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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跨越

本报调研组

宁德，地处福建省东北部，是习近平总书记

工作过的地方，曾经是“老、少、边、岛、贫”，经

济总量排全省老末，是全国 18 个集中连片贫

困地区之一。

宁德，如今是我国东南沿海正在崛起的

新兴港口城市。2022 年，宁德地区生产总值

3554.62 亿元，同比增长 10.7%，增幅居全国地

级市前列、连续 4 年居福建省首位，经济总量

跻身百强城市。今年上半年，宁德 5 项主要

经济指标增幅全省第一。

从落后到领跑，到全省的新增长极和“机

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建设的

典范，30 多年间，宁德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

同志指引的方向，接续奋斗、苦干实干，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蜕变。

产业跃升——
多抱几个“金娃娃”

曾几何时，受制于交通瓶颈等多重制约

因素，宁德发展底子薄、产业基础弱。

“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

加快跨越式发展。”习近平同志 2010 年 9 月在

福建宁德调研时提出殷切希望，2020 年对宁

德提出更高要求，“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迈出新步伐”。

牢记总书记嘱托，宁德坚持把发展经济

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围绕“抓龙头、铸

链条、建集群”做文章。如今的宁德，不仅抱

上了多个成色十足的“金娃娃”，而且围绕“金

娃娃”做起了大文章。

2022 年，宁德入选全国首批 12 个产业链

供应链生态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列入国家工

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名单。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和国内其他城市相

比，宁德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体系有3个特点：龙

头引领有力、链条上下贯通、集群协同高效。

——链条如何“无中生有”？强化龙头企
业带动

“充电一次只需要几分钟！”相比不少新能源车主的“里

程焦虑”，出租车司机吴志华相当淡定。这底气，来自宁德时

代智能换电站技术。

6 月 2 日，记者搭乘出租车进入智能换电站，吴师傅用手

机在 APP 上操作一键换电，界面显示更换电池实时进度。

3 分钟后，智能换电站语音播报响起：“换电完成，请驶离！”

换电业务，是宁德时代继动力电池、储能业务之后拓展

的新板块。

说起宁德，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无法绕

开的话题。这家 2011 年才成立的企业，仅用 6 年时间便成为

动力电池领域世界第一，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 37%，宁德也

因此成为全球最大的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

“只有持续奔跑，才能持续领先。”在宁德时代采访期间，

记者多次听到这句话。凭借雄厚的实力，宁德时代入选美国

《时代》周刊“最有影响力的 100家企业”榜单。

在宁德，具有在全球领跑实力的企业不

止一家。青拓集团是目前全球不锈钢规模最

大、品种最为齐全的企业；中铜东南铜业公司

拥有世界单系统规模最大的铜冶炼生产线；

新能源科技公司在电芯、封装和系统整合等

技术方面独树一帜⋯⋯

宁德时代这样的企业落户宁德，的确与

董事长曾毓群对家乡的浓厚情怀有关，但所

有能把握住的机会，都源于充分的准备。宁

德引进龙头企业，有着严密的顶层设计和逻

辑思考。

“我们注重两个统筹：一是招商政策全市

域统筹，重点项目由市里带着县里统一谈判、

统一行动，市县共担投入、共享利益；二是产业

布局全市域统筹，推进关键产业链供应链企业

就近配套。”宁德市委书记梁伟新告诉记者。

——竞争如何脱颖而出？突出先进技术
引领

18 天建成 2000 套公寓大楼，你信吗？

利用青拓集团的不锈钢产品，从开建到封

顶仅用时 18天，长沙建成 2000套共 7.3万平方

米不锈钢公寓大楼，刷新了中国基建新纪录。

速度与激情的背后，离不开先进技术作

支撑。

“不掌握核心技术，就难以在竞争中获得

有利地位，更不可能赢得国际市场的尊重。”

说起核心技术的研发，宁德多家企业都有切

肤之痛。

大屏幕电视早就走进了千家万户，然而

在液晶屏幕由小变大的过程中，有着一段鲜

为人知的故事。

由于窑炉所需耐火砖的原材料电熔氧化

锆纯度较低，窑炉在烧制液晶玻璃时易出现

气泡，影响面板尺寸。位于宁德寿宁县的三

祥新材料公司经过技术研发，提升了电熔氧

化锆纯度，减少气泡的产生，液晶屏幕才能越

做越大。

为此，全球玻璃行业领先企业——日本

旭硝子公司专门给三祥新材料公司颁发优秀

供应商奖，其负责人惊叹：“全世界都应该感谢三祥公司！”

近年来，科技创新在宁德企业蔚然成风。创新不仅拓展

了应用场景，也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5 月 9 日，在宁德文达公司去毛刺车间，机器人正来回张

臂有序工作。公司副总经理肖传周告诉记者，在新能源汽车

电池材料端板环节，该车间使用 50 台机器臂同时生产，可代

替 700 名工人，一天生产 4 万件成品。

“5 个 10 倍增长”反映出宁德科技创新投入的力度：研发

投入从 2012 年的 7.85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77.01 亿元；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 2012 年的 22 家增长到 2022 年的 227

家；研发平台数量从 2012 年的 16 家增长到 2022 年的 167 家；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 2012 年的不到

5%增长到 2022 年的 54.2%；人才经费 10 年间实现 10 倍速度

增长。 （下转第十版）

下图 福建省宁德市城区一隅。 （资料图片）

继续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今年上半年，随着扩大内需各项政

策措施落地生效，内需潜力持续释放，

尤其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

显增强。与此同时，经济发展面临着更

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半年要继续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从消费和投

资两方面入手，不断优化政策举措，形

成政策合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

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到 77.2% ，明 显 高 于 去

年。重点领域投资增长较快，有效发挥

了优化供给结构作用。

展望下半年，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基

本面没有改变，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

的特点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条

件没有改变。随着促发展的积极因素

不断累积，经济有望继续恢复向好。但

也要看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部环

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发展面临一

定压力，应采取更有力的举措扩大国内

需求，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经济

整体好转。

消费方面，从全年来看，支撑消费

增长的有利条件较多，消费有望继续

复苏。当前我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

较快发展阶段，应稳步推进新型城镇

化，有效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完善消费

相关基础设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同

时，继续改善消费环境，实施促消费政

策，维护良好的消费秩序，不断增强消

费信心。

值得强调的是，上半年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8%，比一季度加快

2 个百分点，这说明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有望为消费提供更多动力。随着生产、

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循环逐步畅通，

对消费的拉动、支撑带动会逐步增强。

要把握就业形势总体改善、居民收入持

续增加的有利条件，不断增强居民消费

能力，提升消费意愿。同时，将稳消费

促消费政策重点放在减负担、增活力

上，盘活存量资产来提升居民可支配资

源，以场景创新激发消费活力。

投资方面，尽管受到多重因素影

响，今年以来投资增长有所放缓，但投

资结构持续优化，对未来发展支撑稳步

提升。各地区、各部门应继续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扩大有效投

资，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支持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要继续

发挥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引导作用，有

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持续优化投资结

构 ，提 升 投 资 效 益 ，推 动 经 济 高 质 量

发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近日发布，对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出了新的重大

部署。这对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

境、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有重要意义，也

将进一步激发我国民间投资的活力。

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

我国正加快促进经济恢复，努力畅通经

济循环，经济增长新动力正在形成。相

信随着扩内需各项举措逐步落地，我国

经 济 发 展 韧 性 和 可 持 续 性 将 进 一 步

增强。

□ 金观平

总量增长较快，结构更趋优化——

用电量回暖反映经济向好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43076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5%，比去年上半年 2.9%

的增速提升 2.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服

务业、高端制造业等用电量增长较快，表

现亮眼。用电量数据折射出我国经济复

苏态势向好，经济发展结构更优。

上半年，除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相

比去年上半年均出现较大提升，用电量

同比分别增长 12.1%、4.4%和 9.9%。业

内人士分析，今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

平稳转段，社会生产生活加快恢复，经

济回稳向好，全国电力消费增长较快。

由于新冠疫情期间居民用电量高增，高

基数下，上半年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增

速大幅放缓。

服务业用电增速表现尤为亮眼，比

去年上半年 3.1%的增速提升 6.8 个百分

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

表示，上半年，我国服务业用电量保持较

快增长。居民外出就餐、购物、旅游、住

宿明显增多，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持续

改善，经济复苏活力不断增强。

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副

理事长张建平认为，当前中国居民消费

中，商品消费规模占比较高，服务消费

潜力还有增长空间。“比较中美两国市

场可以发现，目前中国零售市场规模和

美国几乎齐头并进，未来有望成全球最

大零售市场。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

服 务 消 费 方 面 与 美 国 差 距 仍 较 为 明

显。”张建平说。

随着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不断深入，创新发展活力不断释放，

相 关 行 业 用 电 量 也 在 增 长 。 以 南 方

5 省区为例，上半年，充换电服务业、风

能原动设备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

造 用 电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69.6% 、47.1% 、

45.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医药制

造业用电同比增长均超 1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计，正常气

候情况下，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达

13.7 亿千瓦左右，比去年增加 8000 万千

瓦左右。若出现长时段大范围极端气

候，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比 2022 年

增加 1 亿千瓦左右。今年迎峰度夏期

间，预计全国电力供需总体紧平衡，部

分区域用电高峰时段电力供需偏紧。

主要是南方、华东、华中区域电力供需

形势偏紧，存在电力缺口；东北、华北、

西北区域电力供需基本平衡。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

中心主任王益烜说：“宏观经济增长、外

贸出口形势以及极端天气等方面给电

力消费需求带来不确定性。近年来气

温对用电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我国电力

负荷冬夏双高峰特征日趋明显，部分省

份夏季降温负荷占最高用电负荷比重

甚至超过 50%。”

为保障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有关

部门加大支撑保障性电源建设力度。

今年以来，国家能源局提前着手部署，

加强对地方和企业的督促指导，目前全

国 已 投 产 支 撑 性 电 源 1700 万 千 瓦 以

上 ，各 类 电 源 开 工 、投 产 情 况 符 合 预

期。总体来看，今年迎峰度夏期间煤电

保供“压舱石”作用预计可以有效发挥，

电力保供基础进一步夯实。

王益烜建议，要全力保障迎峰度夏

期间电力燃料安全稳定供应，加快重点

电源电网工程建设，提升电力系统调节

支撑能力；加强电力负荷管理，挖掘需求

侧资源，推动需求响应规模尽快达到地

区最大用电负荷的 5%。同时，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在电力保供中的重要作用。进

一步完善跨省跨区电力交易机制，充分

发挥大电网平台作用；健全完善市场化

电价形成机制，加快建立煤电机组容量

补偿和成本回收机制，推动辅助服务费

用发电侧和用户侧合理分摊，激励新增

电源投资，提高发电容量长期充裕性。

上半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

农 业 经 济 运 行 总 体 平 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拉动经

济增长 0.2个百分点。各地区各部门狠抓

生产保供给，巩固成果守底线，统筹协调

促振兴，多措并举增收入，农业农村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为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

提供了有力支撑。

粮食生产基础较好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

粮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

基础。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

司司长曾衍德介绍，今年夏粮产量 2923

亿斤，比上年减少 25.5 亿斤，下降 0.9%，

居历史第二高位，仍是丰收季。早稻丰

收在望，预计早稻面积 7100 万亩以上，目

前收获已过八成，呈增产趋势。秋粮作

物长势正常，面积稳中略增，长势与常年

大体相当。大豆油料扩种成果巩固，大

豆面积小幅增加，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 面 积 扩 大 到 2000 万 亩 、比 上 年 增 加

500 万亩。冬油菜面积增加较多，产量创

历史新高。

“今年夏粮遭遇多年不遇的烂场雨，

再获丰收实属不易。近年来，我国小麦年

际间产需平衡有余，特别是前 4 年连续增

产，2019 年增 43 亿斤、2020 年增 15 亿斤、

2021 年增 54 亿斤、2022 年增 16 亿斤，目

前小麦库存充裕，可满足近一年的消费。

略有减产不会对粮食市场产生大的冲击，

目前小麦市场价格也基本稳定。”农业农

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说。

秋粮是全年粮食的大头，全年粮食

丰收关键在秋粮。潘文博表示，当前秋

粮生产基本面较好。一方面，秋粮面积

在增加；另一方面，目前秋粮作物长势总

体正常。今年以来，玉米、水稻等主要粮

食作物价格总体较好，同时国家加大力

度支持粮食生产，有利于粮食播种面积

落实。据农情调度，初步预计秋粮播种

面积超过 13 亿亩，继续增加。目前，在田

的 玉 米 、中 稻 、大 豆 等 作 物 长 势 总 体

正常。

尽管目前秋粮生产形势基本正常，但

是秋粮最终实现好收成，关键还在防灾减

灾。7 月份至 9 月份是抗旱防汛防台任务

最重的时节，也是防病治虫最关键的时

期。今年夏秋季农业气象年景总体偏差，

极端天气复杂严峻，干旱洪涝多灾并重，病

害虫灾多发重发，给后期秋粮生产带来严

峻挑战。对此，农业农村部等把防灾减灾

作为压倒性任务，一手抓防灾抗灾减损失，

一手抓大面积提单产增产量。

农产品价格总体波动正常

农产品市场一头连着生产者，一头

连着消费者，既事关农民的“钱袋子”，也

关系到市民的“菜篮子”。农业农村部市

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刘涵介绍，上半年

我国农产品供应总量充足，各主要品种

价格有涨有跌，总体波动正常。

数 据 显 示 ，“ 菜 篮 子 ”产 品 供 给 充

裕。生猪产能仍处于高位，6 月末全国能

繁母猪 4296 万头，相当于正常保有量的

104.8%。上半年猪肉产量 3032 万吨、同

比增长 3.2%。 （下转第二版）

□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崔 浩
本报南宁 7 月 23 日讯（记者童政）今年上半年，

广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390.7 亿元，同比增长

43.2%，为全年外贸实现扩规模优结构提质量奠定了

良好基础。

据南宁海关副关长杨保清介绍，上半年，广西货

物贸易呈现出一般贸易和边境贸易均大幅增长、民

营企业主力军地位更加巩固、对 RCEP 其他成员国

贸易拉动作用明显、全区 11 个地市实现正增长、主

要产品出口多点发力、大宗商品发挥进口“压舱石”

重要作用 6 方面特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刁卫宏介绍，去年

同期广西外贸基数较低，随着国内经济加快恢复，企业

活力不断增强，海关、边检等部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广西外贸取得了近几年来上半年最好成绩。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扩规模、优结构、提质量’

总体思路，完善政策体系，创新务实举措，搭平台、拓

市场，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实现较快发展。”刁卫宏说。

今年以来，广西陆续出台多项稳外贸措施，并积

极协调金融、信保等方面支持。同时，聚焦内外贸融

合发展、大型外贸项目落地投产、开放平台建设等五

大重点领域，提升贸易质量。

搭平台强培训，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广西

发挥出口 RCEP 零关税优势商品清单等“三张清单”

作用，指导企业用好用足 RCEP 规则，组织 250 余家

企业赴日韩等 12 个国家开展经贸交流活动，形成合

作成果 226 项，各类签约和意向合作总金额达 1303

亿元。

坚持扩规模优结构提质量广西外贸实现高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