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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 75%。 临近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在湖南、江西、黑
龙江等产粮大省看到， 各地多措并举种好粮、
促增收，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高标准农田藏着丰收密码

秋分将近，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澧南镇万亩
高标准农田里，稻穗逐渐变得饱满。 澧南镇高
堰村种粮大户胡景明站在田埂上，笑得咧开了
嘴：“我今年种了 1000 多亩晚稻， 预计能增产
5%。 ”

胡景明告诉记者，今年的丰收密码藏在新
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里。 他算了一笔账：“除了规
整连片，政府还根据我们大户的需求，重新规
划了沟渠、机耕道，开展农机作业更便利了，每
季水稻种植成本也降低不少。 ”

据了解，2023 年湖南省共新建高标准农田
175 万亩，提质改造 170 万亩。

秋风吹拂，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宝泉
岭分公司的岭常丰管理区，成熟的水稻翻滚着
层层波浪。种粮户李宏伟告诉记者，他种的 404
亩水田去年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水肥管理、
农机作业更方便，“去年还进行了格田改造，有
效种植面积多出 12 亩， 去年秋天粮食总产量
增加 12000 多斤。 今年又是丰收年。 ”

江西省石城县琴江镇琴口村的高标准农
田里，两台收割机在稻田间来回穿梭。 “小田变
大田，种植效率高了，种植成本低了，农民种粮
积极性高了。 ”琴口村党支部书记刘时显说。

据了解，2017 年以来， 江西省共统筹整合
资金 530.1 亿元， 建成高标准农田 1785.85 万
亩，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田成方、渠相
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耕地质量等别平
均提高 0.5 等，亩均粮食产能增加 100 斤以上。

抓机收减损力争颗粒归仓

金秋九月，北大荒千里沃野一片金黄。在北大荒集团军川农场有限
公司福源管理区水稻地块，一台台收割机、割晒机正在进行收获作业。
种植户杨明成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率先开镰， 采取直收和割晒拾禾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收获。

福源管理区副主任陈述告诉记者，两种收获方式相结合，直收的水
稻在晒场摊开晾晒，割晒的水稻在田间风干，不但减轻了晒场的压力，
还能大大压缩水稻收获周期， 避免收获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带来
的损失。 “现在部分水稻已经成熟，割晒拾禾收获还能避免因成熟过度
而掉粒造成损失。 ”陈述说。

秋粮生产， 农机保障是关键。 农业农村部农机化司副司长王甲云
说，针对“三秋”生产期间可能遇到的不利天气，农业农村部近日部署农
机防灾救灾工作， 要求各地充分发挥农机在农业生产和应急救灾中的
主力军作用，全力做好“三秋”机械化生产机具与队伍准备工作，为全年
粮食丰收提供有力保障。

黄明强是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岩汪湖镇红菱湖村种粮大户， 也是
县里的“农机达人”。 这段时间，他天天和农机手们蹲在自家机库，对收
割机的风机系统和脱粒系统进行调试。

“为提高效率、加快进度，一些机手会把收割机的风机功率调得很
大，会导致很大浪费。 ”黄明强告诉记者，以往的粗放机收模式下，每亩
浪费约 50 斤，现在通过精心调试，把机收损失控制在 2%以内，每 100
亩田就能多收约 3000 斤稻谷。

据了解，去年以来，湖南省农机事务中心持续在全省开展农机减损
宣传培训工作，力争将今年水稻机收损失率控制在 2.46%以内，低于国
家标准。

绿色化转型拓展增收空间

秋风起，蟹黄肥。 江西省吉水县盘谷镇同江万亩稻鱼基地，村民们
忙着捕捞今年第一批螃蟹。把一只只中华绒螯蟹倒入盆中，基地负责人
王银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年 2000 亩田都采用稻蟹轮作模式，螃
蟹亩产 200 斤左右，每亩毛利润 12000 元，螃蟹的排泄物成为有机肥，
水稻产量和品质更高。 ”

为带动村民致富， 王银牵头成立吉水县润泽养殖专业合作社，以
“公司+合作社+养殖户”模式，带动周边 14 个村、507 户农户入股，走上
增收致富路。

近年来，江西充分挖掘宜渔稻田资源，发展稻鱼综合种养，集成推
广了稻虾、稻鱼、稻蛙、稻鳅、稻鳖、稻蟹、稻螺 7 种主要种养模式，规模
从 2018 年的 100 万亩增加到目前的 275 万亩，亩均收益较单一种植水
稻提升 1500 元以上。

洞庭湖平原的稻虾米近日开始迎来丰收。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明山
头镇三立村的稻虾种养面积有 3000 余亩，是远近闻名的“稻虾村”。 村
党总支书记张德辉 2016 年起开始尝试稻虾共作， 心中有一本厚厚的
“稻虾经”：“虾为稻松土、供肥、通风，稻为虾供饵、遮阴，实现互利共生
的良性循环，稻虾米产量高、品质好，很受市场欢迎。 ”

目前，南县稻虾种养面积稳定在 62 万亩，通过打造高标准集中连
片万亩稻虾示范基地、稻虾产业示范园，以绿色生产为农民拓展更大的
增收空间。

（记者 周楠 周勉 于文静 黄腾 金地 陈春园）
（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电）

这是持续夯实的发展根基———制造
业规模连续 13 年居世界首位，2022 年我
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 40 万亿元大关
……实体经济持续壮大，让大国发展固本
培元。

这是不断构筑的竞争优势———加快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放大创新第一
动力，新动能不断积蓄，为实现高质量发
展注入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推进新型工
业化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关键支撑。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加
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工业体系更健全、产业结构更优、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新型工业
化扎实推进，为中国经济强筋壮骨，不断
培育起新的竞争力。

把牢实体经济这个着力点，现
代化产业体系迈出坚实步伐

8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4.5%，增速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
点。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新能源汽车等
先进制造业增幅明显，凸显引擎作用。 正
是因为工业的持续恢复，牢牢稳住了中国
经济的基本盘。

工业是综合国力的根基、经济发展的
“压舱石”。越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和风险挑战，越要筑牢这个坚实支撑。

党中央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
造业的发展，明确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深入推进新型工业
化。

以制造业为根本、巩固完整产业体系
优势、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信
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我国制造大国地
位更加稳固，新型工业化步伐不断加快。

看基本面：2012 年到 2022 年， 我国
全部工业增加值从 20.9 万亿元增长到突
破 40 万亿元大关 ， 占 GDP 比重达到
33.2%；

看体系：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
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500 种主要工

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世界
第一；

看竞争力：新能源汽车、光伏产量连
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45 个国家先进制
造业集群纵横铺设，构建全球最大 5G 商
用网络，不断拓展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创
新应用……

从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增强产业
链韧性，到大力推进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
程，提高产业链核心能力，再到引导中小
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塑造发展新动能新
优势，我国把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
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推进新型
工业化的重点，坚定不移筑牢实体经济根
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新型工业化
步伐显著加快。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
壮龙表示，工业规模稳步壮大、产业结构
持续优化、 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不断推进，
聚焦新型工业化持续发力，不断夯实中国
经济根基。

向“新”而行，加快推动中国制
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红色工业机器人挥舞手臂，精准对上
百公斤工件抓取、定位 、安放 ；移动机器
人，有条不紊地进行仓储、物流、装配、检
测……走进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的车间，不同种类的机器人和高
度自动化的产线，让智能制造的体验扑面
而来。

这是我国加快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
生动写照 。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 ，
2022 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15.5%、31.8%，65 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
500 强企业榜单。 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五
批 12000 余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带
动地方培育近 9 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以创新作为新型工业化的核心驱动
力，中国制造加速奔向中国创造。

C919 大型客机投入商业运营； 国产
首艘大型邮轮顺利出坞；“东数西算”工程

8 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全部开工
……近年来，一系列重大工程亮相，成为
我国工业重点领域不断突破、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的生动写照。

杭州亚运会召开在即 ，9 月 16 日 7
时 35 分，一道“虹韵紫”穿梭于山海间，串
联起杭州与宁波、温州、金华、绍兴、湖州
5 座亚运协办城市，复兴号亚运智能动车
组列车正式载客运营。新方案缓解列车跨
越丘陵山地颠簸感、车内气压与温度自动
调节……高铁领域不断突破的新技术，印
证着中国制造创新的步伐。

化解过剩产能、加快技术改造，传统
产业焕发新活力；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不断
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技术改造投
资占工业投资比重持续稳定在 40%以上，
重点领域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
稳步提高。 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达 19361.8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0.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
部研究室主任杨光普表示，我国工业向高
端化和高附加值方向积极迈进，向智能化
和服务化转型步伐日益加快。 “通过提高
制造业‘含金’‘含智’‘含绿’量，进一步夯
实中国经济根基。 ”

补短板锻长板，持续构筑竞争
新优势

“2021 年，我第一次参加论坛闭门会
时， 会场上 50%的厂商是我们的客户；去
年则是 70%。 这次闭门会我又算了一下，
是 100%。 ”7 月在上海举行的 2023 中国
汽车论坛上， 国产车规级 AI 芯片厂商地
平线创始人余凯感慨良多，“这个进步是
实实在在的！ ”

从 50%到 100%， 是产业链不断走向
自主可控的生动缩影。

大国工业，拥有稳定且高竞争力的产
业链至关重要。 新型工业化，关键要打造
新竞争力。我国已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

体系，但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问题依然
存在。夯实产业基础，努力在重点领域、关
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成为推进新型工业
化的重要着力点。

提高产业链核心能力，实施产业基础
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增强
产业链控制力，培育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龙头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引导中小企
业向专精特新发展；补齐短板、拉长长板、
锻造新板，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
力……近年来，一系列着眼于夯实产业基
础、提升产业韧性、增强内生动力的重要
举措不断推出。

“我国高度重视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
力，增加研发投入，国内相关行业已取得
一定突破和成就。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
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玉涛说，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中的 262 个重点环节，国内厂商
可供给的环节比例已达 85.88%。

新型工业化 ，同样 “新 ”在格局的重
塑。近年来，不少地方打破传统思维，积极
构建创新生态， 将自身融入区域协调发
展，拓宽拓深发展空间。

在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的 “中国光
谷”， 多家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军企业拔节
生长；安徽合肥加快布局“芯屏器合”产业
战略；湖南工程机械、先进轨道交通产业
竞争力显著增强……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建成
了 45 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主导产业
总产值达 20 万亿元。“我们把发展先进制
造业集群摆到更加突出位置，更加着眼于
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整体实力的提升，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工业和信息
化部有关负责人说。

我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
系和齐备的配套能力，其中蕴藏了无数创
新的力量。 紧紧扣住高质量这个关键词，
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将不断增强工业发
展新动能，谱写制造强国建设新篇章。

（记者 张辛欣 魏玉坤 邹多为 高亢）
（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电）

强筋壮骨 铸就发展新优势
———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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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如何？ 中
秋和国庆“双节”临近，促消费有哪些举措？ 外商
对“投资中国年”系列活动反馈如何？ 商务部 21
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了近期经贸热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 1 至 8
月，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增长，对外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 5856.1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8.8%（折合
83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5%）。此外，1 至 8 月，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6486.2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6.1%；新签合同额 8633.4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 4.6%， 比上月加快 2.1 个百分
点。 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下一步如何更好促
进消费，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

何亚东表示，中秋、国庆“双节”是传统的消
费旺季。 商务部正在组织开展“金九银十”系列
促消费活动，推出“情满中秋 礼迎国庆”“诚信兴
商 信用惠民”等消费场景，活跃消费市场。同时，
会同相关部门落实好前期已出台的家居、汽车、
电子产品等领域促消费政策， 确保政策落地见
效，并围绕重点领域推动出台支持汽车后市场发
展等一批政策举措，为消费加快恢复增添动力。

此外，商务部还将继续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培育建设，实施县域商业三年行动，加快补齐
农村商业短板。 同时，推动即时零售、直播电商、
社交电商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何亚东还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商务
部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组织开
展“投资中国年”招商引资系列活动。 从反馈来
看，外国投资者高度关注，参与热情不断提升，其
中既有“看中”，也有“看好”。

“看中的是， 这一活动为跨国公司提供了
有益平台 ，全方位展示了中国资源禀赋 、产业
基础、 营商环境， 为各国投资者走进中国、了
解中国、 投资中国畅通了渠道。 看好的是，中
国超大规模市场 、 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新机
遇 ；中国完善的产业链 、供应链为企业提供了
良好的生产基础， 因此愿意持续投资中国、扎
根中国。 ”何亚东说。

何亚东表示，商务部将持续打造“投资中国”
品牌，办好形式多样的“投资中国年”重点活动，
如在第六届进博会期间举办“投资中国年”峰会，
积极支持各地开展外商投资促进活动，助力外资
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红利。

（新华社北京 9 月 21 日电）

对外投资合作情况如何？
“双节”促消费有哪些举措？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谢希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