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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崔文苑报道：在广东省
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广东省委副书记、
省长朱小丹向大会作 2013 年政府工作报
告表示，去年广东 GDP 达到 5.7 万亿元，仍
位居全国第一。过去 5 年广东 GDP 平均增
速为 10.2％，未来 5 年广东 GDP 增长目标
是“保 8”。报告还首次提出了珠三角“九年
大跨越”。

报告显示，2012 年广东省人均生产总
值达到 54000 元，约合 8550 美元。来源于
广东的财政总收入和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均实现翻番，分别达到 1.47 万亿元和
6228亿元。

在小组审议中，代表们进一步分析广
东省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目前广
东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转型升级和提
质增效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调结构与稳增
长平衡协调和国内区域竞争的挑战更加严
峻，以及城乡发展不均衡等。

林雄代表表示，要重视外贸经济的转
型升级，加快外经贸战略转型发展，包括加
大出口信用融资支持力度及加强全国加工
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和东莞试点城市建

设，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增强研发能力。
“2012年，广东省民营企业对经济贡献

率达到 52％，税收占比达 54％。”让刘志庚
代表欣喜的是，2013 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
告明确提出，今年广东省将推动大型骨干
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加快发展，重点帮扶
500家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发展。

2013 年广东财政将投入 592 亿元用
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集中办好 10 件民生实
事。其中包括促进创业 10 万人，新增城镇
就业 120 万人，企业退休人员记本养老金
增长 10％；促进教育均衡协调发展，在东
西 北 地 区 创 建 100 个 教 育 强 镇 ；解 决
150.4 万农村居民引水安全问题；对 60 万
异地务工人员实行见面技能培训等。揭阳

市委书记陈绿平代表表示，应以民生引领
经济发展，“将发展民生真实体现在经济发
展中，首先明确发展目的是为了增进百姓
福祉，而非片面注重发展目标；其次，重视
民生需要而不是政绩；再次同步发展民生，
而非先发展经济后发展民生”。

在今年的广东省两会上，发展现代农
业也成为讨论热点，2013 年广东省要实
施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系列工程，并扶持
农民农业合作社，农产品流通市场和种养
大户三种经营主体，培育现代农业园区等
发展载体。韶关市市长艾学峰代表表示，

“要大力发展有机农业、订单农业，把韶关
建成珠三角地区以及港澳优质农产品供
应基地。”

广东：

未来5年GDP增长目标“保8”

本报讯 记者梁剑箫 赖永峰报道：5年累计投入财
政性资金 1400亿元实施民生工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由 11222 元增加到 19860 元，年均增长 12%；农民人
均纯收入由4098元增加到7828元，年均增长14%⋯⋯这
是记者日前从江西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得到的数据。

据悉，江西今年将筹集财政性资金700亿元，集中办好
利民惠民的实事76件，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实现城
镇新增就业45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50万人，继续实
施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

江西还将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会保障能
力建设。继续实施“三房合一、租售并举”制度，新开工
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32.24 万套，竣工 22 万套，对 7 万
户农村困难群众危房及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26 万户农村
危旧土坯房进行改造。江西还将实施《罗霄山片区区
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推进原中央苏区和特困片区
扶贫工作，抓好 3400 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扶贫。

同时，为了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大力推进“森
林城乡、绿色通道”工程建设，努力建设秀美江西，今年全
省力争完成植树造林 230 万亩以上，加大对“五河一湖”
保护力度，实施鄱阳湖湿地、东江源头生态修复与保护工
程。新增 200 个集镇、8000 个村点开展农村垃圾无害化
处理，抓好城镇、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管网配
套。此外，今年还将开展六大节能工程，实施节能技改、
节能技术产业化示范等项目，力争形成年节能 200 万吨
标准煤的能力。

江西：

今年新增转移农村
劳 动 力 50 万 人

江西：

今年新增转移农村
劳 动 力 50 万 人

1月 29日，在陕西省佛坪县上沙窝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吴方森在为一名患者测量血压。

近年来，陕西省佛坪县财政累计投入 7000 余万元，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在乡村卫生网络建设方面，改扩

建镇卫生院 6 所、建成标准化村卫生室 59 所，使全县 59 个行政村每个村都有了卫生室，农民看病基本实现“小病

不出村”，患者本地就医率达 90%以上。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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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出
席天津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市
人大代表、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
局局长吴延龙日前向记者透露，天津
市将进一步扩大住房保障政策覆盖
面，今年拆迁改造城中村破旧房屋
120 万平方米，年内开工建设约 1.2
万户，2 万套、180 万平方米安置房
项目，使更多困难家庭在改善住房
中尽早受益。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天津外环
线以内最后 46个城中村改造已经于
去年春天全部启动，作为解决环城
四区农民住房问题的重要举措之
一，城中村改造今年再次列入全市
20项民心工程。

吴延龙对记者说，今年城中村改
造将按照“拆建结合、定向安置”原
则，加快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建设，实
现安置房全覆盖，今年年内计划竣工

1 万套安置房。在做好村民安置基
础 上 ，妥 善 解 决 村 民 长 远 生 计 问
题。充分听取村民对城中村改造的
意见，尊重村民改造意愿，营造和谐
的氛围。

天 津 城 中 村 改 造 还 将 通 过 整
体 规 划 建 设 ，完 善 周 边 市 政 配 套
设施，提升区域环境和城市功能，
有效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和居住
环境。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报道：记者从黑龙江省两会上
获悉，今年黑龙江省继续构建以“十大重点产业”为主的
现代产业体系，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质量效益提升，
确保年度投资 2000亿元，推进 600个省级重点产业项目
建设，带动全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5200亿元以上。

在产业大项目中，重点抓好哈尔滨中小型燃汽轮机、
齐齐哈尔提速提重新型铁路货车、哈工大奥瑞德蓝宝石
等一大批技术领先、附加值高的项目。省长王宪魁强调，
要提供优惠政策，强化优质服务，促进项目尽快落地。

黑龙江省还将围绕绿色食品、稀有矿产、高科技产业
等新增长点，抓好一批技术创新、精深加工项目。同时，
对现有产业引导和促进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发展精深加
工，提高附加值。大力推进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建设，根据
区域布局，适当增加新的省级重点园区。

在推进产业大项目建设同时，加快工业结构转型升
级。全省深入实施工业“双百工程”，促进结构优化、产品
更新，提高产业市场核心竞争力。深度开发“原字号”，对
煤、木、粮、油、矿等资源加工产业，增强技术创新和产品
研发能力，延伸产业链条，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培育壮大“新字号”，对新材料、生物、现代装备制造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扶持力度，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市
场消费点和就业拉动点。另外，哈大齐工业走廊要发挥
科技要素聚集的优势，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向高端化发
展。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以服务实体经济为重点，加快
发展金融、信息、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生产性服务业；大
力发展住宿、餐饮、家政、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

黑龙江：

今 年 推 进 600 个
重点产业项目建设

天津：

今年实现安置房全覆盖
天津：

今年实现安置房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去年，
海南省委、省政府兑现了向群众承
诺的“十件民生实事”。今年海南省
两会，“惠民生”再次成为政府工作
报告中的亮点。与往年不同，今年
的十件民生实事由海南省委、省政
府问计于民后确定，向全社会征集
意见，全部都是民众反映较为突出
的问题，建保障房、稳定物价等群众
最为关心的话题将重点解决。

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
让海南群众享受到改革开放、国际
旅游岛建设的新成果，开工建设 3.5

万套保障性住房；新增常年蔬菜基
地，稳定物价；提高养老金、新农合
财政补贴；农民小额贷款财政补贴，
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全覆盖等 10 件
民生实事要逐一落实。

记者注意到，今年的“十件民
生实事”更依赖财政支出。例如，
加强价格调控和市场监管，确保重
大节假日期间和灾害天气居民生活
必需品价格水平基本稳定，适时启
动城乡低收入群体补贴与物价上涨
联动机制；海南全省 62 万新农保
领取待遇人员基础养老金由每月 85

元提高到 100 元，将 487 万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参合人员财政补助标准
由 每 年 240 元 提 高 到 280 元 ， 将
171 万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财政补助标准由每年 240 元提高到
280元。

海南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克
服工作中的困难，实现快速发展，
必须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
政府管理创新，努力建设清廉政
府，坚持依法行政，大力营造良好
投资环境，切实加强作风建设，加
强廉政建设。

海南：

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提高到每月100元

本报拉萨1月30日电 记者代玲 夏先清报道：记者
从西藏自治区两会上获悉，2013 年，西藏将加快实施安居
工程，整合资金 87487 万元，解决剩余 52035 户农牧民安居
房建设，确保 46.03万户农牧民全部住进安全适用的房屋。

安居工程作为今年西藏自治区为民办好的“十件实事”
之一再度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话题。自 2006年以来，西
藏自治区坚持“宜改则改，宜建则建，宜迁则迁”的原则，尊
重农牧民群众的自愿选择和生活习惯，最大限度地改善农
牧民的居住条件，实施以农房改造、游牧民定居和扶贫搬迁
为重点的农牧民安居工程。截至 2012年底，累计完成农牧
民安居工程 40.83 万户，完成投资 246 亿元，210 万农牧民
圆了“安居梦”。

西藏政协委员、林芝地区察隅县上察隅镇镇长察多说，
林芝地区是全区实施安居工程最早的地方之一，现在几乎
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漂亮的新房子。但是全区还有个别地方
没有完成安居房的建设，这次会上提到要加快实施安居工
程，很受鼓舞，希望全区群众早日住上漂亮的安居房。

西藏人大代表、那曲地区比如县茶曲乡吾塘村党支部书
记索朗卓玛说，近年来，党和政府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民生问
题。今年，剩余的5万多户农牧民的安居房建设问题也将解
决，以安居工程为突破口的新农村建设又将取得新的成绩。

西藏：

今年所有农牧民将住进安居房

本报讯 记者文晶、通讯员吕毅报道：出席今年安徽省
人代会的芜湖代表团代表、安徽鲁班新农村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汪锡文在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后很兴奋：“2013
年起，每年全省要重点建设 1500 个左右中心村，治理 1 万
个左右自然村。按照‘四化’同步、‘三农’统筹的原则，我们
搞新农村建设更有奔头了！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的描述，让我们建设大浦乡村世界的思路也更清晰了！”

芜湖大浦新农村建设试验区是现代农业万亩标准化良
田，在实现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吸纳千余农村富余劳动
力就业。近年来，芜湖市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已累
计调度资金 160多亿元支持县区建设发展。

2012年安徽开展了2300个村庄整治试点，启动千万亩
森林增长工程，除险加固647座中小型水库。“这些工程使农
村面貌焕然一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仅强调坚持产城
一体、宜业宜居、功能齐全、生态优美原则，也强调发挥产业
发展、吸纳就业等功能。这具有重大意义。”

汪锡文告诉记者，产业支撑是建设美好乡村的强力支
撑，大浦示范区引进芜湖东源新农村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围
绕食用菌等优势产业，建设技术研发中心、特色生产基地和
批发市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村貌改观。目前全省示范区共引进 185 家龙头企业，建立
106 个专业合作社，围绕主导产业建设基地，开展农副产品
种植养殖、深加工和销售产业化发展，延伸了产业链条，提
高了农产品附加值。

安徽：

每年重点建设1500个中心村

本报讯 记者冉瑞成、通讯员董育彦

报道：在重庆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市长
黄奇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推进

“6+1”工业集群发展。其中，页岩气赫然
在列。

据专家预测，重庆页岩气地质资源潜
力达 12.75 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潜力达
2.05 万亿立方米，位居全国第三。2009
年，国土资源部油气战略研究中心在重庆

綦江启动了我国首个页岩气资源勘查项
目，这标志着继美国和加拿大之后，中国正
式开始这一新型能源页岩气资源的勘探开
发。2010 年 10 月，重庆市国土房管局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合作，成立了油气资
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页岩气研究
中心。同时，全国页岩气先导试验区项目
管理办公室也花落重庆。2011 年 5 月，重
庆与全球最大油气服务商斯伦贝谢公司签

署页岩气战略技术合作框架协议，专门成
立页岩气技术服务公司，为重庆乃至全国
页岩气开发提供技术服务。2012 年 6 月，
重庆市政府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国开投计划投资 300亿元，
在页岩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利用等方面和
重庆开展广泛深入合作，同时探索成立重
庆市页岩气开发专项基金等。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重庆市国土房管

局在黔江，中石化在彭水、梁平、涪陵，中石油
在永川等地已钻探了10多口页岩气井，其中
有7口获得工业气流。单井最大出气量能达
到10万立方米/天以上，商业化前景较乐观。
重庆正着力攻克页岩气技术难关。

重庆市委、市政府已决定将页岩气的开
发利用列为今后5年至10年的一项战略措
施，力争把重庆建成全国页岩气开发的主战
场。为此，重庆明确了发展战略：一是加快推
进页岩气的勘探开采工作，力争到 2015 年
形成 15 亿立方米至 20 亿立方米的年开采
量，到 2020 年形成约 100 亿立方米的年开
采量；二是着眼今后页岩气开采量的增加，
谋划布局天然气化工产业；三是针对页岩气
开发需要而提供采掘设备和技术服务。

重庆：

规划到 2015 年形成 20 亿立方米页岩气年开采量

本报乌鲁木齐 1 月 30 日电 记者乔文汇从正在召开
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获悉：2012
年，新疆确定了 25 类 90 项民生工程，并全部如期完成。财
政用于民生建设总支出达 1975 亿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的 72.6%。

去年，新疆继续开展“民生建设年”活动，健全了民生资
金投入保障机制，建设完成 31.5 万套安居富民房、1.25 万
套定居兴牧房和 27 项定居兴牧水源工程；60 万农村人口
安全饮水问题得到解决；泽普—喀什、泽普—和田天然气利
民工程主干线建成，惠及南疆 400 多万各族群众；学校、医
院抗震加固改造基本完成；全面落实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
村、基层、企业就业，以及支教支农支医扶贫的各项政策措
施；提高了 560 多万名特别是边远艰苦地区基层干部职工
的收入待遇。

新疆：

去年七成财力投向民生

本报讯 记者刘麟报道：今年湖南省两会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出现了 23 个名词解释，3D 打印、流通再造、绿色信
贷、环境责任保险、“百千万”成长工程⋯⋯这些新名词写进
了政府工作报告，也成了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3D 打印”首次写进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要落实强化
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重点在新能源汽车、3D 打印装备等
领域，培育一批国家级企业技术创新平台。代表委员们一
看到报告中出现的“3D 打印”就热乎起来，这个新名词彰显
了省委、省政府用新技术带动创新型湖南发展的决心。其
实，“3D 打印”离我们很近，海归科学家许小曙回到家乡湖
南创业，成功研发出了新一代 3D 打印机，半天时间就打印
出一把能演奏的精美二胡。有人预计，3D 打印技术将改变
我们的生活、生产方式。

“流通再造”描绘了湖南县城、乡镇商业发展蓝图，为再造
农村消费市场的辉煌和打造农村内需“小城镇商圈”重要平台
提供了支撑。有代表认为，“城镇商圈”将是人流、物流、资金
流汇聚之地，不仅能让好商品下乡，也能让鲜活优质农产品进
城，“流通再造”将使湖南更加繁荣昌盛。

“创新有活力，创新要探索。”代表委员们认为，这些新
名词在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断出现，是湖南人思维和行动
的创新，也是湖南人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新使命。

湖南：

“3D打印”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编者按 近日，各省区

市 两 会 陆 续 召 开 。 就 业 、住

房、城乡统筹发展、经济转型

升级等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

告的重要内容，今年的工作重

点、政策措施也相继揭晓。本

报今天集中刊发相关报道，反

映各地两会期间传递出的最

新信息和发展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