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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省級地方兩
會期間，各地的政府工作報告既謀劃經濟發展藍圖，
又對生育、教育、就業等民生熱點進行部署。與會代
表委員也積極回應民生訴求，就民生熱點議題獻計獻
策。
內地出生人口七連降，提振生育率刻不容緩。四

川、山東、安徽等多地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將完善生
育支持政策，普遍聚焦嬰幼兒照護，增加普惠託育的
供給。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將為全省超1,700家
已備案託育機構統一購買在託嬰幼兒意外責任保險；
據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2024年北京將新增普惠託位
一萬個。
今年內地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到1,179萬，同
比增加21萬。面對就業壓力，各地紛紛將「穩定青年
就業」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從技能培訓、供需對接、崗
位開發等方面出台實招，為青年就業保駕護航。福建省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將建成全省統一就業信息平台，全
面啟動「智慧就業」系統，推動供需有效對接；山東省

明確，支持就業容量大的行業企業穩崗擴崗，實施「社
區微業」行動，積極推廣以工代賑，新開發城鄉公益性
崗位10萬個。
鞏固提升「雙減」成果、促進優質教育也是熱點議
題。今年地方兩會上，多地代表和委員呼籲要把課間
十分鐘完完整整地還給學生，保障兒童身心健康。部
分代表談到，課間十分鐘消失的背後，主要出於對學
生安全的考慮。北京市政協委員暴冰建議，可以在現
有法律法規基礎上，組織教育、司法等多部門研究制
定更加科學有效的校內安全事故處理方案、更加全面
的家校糾紛治理機制和學生保險機制等；廣西自治區
人大代表、南寧市天桃實驗學校黨委書記覃鴻認為，
應該繼續推進校內文體活動中自擔風險的探討，明確
在課餘時間，孩子運動受傷或發生意外該如何認定責
任，減輕校方和家長的擔憂，營造寬鬆的氛圍；安徽
省人大代表、宿州市靈璧縣教育體育局教研員方少傑
也建議，場地有限時可以利用室內空間，在課間開展
課桌舞等韻律遊戲活動。

地方兩會關注生育就業教育等民生熱點

多個省區市GDP增速預期5%至6%
反映地方經濟長期向好 同時正視外部環境不確定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2024年省級地方兩會已近尾聲，今年是新中國成

立75周年，亦是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的關鍵一年，各地如何謀定今年發展目標，

規劃下一階段發展路徑備受關注。根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各地依據當地經濟發展潛力

等因素設定了2024年的預期經濟增速，普遍處在5%至6%之間的中高速增長區間，其中十

餘省份下調了GDP增速目標，反映出地方政府施政態度務實，既充分看到經濟長期向好的

基本趨勢沒有改變，又客觀正視疫後外部環境多種不確定性。此外，各省市均普遍支持高

端裝備、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發展，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作為提振地方經

濟、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

謝鋒：歡迎美青少年用自己的腳步丈量中國
中國駐美大使館新春聯歡紀念中美留學45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謝鋒當地時間28日在華盛頓表示，面向
下一個45年，我們要初心如磐、迎難而上，
推動中美教育合作爬坡過坎、再續新篇，答
好新時期中美關係發展道路上的「三張問
卷」。 謝鋒表示，歡迎更多美青少年用自己
的眼睛觀察中國、用自己的腳步丈量中國，
做中美友好的新一代使者。

支持中美教育合作的力量始終活躍
紀念中美留學45周年暨中美青年新春聯歡

活動當天在中國駐美大使館舉行。謝鋒致辭
時作上述表示。
謝鋒指出，教育合作詮釋了中美關係互利
共贏的本質；展現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
胸懷；架設了中美人民相知相親的橋樑。
45年來，教育合作始終是中美人民雙向奔
赴的生動範例，是兩國人文交流最有成效
的領域之一，是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基礎
性工程。近年來，雖然遭遇一些逆風逆
流，但中美人民相互了解、彼此借鑒的願

望是阻擋不住的，支持中美教育合作的力
量始終活躍在線。

美「中國行動計劃」寒蟬效應仍未消除
談及中美教育合作的「三張問卷」，謝鋒
稱，一要答好新時期中美正確相處的世紀
之問。避免大國衝突對抗是國際社會的永
恒課題，中美能否處理好彼此關係，攸關
人類前途命運。希望教育合作繼續做中美
關係的先行者、探索者，超越冷戰對抗的
陳舊思維，跳出存量博弈的狹隘邏輯，匯
聚東西方求同存異的智慧，開闢數字經
濟、綠色低碳等合作新領域新賽道，為兩
個大國走出一條新時期正確相處之道貢獻
智慧和力量。
謝鋒強調，二要答好清除教育交流關卡路

障的人民之問。思想的活力來自互鑒，科學
的發展離不開交流。美方「中國行動計劃」
的「寒蟬效應」還沒有消除，近期佛羅里達
州又立法禁止中國學生進入公立院校實驗室
工作。將教育交流合作政治化、工具化，不

僅阻斷留學生求學之路、改變他們的人生規
劃，也將導致美尖端人才流失，危害美自身
的科研環境和創新活力。如果正常的人員往
來被人為割斷，兩個大國的關係又怎麼維護
和發展呢？
謝鋒表示，三要答好續寫中美青年友好故
事的時代之問。青年代表未來，青年一代友
好相處，中美關係就有希望。為落實習近平
主席在舊金山宣布的，未來五年願邀請五萬
名美國青少年赴華交流學習的倡議，中方將
設立「美國青年使者來華專項獎學金」項
目，通過校際交換、短期參訪、暑期學校、
冬令營等豐富多樣形式，歡迎更多美青少年
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中國、用自己的腳步丈量
中國，做中美友好的新一代使者。
「今天我們對教育交流合作的態度和作

為，將對中美關係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
謝鋒說，希望兩國青年把握機會、勇於探
索、廣交朋友，既在中美教育合作中提高自
我、成就自我，也為中美關係接續發展注入
正能量、貢獻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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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日本各界希望恢復免
簽政策的訴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9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應詢時稱，中方將予以認真研究，期待日方同中方相向
而行，共同提升雙方人員往來便利化水平。
有記者提問，目前，中方仍未對日本恢復免簽政策，

很多日本企業希望早日恢復免簽。請問中方對此有何回
應？
汪文斌表示，中方始終高度重視包括日本公民在內的外國

人員來華便利化問題，對於日本各界希望恢復免簽政策的訴
求，中方將予以認真研究。「我們期待日方同中方相向而
行，共同提升雙方人員往來便利化水平。」
汪文斌在記者會上還指出，歡迎其他國家和中國一道，推

進雙邊人員往來便利化。
他說，最近新加坡、泰國和中國簽署了互免簽證協

定，法國、瑞士宣布給予中國公民更多簽證便利，相信
這些舉措將有力促進中國同相關國家的人員往來和互利
合作。
當日還有記者提問，最近，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結束
對朝鮮的訪問，未來中朝之間是否還有高級別對話？韓國外
長趙兌烈就任後，中國外長已致電祝賀，但還沒有進行通
話。兩國外長何時安排首次通話？
汪文斌表示，關於孫衛東副部長訪朝的情況，中方已經發

布了消息稿。「關於下一步中朝交往的安排，目前我沒有可
以提供的信息。」
汪文斌說，趙兌烈外長就任之後，王毅外長已向他致電祝

賀。中韓外長後續的交往安排，中方願意就此同韓方保持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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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9日，除河南、新疆、湖北和內蒙古，
其他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已召開完

地方兩會。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各省市公布
的2024年GDP增長目標，天津最低，為4.5%左
右，西藏和海南最高，8%左右，其餘絕大部分在
5%至6%之間。具體來看，重慶、四川、安徽等
九個省區市增長目標在6%及以上；河北、遼寧、
浙江、福建等七省定在5.5%左右；山東、廣西、
江蘇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定在5%以上；廣東經濟增
速預期目標為5%；北京、上海、山西、江西、雲
南、青海將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設在5%左右。與
2023年相比，北京、浙江等十餘省市上調了GDP
增速目標，四省份持平，上海、福建等十餘省市
下調。

符「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主基調
分析人士指出，各地設定的2024年預期增長目

標，普遍處在5%至6%之間的中高速增長水平，
體現了地方政府對於經濟增長的訴求，也符合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
破」發展主基調。同時，有十餘省份下調GDP增
速目標，主要原因可能是去年經濟目標未達成而

選擇適當調低，體現了務實的態度，既充分看到
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
又客觀正視外部環境存在的複雜性、嚴峻性和不
確定性。

多地爭創先進製造業產業集群振經濟
值得關注的是，各省市在今年重點工作內容中
大多提及要爭創先進製造業產業集群，將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強作為提振地方經濟、推動高質量發
展的重要抓手。其中廣東提出「打造具有全球影
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發展集成電路、新
型儲能、生物製造、商業航天等新興產業，並超
前布局6G、量子科技、生命科學、人形機器人等
未來產業；北京明確，2024年將推進傳統領域
「迭代」、新興業態「搶灘」、未來產業「佔
先」，大力建設數據基礎制度先行區，開展數據
資產入表，數據跨境便利化服務等綜合改革試
點；上海目標是全力落實新一輪集成電路、生物
醫藥、人工智能「上海方案」；而傳統的資源大
省山西也表示要實現向「全國能源革命排頭兵」
跨越，正前瞻布局高速飛車、綠色氫能、量子信
息等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

◆多地兩會代表和委員呼籲要把課間十分鐘還給學生。圖
為河北某小學學生在大課間玩遊戲。 新華社

◆各省市均普遍支持高端裝備等新興產業發展。圖為工人
在福建某家新能源車企生產車間作業。 中新社

上海市市長龔正：
◆今年全市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為5%左右。實現
這個目標我們有信心有底氣。但實現這些目標
也要經過艱苦努力，必須奮力一跳甚至奮力兩
跳。

重慶市市長胡衡華：
◆立足重慶市發展階段性特徵，統籌考慮增長
潛力、現實條件和「十四五」目標要求，是
「跳一跳、夠得着」的，體現了自我加壓、主
動作為，力爭在實際工作中取得更好結果。

廣東省省長王偉中：
◆抓住一切有利時機，利用一切有利條件，看
準了就抓緊幹，能多幹就多幹一些，廣州、深
圳、佛山、東莞等經濟大市要真正挑起大樑，
其他各市要比學趕超、奮發有為，共同為推動
高質量發展、「再造一個新廣東」作出應有的
貢獻。

江蘇省省長許昆林：
◆貫徹了中央「經濟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樑」的
重大要求，考慮了當前發展形勢和全面完成
「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的需要，體現了推動
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導向，
實際工作中我們將全力以赴爭取更好結果。

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藍天立：
◆綜合考慮了支撐條件、完成「十四五」目標等
各方面因素，兼顧了需要和可能。在外部環境複
雜性、嚴峻性、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上升的情況
下，我們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
破，落實全區經濟工作會議部署，看準了就抓緊
幹，能多幹就多幹一些，鉚足幹勁搶機遇、求突
破。

天津市市長張工：
◆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關鍵在幹，關
鍵在落實。

地方一把手談今年經濟增速目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今年內地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到1,179萬，面對就業壓力，各地紛紛將「穩定青年就業」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從
技能培訓、供需對接、崗位開發等方面出台實招。圖為青年求職者在招聘會現場諮詢。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