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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工 程 形 成 新 支 撑
本报记者 顾 阳

南水千里润民心
本报记者 吉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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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位于石景山区八大处路的中关村

工业互联网产业园项目正紧张施工中。建成

后，这里将成为北京工业互联网产业园中体量

最大的一个，未来将为北京工业互联网创新发

展注入新动能。

在四川，总投资 268 亿元的 15 个电子信息

重大产业化项目日前在成都高新区集中开工，

它们在为成都电子信息产业补链强链的基础

上，将助力当地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电子信

息产业高地。

在广东，今年一季度 109 个重大新兴产业

项目在广州开发区签约动工，助力当地“万亿

制造”加快能级叠加、产业迭代、集群蝶变，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

签约就开工，起步即加速。新年以来，各

地各部门按照中央关于“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

施投资”的要求，持续推进“两新一重”项目

建设，“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有序实

施，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进一步加强，地方

债额度提前下达，一系列细化实化支持政策陆

续落地实施，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见行见效、提

质提效。

夯实经济增长压舱石

此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

表示，扎实推进“十四五”规划确定的 102 项

重大工程，是做好今年稳投资工作的重点之

一 。 他 强 调 ， 这 102 项 重 大 工 程 如 同 “ 大 套

娃”，目前已分解出 2600 多个项目，正在稳妥

有序推进实施。

据介绍，这 102 项重大工程中，既有事关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大事”，比如量子

信息、星际探测、科技攻关等引领未来发展的

关键性重大攻关项目，川藏铁路、雅鲁藏布江

下游水电开发、沿江沿海铁路等基础设施领域

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标志性工程等，也有兼顾民

生冷暖的“关键小事”，比如直接关系老百姓的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公共医疗设施建设、养老

托幼等一系列重大民生项目。

对于如何扎实推动“十四五”重大工程落

地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司长袁达表

示，狠抓项目落地实施，是今年要做的一项重

要工作。一方面加快细化工程项目清单，根据

项目特点明确可衡量、可考核的具体任务，另

一方面加强用地用海用能、金融支持等各类资

源要素保障，强化督导协调，扎实推动重大工

程项目落地生效。

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所研究员刘立

峰看来，稳定经济增长必须加大力度提振内

需，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当前，一定规模

的基础设施投资和重大工程建设十分有必要，

需要各方形成合力，通过政策靠前发力，加快

形成实物工作量，有助于加快形成有效投资，

发挥重大工程的“压舱石”作用。

“推动已经在建的项目加快建设进度，尽快

竣工投产一批。推动正在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加快进度，尽快开工建设一批。同时，与各地

谋划一批新的项目，形成谋划一批、在建一

批、竣工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袁达说。

筑牢基础设施新底座

近日，备受关注的“东数西算”工程全面

启动，这是继我国“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

之后的又一项重大工程项目。按照工程规划，

我国将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

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启动建设国家

算力枢纽节点，同时开展张家口等十个大数据

产业集群建设。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十四五”规划

纲 要明确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推进经济社会

数字化转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专家表示，随着数字经济的快

速发展，数据作为新一代生产要素，已上升为

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东数西算”作为重大新

型基础设施之一，将有力促进数字经济协调发

展，最大化消除东西部、城乡间在数字化转型

中出现的信息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 新 型 基 础 设 施 ， 主 要 包 括 信 息 基 础 设

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

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围绕这

三 个 方 面 开 展 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表示，新型

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

三“新”。

搭建了数字经济“新底座”。近年来，我国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快，不仅建成了全球

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完成了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布局，而且实现了

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

形成了高质量发展“新支撑”。我国利用信

息技术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带动经

济转型升级、保障改善民生的能力大幅提升。

在智慧能源领域，我国发布了全球首套煤矿专

用高可靠 5G 网络。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全国在

建“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 2000 个，成为

推动复工复产、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

支撑力量。

构筑了高水平自立自强“新优势”。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在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

了许多突破，已布局建设了 57 个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从 5 年前的跟跑为

主，转变为跟跑和并跑并行，有的领域已实现

领跑，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重大项目建设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

民生保障，是调结构促转型、稳增长增后劲的重

要抓手。当前，除了“十四五”规划 102 个重大

工程加快推进外，各地围绕调结构、转动能、增

后劲、惠民生的要求，陆续推出了一批地方重大

工程项目，为区域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山东德州，宁津农产品骨干保鲜冷链物

流基地项目正在火热施工中。“作为山东省第三

批乡村振兴重大项目之一，该冷链物流基地项

目还与铁路新材料应用、卫星导航等共同入选

2022 年山东省重大实施类项目名单。”宁津县发

改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荣兴说，这是历年来该

县入选省重大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将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

“从近期各地密集开工的重大项目看，基本

延续了此前的政策导向，稳投资将更加聚焦优

化投资结构，更加强调在补短板、强弱项、惠

民生等领域发力，这也将在各地的重大项目建

设中得以体现。”刘立峰说。

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积极扩大有

效投资。要优化投资结构，破解投资难题，切

实把投资关键作用发挥出来。国家发展改革委

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今年将继续推进落实补

短板、稳投资各项重点任务，在储备实施一批

补短板重大项目的同时，集中力量加大对重大

战略和重大工程的投入力度，不断深化相关改

革，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重大项目不仅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载

体，也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逐

步增多，在此背景下，将政策发力点适当前

移，努力通过早安排、早动手、早见效，以稳

定的经济运行态势应对各种挑战。”孟玮表示，

这不仅体现了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要求，也

有助于在稳增长上实现新作为，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蓄势赋能。

随着天气逐渐变暖，河北省石家庄市滹沱

河湿地公园又迎来了成群的红嘴鸥。而曾经的

滹沱河河道，由于天气干旱，常年断流，沿线

更 是 黄 沙 四 起 、 垃 圾 成 堆 ， 路 过 的 人 无 不

掩鼻。

“滹沱河现在已经成为很多游客的网红打卡

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滹沱河建管中心副主任李

克伦介绍，滹沱河的变化不仅是生态补水带来

的生态变迁，也是进一步发挥南水北调工程综

合效益，推进华北河湖生态系统复苏的显著

成果。

2018 年以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自觉肩负起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的主

力军作用，向沿线河流、湖泊、湿地进行生态

补水，滹沱河、滏阳河、七里河等河道恢复了

河畅、水清、鱼游、蛙鸣的勃勃生机，“有河皆

干，有水皆污”的状态成为过往。在南水的滋

养下，河北省地下水位下降趋势得到有效遏

制，补水河道周边两公里范围内地下水水位平

均回升 0.33 米。

专家表示，南水北调工程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水利工程，它承担了供水与探索解决生态问

题的双重责任。

截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南水北调东、中线

一期工程已累计调水突破 500 亿立方米，向北

方地区生态补水超 80 亿立方米，受益人口达

1.4 亿人，40 多座大中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格局因

调水得到优化。

在 北 京 ， 南 水 占 主 城 区 自 来 水 供 水 量 的

73%，自来水的硬度从每升 380 毫克下降到每

升 120 毫克至 130 毫克，中心城区供水安全系

数由 1.0 提升至 1.2；在天津，14 个行政区居民

供 水 100% 为 南 水 ， 南 水 已 成 为 天 津 供 水 的

“生命线”；在河南，受水区 37 个市县全部通

水，郑州中心城区自来水八成以上为南水，夏

季用水高峰期群众告别了半夜接水；在河北，

石家庄、廊坊等 80 个市县区用上南水，特别

是 黑 龙 港 地 区 500 多 万 人 告 别 了 高 氟 水 、 苦

咸水⋯⋯

如 今 ， 南 水 北 调 东 、 中 线 一 期 工 程 一 张

改善生态环境的有形之网已经形成。以中线

一期工程为例，为促进水源地水质保护，丹

江口水库周边所有城镇均实现了污水处理厂

和垃圾填埋场全覆盖，污水和垃圾实现全面

收集和集中处理；陕西、湖北、河南三省累

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78 万平方公里，整体

植被覆盖率明显提升，汉江沿岸水生态环境

显著改善。

“持续稳定的效益发挥是推进南水北调后续

工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水利部南

水北调工程管理司司长李鹏程表示，围绕建设

世界一流工程的目标，下一步将以优化水资源

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

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为重点，加快构建国家

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