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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性协调性持续增强

过去五年，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持续
增强，不少代表委员对此感受真切。

“沿海地区踊跃创新，中西部地区加快发
展，东北振兴蓄势待发，边疆地区兴边富
民，这些正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逐
步成熟、区域发展空间布局不断优化的体
现，也是中国经济的潜力和韧性所在。”全国
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创始院
长连玉明说。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琦注意到，
2022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超 7.7万亿元。“双城经济圈建设取得积
极成效，‘双城记’越唱越精彩。”严琦说，“在国
家政策支持下，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
成就，成为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作为
重庆本土企业，我们很自豪。”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

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和重要服务性行
业，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很重要。”全国人大代
表、中建三局董事长陈卫国表示，中建三局近
年来先后建造了超 70 座机场、1000 多公里铁
路、1.3万公里路桥隧道和地下管网，持续完善
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跨区域
流动，有效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当了 20 多年人民教师，全国政协委员、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城区第四
小学校长龚健梅见证了地区教育差距逐步缩
小。她说：“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持续提
升，学生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学有
所教’到‘学有优教’，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
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动力更足了。”

区域重大战略加快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代表委

员认为，随着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加快落
实，资源空间配置优化升级，区域经济增长
新潜力进一步显现。

中国中化、中国华能总部开工建设，中
矿集团完成选址，雄安新区城市建设“四大体
系”基本形成……随着雄安新区“拔节生长”，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历史性工程正从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全国人
大代表、河北大学校长康乐表示：“雄安新区建
设发展成效显著，央企入驻不断传来新消
息，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投公司也加快在这里
聚集，给我们高校交流及人才培养带来更多
新机遇。”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马鞍山市委书记袁
方表示，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马鞍山成
为对接沪苏浙的桥头堡，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
不断发展壮大，去年马鞍山 GDP 同比增长
4.6%。“我们的城市空间打造和品质提升同步
推进，生态环境得到了持续优化。”袁方说。

“黄河横贯我国东西，穿越的九省区都有
很鲜明的农业特色。沿黄各省区之间优势互
补、产业联动，能有效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

力。”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姜卫东说，“我们发挥自身在产业、产品和
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开发高适应性、高可
靠性的运输机械和现代农业装备，为沿黄流域
产业协同发展提供绿色、高效、低耗的系统解
决方案。同时，我们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成立
了多家饲草公司，实施订单农业，助力农民增
收，带动当地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农牧
业循环发展、绿色发展、链式发展的新路子。”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如何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许多代
表委员表示，应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
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
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
空间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
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建议，应在发展中促进
相对平衡，继续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

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
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
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社会保障体系
方面，加快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劳动力在区域内自由流动。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
长刘庆说，该院是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试验田，
专业研究所数量从 2014 年的 17 家增加到 72
家，研发人员超 1.2万人。“我们将认真梳理江
苏乃至长三角地区战略性产业链方面存在的
堵点和短板，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深度融合，努力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刘庆说。

“作为首批国有投资公司，我们围绕国家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部署，在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重点投资了智能制
造、新能源智能汽车、生命科学、信息和通信技
术等领域。”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付刚峰说，国投将继续围
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投资力度，助推相关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
高端。

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协调发展，区域共谱“协奏曲”
本报记者 徐佩玉 杨俊峰 杨文明 范昊天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过去五年，统筹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
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总体高于东
部地区。

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认为，中国深入实施区域重
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力推动各地区合理分工、
优势互补，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经济增长潜
力进一步显现，区域发展新格局逐步构建。新征程上，还
需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共谱发展“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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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单轨列车正行驶在安徽省芜湖市城区内。
肖本祥摄 （人民视觉）

图②：工人在河北省元氏县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总
装车间忙碌。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10 年
来，中国与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广泛开展文化、教育、科
技、旅游、考古等多方面展示、交流与合作，民心相通
不断走深走实，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越来越受欢迎。

国际文化交流和传播能力建设是一项长期课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环境的多样性、复
杂性和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传播中国文化
的难度。建议从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外文化传播
能力建设：

——丰富传播领域和传播载体。拓展教育、科技、
学术、旅游、中医药、公益慈善、知识产权保护等人文
传播与交流合作新领域，深化传播与交流合作的内
容。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开发新的文化项目，让中华
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更多、覆盖面更广。

——做大做强文化内容产业。加大力度培育对外
文化贸易主体，推动内容创新，增强贸易实力。鼓励企
业在境外开展文化投资合作，发展文化服务外包，促
进制造业与文化产业融合，为“中国制造”注入更多中
华文化元素和内涵。

——促进语言互通。构建“一带一路”语言交流互
通工作机制，研究制定“一带一路”区域语言服务平
台，开辟多层次语言文化交流渠道。加大“一带一路”
小语种人才培养，着力打造精通相关国家语言、熟悉
国际通行规则、具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擅长开展跨文
化交流、具备高素质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中国文化产业协
会一直高度重视国际文化产业交流合作机制建设，先后与南美10国、印尼、
希腊等建立文化合作机制，深入推进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明之间的
交流互鉴。建议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发挥综合协调功能，根据不同地区独
有的经济文化资源，促进常态化国际文化交流。

（本报记者 孔德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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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
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迫切需要加强
基础研究。建议持续深化基础学科建设，强化基础理
论研究，建设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基础研究人才
队伍，推动多学科深度融合，解决重大前沿科学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 蓬

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环节。建议在绿色生产方面，进一步加快先进产能
建设和矿井智慧化改造，提高开采集约化、规模化水
平，推动煤炭生产降能耗、提能效，推广绿色开采技
术。在清洁利用方面，推进炼焦煤清洁高效深度利
用，提高精煤回收率，降低煤泥排放量。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赵建泽

（本报记者 刘乐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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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在福建漳州核电 500 千伏送出工程建设现场，施
工人员进行跨江高塔组立工作。 宋俊岭摄 （人民视觉）

底图：位于内蒙古霍林郭勒市的霍林河循环经济示范工
程风电光伏基地。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