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武汉 10 月 29 日讯（记者柳洁、董庆
森）湖北黄石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近年来，当

地加速转方式、调结构、换动能，传统行业破旧

立新、新兴行业加速培育、资源禀赋深挖重塑，

经济活力正加速释放。

据介绍，近 10 年来，黄石累计投入 1500 亿

元，实施“百企技改”工程，有效推动矿冶产业提

升价值链、产品迈向中高端。

中色大冶弘盛铜业 40 万吨高纯阴极铜项目

生产车间内，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人们大多

在集控中心作业，利用智能管理模块，只需指尖

操控，就可一键炼铜。企业负责人万黎明介绍，

占地 1000多亩的工厂只有 500多名工人，但人均

年产能可达 500吨、人均年产值达 5000万元。

在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武汉锐科

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数十亿元，建

设激光器智能制造基地，目前一期项目已经建

成试产，二期项目也已启动投产，全部达产后基

地年产值将达 60 亿元。

该项目是黄石积极融入光谷科技创新大走

廊、利用武汉科创资源优势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围绕光电子信息产业，黄石与武汉组建产业

联盟，两地统一编制、联合报批、共同实施产业

规划。目前，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 170

多家规上工业企业有 121 家与武汉配套，成为

鄂东与武汉联系最密切的产业集群。

在黄石新港棋盘洲码头，一艘艘来自南美

等地的货轮正等待装卸。“今年以来，黄石新港

货物吞吐量强势复苏，月周转量达到 300 多万吨。”黄石新港港口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兆弟说。黄石新港园区内，多个百亿元项目也正开足马力。

截至今年 9月底，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200亿元，同比增长近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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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四川遭遇严重伏旱，但粮食总

产量仍连续 3 年突破 700 亿斤大关；今年小

春 ，冬 春 连 旱 ，总 产 量 增 幅 仍 创 16 年 来

新高。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耕地是粮

食生产的命根子。支撑四川粮食产量在高

位 保 持 稳 定 的 ，正 是 播 种 面 积 的 稳 定 增

长。数据显示，2022 年，四川省粮食播种面

积 9695.2 万亩，同比增加 158.6 万亩，同比

增幅 1.7%，是近十多年来面积增加最多的

一年。

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说，四川这样一

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耕地家底并不丰

厚，我们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千方

百计把耕地保护好，才能把手里的“饭碗”

端得更牢、装得更满。

耕地撂荒现象的大力整治，是四川强

化耕地保护和利用的关键，也是播种面积

稳定增长的关键。据统计，到 2022 年底，

全省累计整治农户承包耕地 217.6 万亩，撂

荒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复耕的撂荒地主要

用于种粮，为全省粮食产量稳定在 700 亿

斤以上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去年春耕春种到今年夏管夏收的一

年多时间里，经济日报记者 3 次深入四川

盆地、周边丘陵地区以及川东大巴山区，走

访四川粮食产量排位第一、第二的达州市、

南充市，以及成都、绵阳、德阳、眉山、广安

等地，欣喜地发现，过去的撂荒地或加快复

耕，或正待收获。

田间地头，记者与乡村干部、农民群众

一道探讨此前耕地何以撂荒，如今复耕如

何推进，今后怎样才能避免新的撂荒⋯⋯

只有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只有正视

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调查表明，四川在推动撂荒地复耕、建

立健全消除耕地撂荒长效机制等方面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认清一个基本事实：耕
地之所以撂荒，背后原因有
许多，但缺少劳动力是主因

去年 3 月中旬的一天，周长树站在路

边，看着眼前一片平缓的荒地里，几台挖掘

机正发出刺耳的“嘎吱嘎吱”声，丛生的荆

棘和杂草一起应声翻倒在地，根茎交织一

起的大块泥土暴晒在阳光下。

周长树是南充市嘉陵区金宝镇积善社

区居民。“我的承包地已流转给专业合作社

了，社区通知我，要把我家的撂荒地整理出来种粮食，让我指

认一下边界，我就从城里返回来了。”

从去年 3 月到今年 9 月，周长树的 4.4 亩荒芜多年的承包

地收获三季，两季高粱一季小麦，总计产粮达万斤左右。

并非不产粮，却何以撂荒？

周长树告诉记者，他家的承包地，以

前父母在世的时候种点玉米、水稻、土豆，

父母去世之后就没有耕种了，算起来也有

好几年了。“我 50 多岁了，虽然在村里出生

在村里长大，但长大之后就一直在外地打

工，然后就在城里安家了，所以我几乎没

有种过地，我的两个孩子也一样，都在城

里安了家，更不可能回村里种地了。所以

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组织流转复耕，这几亩

地就永远荒了。”

记 者 走 访 调 研 发 现 ，耕 地 之 所 以 撂

荒，背后有多种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大

多像周长树家的情况一样，劳动力外出打

工了，没人种地，只能撂荒了。

积善社区支部书记任道贵介绍，社区

很 多 农 民 家 庭 的 情 况 与 周 长 树 大 同 小

异。全社区 2508 人，有劳力 900 多人，耕

地 3100 亩 ，但 90%的 劳 力 都 外 出 打 工 去

了，留下来的大都是小孩和 60 岁以上的老

人 ，有 劳 动 能 力 的 不 到 百 人 ，之 前 造 成

1100 多 亩 耕 地 撂 荒 。 即 使 没 有 撂 荒 的

2000 多亩，也只种了一点自己吃的口粮、

蔬菜。去年春耕前夕，他们从外地引进一

家种粮专业合作社，流转了所有的撂荒地

复耕种粮。

去年春天，抢在插秧前，南充市西充

县关文镇祈嗣庵村的撂荒地建成了高标

准农田，水田种植水稻，旱地种植玉米。

“我们全村有 1200 多户，2600 多人，但常

年在村里居住的只有不到 300 人。一年

到头有一 多 半 的 房 子 都 空 着 ，白 天 看 不

见人，晚上看不见灯。部分村民逢年过

节 会 回 来 待 几 天 ，灯 就 会 亮 几 天 ，节 一

过完人就走了，房子也空了。还有许多

人家好多年都不见人，这些人多半在城

里 买 了 房 ，安 了 家 。”说 起 这 些 ，村 支 部

书记贾全余颇有些无奈，因为村里 3000

多亩耕地此前多有荒芜，而这些耕地一

半 以 上 是 平 坦 的 水 田 ，余 下 的 虽 是 旱

地，但耕作条件也都不错，唯一缺少的就

是劳力。

为 对 症 下 药 制 定 整 治 措 施 ，近 两 年

来，四川省坚持问题导向，多次组织队伍

深入农村调研，探寻破解之道。总的来

看，撂荒现象可以用“六少六多”来概括：

即近郊平原撂荒少，丘陵山区撂荒多；水

田撂荒少，旱地撂荒多；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好的区域撂荒少，农业劳动力大量

外出的区域撂荒多；耕作条件好的区域撂

荒少，基础设施差的区域撂荒多；农业机械化程度高的区

域撂荒少，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的区域撂荒多；产业成规模

的区域撂荒少，传统种植的区域撂荒多。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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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川省的深度调查

本报记者

钟华林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仍需加力
“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 2017 年 7 月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

提出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的重要原

则之一。近年来，金融系统精准有力实

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力度，稳步推进金融改革，持续深

化对外开放，切实改进金融服务，金融

工作取得新进展。

总量上，保持流动性和货币信贷处

于合理水平，持续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

环境。结构上，精准滴灌强化对普惠、

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加大金

融支持民企发展力度，适时调整优化房

地产金融政策。价格上，引导融资成本

下降，企业贷款平均利率处于历史低

位；指导金融机构合理调降中长期定期

存款利率，促进储蓄向消费、投资转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面对国

内外风险挑战，金融管理部门坚持“两个

毫不动摇”，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加

快推动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

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引导金融机构

优化资源配置和考核激励机制，推动金

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强化科技赋能，强化

民营企业金融服务，进一步增强对“三

农”、小微企业、新市民等群体的金融服

务供给，提高金融服务获得感。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

体经济的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在金融

有力支持下，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

恢复、总体回升向好。其中，针对市场

高度关注、对国计民生影响重大的房地

产市场，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也在积极

见效。基于国内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

发生的重大变化，金融管理部门连续出

台房地产金融调整优化政策，有效减轻

居民利息负担，改善消费者预期，增强

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目前，已有超过

22 万亿元存量房贷利率完成下调，惠及

约 5000 万户、1.5 亿人。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恢复紧要关

口，金融管理部门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巩固实体经济恢复基础，增强发展后

劲。一方面，不断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

制，管好货币信贷总闸门，以现代化的货

币管理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

方面，用好市场的力量，在政策设计中既

注重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也注重

引入激励相容的市场化制度安排，运用

价格手段、科技手段和“放管服”改革办

法，充分调动金融机构自主性、积极性，

提高政策传导效果，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效率，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当然，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

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保持好自己的节

奏。我国是超大型经济体，要坚持稳字

当头，以稳应变，用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应

对内外部的不确定性，引导形成市场合

理预期。相信随着宏观政策持续发力、

绵绵用功，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将全面推

进，经济金融循环将不断畅通，为实体经

济发展提供更稳固有力的支持。

□ 金观平

9 月份产销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保持良好表现——

汽 车 市 场 热 度 延 续
本报记者 刘 瑾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数据

显示，9 月份全国汽车产销量均创历史

同期新高，新能源汽车和汽车出口延续

良好表现，三季度全国汽车产销整体表

现好于预期。专家表示，汽车市场总体

呈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态势，车市

热度延续，“金九银十”效应重新显现。

三季度产销双增长

数据显示，9 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285 万辆和 285.8 万辆，环比均增长

10.7%，同比分别增长6.6%和9.5%。前三

季度，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107.5 万辆和

2106.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3%和8.2%。

“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促消费政

策，各地积极响应，相继推出发放消费

券、购车补贴等措施，加之秋季企业新

品集中上市，物流行业企稳回升也带动

了货车销售增长。”中汽协副秘书长陈

士华表示，9 月份乘用车、商用车和货车

产销数据都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前三

季度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达到 989.5 万

辆，市场份额上升至 54.6%。

近段时间以来，超 20 个省份相继以

真金白银鼓励汽车消费。据不完全统计，

9月份以来，天津、上海、山东、湖南、深圳

等地纷纷发布汽车促消费相关政策。中

秋国庆“双节”期间，北京大兴区累计销售

汽车800余辆，拉动销售额超1.7亿元。

北京鑫敏恒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责

人表示，大兴区发放汽车消费券对店内

销售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双节”期

间，店内客流较平日提升了 15%，销售额

提升了近 20%。同时，公司在补贴基础

上，在多款豪华车型上为消费者提供活

动专属价格并额外赠送售后保养服务。

物流行业回暖，支撑商用车市场

企 稳 增 长 。 公 路 数 字 货 运 平 台 福 佑

卡 车 监 测 数 据 显 示 ，8 月 份 平 台 货 运

总 量 相 较 去 年 同 期 延 续 增 长 态 势 。

中汽协数据显示，9 月份，商用车产销

分 别 完 成 35.4 万 辆 和 37.1 万 辆 ，环 比

分别增长 17.9%和 19.8%，同比分别增长

34.6%和 33.2%。 （下转第二版）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全 面 提 速

水 利 部 日 前 发

布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全国新开工各类

水利项目 2.49 万个，

同 比 增 长 12.9% ；总

投 资 规 模 1.1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9% ；

水 利 项 目 施 工 吸 纳

就 业 221.2 万 人 ，同

比增长 5.7%。前三季度新开工水利工程

数量、落实和完成投资、吸纳就业人数，

均 在 去 年 同 期 高 基 数 之 上 实 现 明 显 增

长，在促进民生持续改善、社会预期持续

向好、经济持续好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工程建设延续良好态势

9 月 8 日，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

工 程 建 设 动 员 大 会 在 广 西 北 海 市 合 浦

县、南宁市宾阳县、钦州市灵山县、玉林

市福绵区 4 地同步举行。伴随 4 个开工点

机械鸣笛作业，这项跨区域、跨流域的重

大引调水工程正式进入建设实施阶段。

据介绍，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

工程建设任务是向南宁、北海、钦州、玉

林等重点城市城乡生活和工业供水，提

高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并为改善农业灌

溉和水生态环境创造条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厅长邓长球

表示，工程建成后，将解决区域城市及重

要工业园区供水问题，有效保障南宁市

临空经济示范区等 34 个产业园区及重点

企业用水需求。

三季度，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

程、北京市温潮减河工程、江西省珠湖黄湖

方洲斜塘蓄滞洪区安全建设工程等重大水

利工程开工建设，今年以来，共有35项重大

水利工程开工，涵盖引调水、防洪、灌溉、生

态等多种工程类型，数量保持高位。

新开工与在建工程取得明显成效，完

工工程效益初步显现。福建平潭及闽江口

水资源配置工程、江西花桥水库陆续完工，

山东南四湖湖东滞洪区建设、月亮泡蓄滞

洪区防洪工程及安全建设等工程实现竣工

验收，转入运行管理阶段，将在保障防洪安

全、供水安全等方面发挥工程效益。

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司司长王胜万

表示，今年以来，水利部认真落实《国家

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加快推动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第三季度延续了今年以来重

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良好态势。进入

第四季度，水利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

方，精心组织实施，强化调度会商，加强

质量控制，抓好安全生产，确保完成年度

水利建设各项目标任务。

灌溉用水有保障

水利是农业命脉，我国的气候特点

和基本水情决定了农业丰收丰产离不开

灌溉保障。

眼下，秋收已近尾声。水利部农村

水利水电司司长陈明忠告诉记者，围绕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水利部与农业农村

部建立协同工作机制，以大中型灌区为

单元，按照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

段、精准措施要求，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为粮食丰产丰收提供了坚实水利保障。

据统计，今年春灌、夏灌、秋灌累计

供水 2900 多亿立方米。为加快推进灌区

项目建设进度，水利部安排投资 388 亿

元，其中中央资金 213 亿元，用于支持 598

处大中型灌区建设与改造，投资规模较

去年增加 7 个百分点。

当前，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工作

正有序推进，数字孪生灌区作为智慧水

利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提高水资

源节约集约水平、提升粮食产能的重要

举措，也是推进灌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

路径。 （下转第三版）

□ 本报记者 吉蕾蕾 纪文慧

10 月 28 日，G4221 上海至武汉高速公路安徽无为至岳西段建成通车。

无岳高速通车对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图为高速沿线岳西衙前河大桥。 吴均奇摄（中经视觉）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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