡禁难绝、统计监督体

系尚不完善、统计违法成本低等问题。

针对统计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将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实践中成熟有效的

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有利于发挥法治

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中的规范保障

作用。

共14条的统计法修正草案主要规

定的内容包括：一是坚持党对统计工作

的领导；二是进一步加强统计监督；三

是进一步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四是加

大法律责任追究力度。

其中，针对进一步加强统计监督，

修正草案明确，在立法目的中规定“加

强统计监督”。规定国家构建系统完

整、协同高效、约束有力的统计监督体

系，统计监督应当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

协调，形成监督合力。统计机构根据统

计调查制度和经批准的计划安排，对各

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国家重大经济社

会政策措施情况进行统计监督。

在加大法律责任追究力度方面，

修正草案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

他组织拒绝提供、迟报统计资料等违

法行为，进一步提高罚款额度。企业

因违反本法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记入信用记录并向社

会公示。

中老铁路D88次国际旅客列车5号

车厢被装扮一新，两幅25米长的《兰亭

集序》书法长卷高挂在车厢顶部，古色

古香的中国书法作品挂画在车厢内随

处可见。乘客在座位上专注地用毛笔

一笔一画写下中国汉字，浓浓的文化气

息弥漫在车厢的每个角落……

日前，由老挝中国文化中心、老中

铁路有限公司主办，中老铁路万象运营

管理中心承办的“兰亭·雅集”中国书法

主题活动走上火车，为乘客带来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文化体验。

“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火车上

体验中国书法真有趣！”老挝乘客桑盖

尔达说。之前桑盖尔达只在电影上看

过中国书法，这次亲身体验中国书法艺

术使他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浓

厚兴趣。“今后我想更深入学习中国书

法艺术，用学到的书法技艺来书写老挝

文字。”桑盖尔达说。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中国书法，感

觉有些挑战性，但又趣味十足。”另一名

老挝乘客拉达万说。她认为，这样的文

化活动很有意义，促进了老中两国民间

文化交流，增进了对双方文化的了解。

“老中两国都有优秀灿烂的文化，应该

互相学习，我希望双方能有更多的文化

交流活动。”

曾在中国留学、热爱写作和绘画的

老挝姑娘米内对中国书法情有独钟，她

用毛笔在纸上写上她的中国名字——

“彭缇雯”。“今天的书法体验活动我很

喜欢，感到很有趣，车厢内的装饰让我

眼前一亮，很开心能学习到更多中国文

化知识。”米内说。

有趣的书法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

乘客参与其中。来自浙江宁波的张女

士日前第一次来老挝旅游，当天恰好乘

坐中老铁路回国，她用毛笔写下八个字

“中老友谊，万古长青”。

张女士说，来老挝后觉得老挝人民

很友好，也学习了老挝的文化和历史，

增进了对老挝的了解。“有幸在回国的

列车上体验书法活动，真是一生难得的

机会，这为我的老挝之旅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

老挝新闻、文化和旅游部遗产司副

司长普亨在当天活动上致辞时说：“此

次书法体验活动内容丰富，意义重大，

在收获乐趣的同时也为老挝人民了解

中国书法的悠久历史和重要性提供了

良好契机。中国是非遗大国，老挝也有

很多非物质文化等待发掘，希望老挝和

中国更多开展非遗保护交流合作，促进

老中文明交流互鉴。”

（新华社万象4月23日电）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 高

敬）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环境状况和环

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23日提请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报告显示，2023 年，全国生态环境

质量稳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指

标均顺利完成年度目标，好于“十四五”

规划目标时序进度要求。

报告指出，2023 年，空气质量保持

长期向好态势，其中重点区域空气质量

有所改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

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PM2.5 平

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2.3%、下降6.5%。

我国管辖海域海水水质总体稳中趋

好。全国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

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地表水环境质

量持续向好，重点流域水质改善明显。黄

河流域水质首次由良好改善为优，海河流

域水质由轻度污染改善为良好，松花江流

域水质持续改善。长江干流连续4年、黄

河干流连续2年全线水质保持Ⅱ类。

报告称，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

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

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一是生态

环保结构性压力依然较大。我国产业

结构高耗能、高碳排放特征依然突出，

能源结构偏煤，货运仍以公路燃油货车

为主。“十四五”以来能源消费和二氧化

碳排放增速明显快于“十三五”时期。

二是生态环境改善基础还不牢固。三

是生态环境安全压力持续加大。四是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还需健全。

今年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如何确定？

报告提出，2024年生态环境主要目

标按照稳中求进原则设置，全国地级及

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地表水Ⅰ至Ⅲ类水质断面

比例等生态环境质量指标确保好于“十

四五”规划目标时序进度要求，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3.9%左右，氮氧

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需氧量、氨氮

排放总量持续下降。

今年要切实加强生态环境立法和

督察执法，积极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

设，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积

极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

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守牢

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加快构建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

这一海关推动贸易便利化的
全球性会议将首次在中国举办

新华社记者 马淮钊 赵旭

“ 在 火 车 上 体 验 中 国 书 法 真 有 趣 ”
——“兰亭·雅集”中国书法主题活动走进中老铁路

我国拟修法进一步加强统计
监督加大法律责任追究力度

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稳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