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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抓项目、抓大项目”

的热潮在荆楚大地涌动。在

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中国

信科集团高端光电子器件和

5G 移动通信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开工建设。中国信科集团董事长鲁国庆

告诉记者，该项目占地 386 亩，总投资 153 亿

元，主要开展高端光电子器件、5G 移动通信

设备等研发生产，着力打造绿色化、智能化、

运营数字化的智能工程。武汉市东湖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洁表示，以扩大有

效投资为抓手，2022 年该区地区生产总值将

向 3000 亿元目标冲刺，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世界光谷”。

武汉东湖高新区是湖北保稳促进、再续

精彩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湖北今年一季

度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1913 个、总投资 1.4 万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681 亿元，涉及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等各个领域。其中，

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投资占 65.4%，基础

设施占 23.7%；百亿元以上项目 22 个，50 亿元

以上项目 52 个，重大项目数、平均投资额均

为历年同期最多。

记者了解到，湖北今年一季度开工的重

大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项目质量高、引领带

动强的特点，不少项目为“总部”“研发中心”

“全产业链”。“一切盯着项目转，一切盯着项

目干。”武汉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做

优项目服务，推动要素跟着项目走，把开工率

变成投资率，并瞄准总部企业、头部企业、最

终产品企业招商。

在武汉市，总投资 50 亿元的中国电子云

全球总部项目、总投资 36 亿元的红河华中总

部项目、总投资 18 亿元的 EMS 全产业链国产

化项目等引人关注，以绿色为关键词的新能

源、新材料、文旅等领域的投资项目也占据相

当数量；在宜昌市，有葛洲坝水泥当阳绿色建

材产业园项目、屈原老家文化旅游开发项目

等；在襄阳市，今年 1 月 24 日签约的投资 100

亿元的比亚迪襄阳产业园项目，目前已完成

公司注册、项目备案、征地拆迁、土地挂牌等

工作，正以每天 15 万立方米的工程量加快推

进土地平整。

湖 北 省 发 改 委 主 任 陈 新 武 表 示 ，湖 北

将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上，加快实施一批

大产业、大交通、大城建、大环保、大文旅项

目，抓实工作推进机制，抓细精准调度，抓

好集中开工、集中拉练、集中谋划“三集中”

活动，确保实现湖北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

“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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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多地重大项目密集

开工或发布 2022 年重大项目投资

清单，以项目建设“加速度”奋战全

年“开门红”。

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发布的投

资额合计达数十万亿元，呈现出体

量大、发力早、推进快等特点。比

如，湖北省 2022 年一季度开工亿元

以上项目 1913 个，总投资 1.4 万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3681 亿元；2022

年北京市将继续实施“3 个 100”市

重点工程，总投资约 1.2 万亿元，年

内计划完成投资 2802 亿元；江西省

计划一季度开工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共 2051 个，总投资 1.2 万亿元。

这些重大项目将带来什么？

为地方发展强基础。重大项目

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我国尚处在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

力巨大。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正在爬

坡过坎的关口，尤其是一季度经济

增长面临较大压力，要采取有力措

施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充分发

挥投资对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

关键作用。

今年，多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投资方向除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

建设及新型城镇化项目外，5G 网

络、工业互联网、千兆宽带、算力算

法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成为重点，

这些项目不仅有助于当前稳增长，

更将为长远增动能。

为产业升级壮筋骨。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首先要把项目的“苗”选

准、育好。近年来，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实施，企业创新投入不断加大，我国高技术产业

投资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重大项目涉及的产业链长、受

益面广，以此为抓手，有助于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

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等领域，有效推动传统产业提质

发展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

为改善民生添福祉。当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现

象还比较突出，无论是夯实发展基础，还是补齐短板弱项，都

需要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

造、城镇燃气老旧管网改造、生态治理、防灾减灾、养老托幼

等重大项目建设，都是直接关系民生福祉

的“关键小事”，随着项目的逐渐落地，将进

一步提升民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2 月 16 日，江西省 2022 年省市县

三级联动推进重大项目开工暨“项目大

会战”动员大会召开。据了解，江西省

今年一季度计划开工亿元以上重大项

目 2051 个，总投资 1.2 万亿元，其中省

大中型项目 903 个，总投资 7495 亿元。

近年来，江西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坚持

“项目为王”，奋力交出抓项目、扩投资、促发展的亮丽成

绩单。2021 年，江西省一大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建成

投运，3067 个省大中型项目完成投资 11950 亿元，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 10.8%，为稳定发展大局发挥了“压舱石”

作用。

去年年初，江西省出台实施方案，提出开展为期三

年的工业、农业、服务业、重大基础设施、新基建、公共

服务六大领域“项目大会战”，力争每年完成投资 1 万

亿 元 以 上 。 江 西 省 发 改 委 党 组 书 记 、主 任 张 和 平 介

绍，从今年一季度 903 个纳入省级层面调度的省大中

型项目来看，项目体量均为亿元以上，项目平均投资

超过 8 亿元。项目结构也凸显江西特点，瞄准国家重大

战略、新动能培育等领域，着力谋划储备一批航空、电

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升级项目，重大交通、

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和“补短板”项目，以及一批生态

环保等项目。其中基础设施项目 108 个，总投资 1092 亿

元；产业升级项目 614 个，总投资 5400 亿元；公共服务

项目 141 个，总投资 801 亿元；生态环保项目 40 个，总

投资 202 亿元。

江西省发改委投资处处长傅小鹏介绍，为加快推动

项目实施建设，江西将对省大中型项目实行台账管理、

按月调度、按季通报，对调度发现进展缓慢项目，进行

“红黄牌”管理，帮助查找原因并推动分类别、分层级、分

权限予以协调解决、重点推进。

同时，按照“资金和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切实

推动各地、各部门将生产要素优先保障重大项目。此外，

继续将各地重大项目建设工作纳入高质量发展考评，探

索建立重大项目推进与中央资金争取、专项债券资金安

排、用地计划申报等奖惩挂钩机制。

2 月 7 日，春节后的首个工作日，陕

西榆林经开区佰嘉瑞 120 万吨甲醛及

下游工程项目现场举行了榆林市一季

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该项目由

江苏三木集团投资 150 亿元建设，建成

后预计年产值 180 亿元、年利税 10.92 亿元，可带动就业

2600 人。

据介绍，该项目以甲醛为原料向下延伸生产化工新

材料，能效水平、工艺技术和污染排放主要指标达到国

际行业领先水平，将加快榆林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

化、低碳化进程。“煤化工产业潜力巨大、大有前途。”榆

林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孙守洋表示，榆林经

开区将继续推动建设世界一流高端能源化工基地，加快

高质量发展。

榆林经开区要求重点加强资源要素的协调保障，及

时解决相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把园区发展

水平提升到更高层次、更高阶段。

当日，陕西省召开高质量项目推进会，举行了 2022

年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今年，陕西省安排省

级重点项目 620 个、年度计划投资 4600 多亿元，其中创

新驱动、先进制造类项目占比 35.3%，年度计划投资占

比 24.4%。一季度集中开工省市重点项目 963 个，年度

计划投资 1873 亿元。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张晓光表示，陕西将确保

各市级新增土地指标用于省市重点项目的比例不低

于 60%；试 点 区 域 新 批 工 业 用 地 不 低 于 40%按 照“标

准 地 ”供 应 ，将 有 限 的 资 源 用 在 高 质 量 项 目 建 设 的

“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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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临港新片区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位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的宁德时代产业项目建设工地举行。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上 海 是 全 国 第 二 批 数 字 人 民 币 试 点 城 市 ， 在

试点进程中，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作为试

点 运 营 机 构 ， 围 绕 民 生 “ 衣 食 住 行 ” 积 极 布 局 ，

建造消费场景。

不 久 前 ， 邮 储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与 春 秋 航 空 合

作，通过数字人民币“硬钱包”成功实现双离线

环境下的消费与支付。在春秋航空上海飞往厦门

的航班上，一位乘客像往常一样，在航班上选购

春 秋 航 空 特 色 产 品 时 ， 通 过 可 视 卡 式

“ 硬 钱 包 ”， 在 乘 务 员 手 持 的 支 付

终 端 上 轻 轻 一 贴 ， 便 完 成 支

付。此次不同于此前使用手

机支付数字人民币，是收

款 方 和 付 款 方 都 在 无 网

络 环 境 下 完 成 了 消 费 和

支 付 ， 乘 客 无 需 使 用 手

机，只需手持可视卡式

“硬钱包”一贴即可完成

支 付 ， 且 消 费 后 “ 硬 钱

包”右上角的电子墨水屏

窗 口 可 清 晰 查 看 消 费 金

额、卡片余额、支付次数。

结 合 普 惠 金 融 、 惠 民 服 务

等特色，邮储银行上海分行紧扣老

人数字鸿沟、城市数字化转型、脱

贫攻坚、普惠金融等重大战略，充

分考虑客户体验度及便利性。在数

字人民币业务上，坚持积极稳妥的

原则，重点围绕居民日常消费、数

字党建、医院民生、交通出行等众

多领域，构建数字金融生态圈。

同时，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充分

发挥邮银协同优势，在上海地区的

邮 政 网 点 推 进 数 字 人 民 币 受 理 改

造，可支持邮费、包裹、邮票，其

中报刊系统已进行整合，目前可支

持受理数字人民币。此外，还对邮政速递营业员

手持 PDA 进行技术改造，营业员在通过 PDA 完成

物品收寄处理后，客户可选择使用数字人民币的

付款方式进行支付。此项目的上线运行，可充分

借助邮务网点点多面广的优势，灵活、便捷的提

高数字人民币的公众参与度。

随 着 数 字 人 民 币 试 点 场 景 的 进 一 步 拓 展 和 建

设，未来，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在数字人民币的推

广 上 将 进 一 步 加 强 与 头 部 企 业 合 作 ，

紧 紧 围 绕 民 生 角 度 ， 把 握 市 场 、

抓住机会，充分利用数字人民

币的优势，积极探索打造更

多创新服务民生场景，不

断 将 数 字 人 民 币 注 入 到

更 多 的 生 活 领 域 ， 让 用

户 体 验 到 数 字 人 民 币 的

便利。

（数据来源：邮储银

行上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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