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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202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注定不平凡——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繁重艰巨的国内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中国经济在爬坡过坎中前行，在攻坚克难中奋进。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鲜明指出。
科学指引，勇毅担当。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
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推动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沿着高质
量发展航道笃定向前。

（一）

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在总结今年经济工作时作出重要判断：“我国经济回升向

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
展，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安全发展
基础巩固夯实，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回望全年，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中国经济

走出了一条复苏曲线：
一季度经济回升向好，实现良好开局；二季度总体延续恢

复态势，但部分指标增速放缓，经济活跃度减弱；三季度，主要
经济指标企稳回升。进入四季度，宏观调控组合政策发力显
效，经济回稳向上态势明显。

事非经过不知难。驶入2023年，中国经济航船面对新的
激流险滩：
放眼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全球性问题加剧，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
境更趋复杂严峻；
环顾国内，周期性结构性矛盾交织，总需求不足的矛盾凸

显，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一些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预期目标难度加大。
不同于以往常态化、周期性的复苏，后疫情时代的复苏过

程会有波动、时间更漫长。
“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信心，来自思想的引领——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

团审议时，围绕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刻阐述，作出重要部署：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

由之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
点；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民幸福
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时隔一个多月，4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
次地方考察来到广东，对粤港澳大湾区寄予厚望：“使粤港澳
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
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

东至长三角、西至新疆、南至广东、北至黑龙江……今年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跨越大江南北，围绕高质量发展这
一首要任务，深入考察调研，提出明确要求：

7月25日至27日，在四川考察时强调，要“深入推进发展
方式、发展动力、发展领域、发展质量变革，开创我国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

9月6日至8日，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要“扭住推动高质
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中奋力开创
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0月12日，在江西南昌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上海要聚焦
建设“五个中心”重要使命，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
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中国经济
坚定迈向高质量发展。
信心，来自上下同欲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

折式前进的过程。”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
重要分析判断。

针对今年经济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就强调“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并就着力扩大国
内需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
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
风险等重大问题作出全面部署。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央深改委
会议、中央财经委会议，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中央金
融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研究部署经济工作，（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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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

2023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 佛罗伦萨小镇商圈。 本报资料照片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中新天津生态城获
悉，位于生态城中新友好花园的“中新友谊林”亮相。友
谊林紧邻园内的新加坡标志性景观——鱼尾狮雕塑，总
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共栽植乔灌木百余株。

据了解，中新友好花园是中新两国友谊的象征，
其设计灵感源于新加坡滨海湾花园，充分借鉴了新加
坡先进的园林设计理念。园内名为“放飞”的纪念雕
塑和鱼尾狮雕塑，彰显两国间的紧密合作关系和深厚
友谊。“中新友谊林”丰富中新友好花园的文化内涵，
其“季季有绿、四季可赏”的景观效果，进一步扮靓花
园景观。

见证中新两国情谊

中新友谊林亮相生态城

中新友谊林。 照片由中新天津生态城提供

■本报记者 陈璠

2023年岁尾，冬日暖阳下的京津冀大地，跃动着追梦奋
斗的身影，升腾着协同共赢的热浪。

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
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赋予京津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的先行区、示范区”的新战略定位，为新征程上深入推进这一
重大国家战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为指引，围绕推动党的二十大

精神落地落实、见行见效，天津把“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行动”列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之首，肩负新使命，书
写新作为，贡献新力量。

持续服务“新两翼”唱好京津“双城记”

“今年以来，三地党政代表团高频互访，天津分别与北京
市、河北省签订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各区各部门对接走访京
冀高达230多次，京津‘1+7’、冀津‘1+6’协议全面落实中，协
同发展的纽带越来越牢固、底色越来越靓丽。”市发展改革委
副局级领导白向东说。
一年来，三地共同谋划建立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

机制，党政主要领导、副省（市）长、京津冀联合办、专题工作组
四个层面，形成贯通决策、协调、执行的协同工作体系，全面协
同、深度融入，工作合力加快汇聚。
一年来，天津扛起服务北京、支持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

中心“新两翼”建设、唱好京津“双城记”的重要责任，高水平推
进“一基地三区”建设。
仲春和金秋，京津两地举办两场产业链洽谈会，数百家企

业围绕“产业链”寻求合作商机。老朋友“握手”新伙伴，洽谈
会累计签约和落地合作项目44个，意向投资额271亿元。截
至目前，4个项目开工建设、12个项目投入运营、2个项目实现
纳税。
初夏6月，“北京CBD—天津港京津协同港口服务中心”

在北京揭牌，当地企业开始“原地享受”150多公里外天津港
的各项服务。
“这里聚集了1万多家外企。我们走访重点企业，开展

多场沟通对接，集成天津港及北京朝阳海关政策优势，提供
便利化创新服务，客户们称赞有加。”天津港营销网络北京
总部总经理戴晓东说，“明年，将对中心硬件全面升级，‘一

企一策’定制个性化服务，为企业搭建畅通、高效的海上运
输通道。”
主动靠前，“零距离”服务，换来了更亲密携手。在北京口

岸协会邀请下，天津港集团物流公司作为唯一一家京外企业
加入协会，进一步完善北京口岸的服务资源。
一年来，天津打好平台建设、政策支持、要素保障、全程服

务“组合拳”。1月至10月，通过市场化机制落地重大协同项
目274个、总投资1561.2亿元；天津港服务雄安新区绿色通
道，完成集装箱操作量超8400标准箱。通武廊“小京津冀”改
革试验纵深推进，武清区与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共建“京
津产业协同中心”，通州区、宝坻区、唐山市联合打造区域创新
平台……天津为“新两翼”建设赋能加力。

协同创新“快”起来 产业对接“串”起来

不久前举办的2023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大会上，京津冀
首次联合发布氢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高端工业母机、新
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六大跨区域产业链图谱。三地
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的路径愈加清晰。
天开高教科创园就是协同创新的探索者、见证者、受益

者。开园半年多来，积极对接北京创新资源，为科技成果转化
和企业培育，提供从概念验证到小试中试再到金融扶持等全
方位支撑，一批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落地。

“我们看中了天津企业对算力需求的难得市场机遇。”自
从落户天开园后，天开智算（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毅过起
了双城生活。
这家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企业提供基础算力支持的公

司，技术来自北京中关村企业清微智能。“落户一个月，已经与
10多家企业接触，明年合同订单额达到1800万元。”赵毅看好
天津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已经介绍了3家产业链伙
伴进驻天开园，“预计明年还将引入企业几十家”。
一年来，天津高标准建设1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京津冀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与南开大学、清华高端院等共建7个创新
平台。发挥国家超算天津中心作用，累计服务三地1000余家
重点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机构，支撑保障超1000项创新成
果。天津科技成果网累计注册京冀地区用户420家，发布京
冀企业成果8575项，汇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
走进位于武清区的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产业成果转化基

地，一边是已建成的生产车间高速运转，另一边的信息化板块
项目正在冲刺收官。
以铁科院为代表的一批北京轨道交通领域高科技企业聚

集武清区，“北京研发、天津制造”产业协同加速，延链、补链
“一盘棋”越下越大。预计武清区智能轨交产业今年产值将
达30亿元，3年左右有望达到百亿元规模。
加快区域内重点产业成龙配套，三地携手并肩，一次次展

现协同风采。 （下转第2版）

全面协同 成果丰硕
——我市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行动年终观察

当一抹绚烂的朝霞跃上地平

线，从志在万里的天津港，到朝气

蓬勃的海河两岸，从文艺范儿十

足的五大道，到烟火气弥漫的西

北角，渤海之滨的这片热土，升腾

着发展的万千气象。

向更高处攀登，这座城市意

气风发、矢志不渝。实施推动高

质量发展“十项行动”，是推动学

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行动

化、具体化、实践化的重要抓手。

深刻领会、深入践行“十项行动”，

这座城市的发展逻辑更清晰、发

展脉动更强劲——

协同之花结出丰硕的发展之

果。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

战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

走实行动”居“十项行动”之首。

京津冀携手打造“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壮阔蓝

图徐徐铺展。放眼10.3平方公里

的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这

片协同发展“试验田”正在成为

“丰产田”，目前已累计注册企业

4700余家，已为900余家北京科

技企业提供科技创新、应用场景

支持。这是天津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走深走实的一个缩影。

坚定不移做实做强做优实体

经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滨海新区

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行动……一

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

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性和现代化水平。重点产业链正在向高端延伸、向集群

延展，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崛起、壮大，存量在激活，增量在培

育，质量在提升。“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的指引，在高质量

发展的实践中愈加清晰。

信心，在激发创新这个“第一动力”的探索中凝聚。“创

新”的分量，体现在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行动中，也彰显于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时近岁末，海河实验室的工作

人员紧张忙碌着，“人才政策宽松、科研组织自主灵活，让青

年科研工作者有了更多自主权”；成立半年的天开高教科创

园面貌日新月异，千家科企“筑巢引凤”，科技+产业+人才，
加出生产力、竞争力。

……

“十项行动”见行见效，行之坚体现在质量提升上，效之

实体现在具体实践中。观察一座城市的发展，要看当前，更

要着眼长远。看大势，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当下，新的

动能在集聚，新的增长点在开拓，“进”的动力更加强劲。事

实证明，发展不是风平浪静下的马到成功，也不是鲜花掌声

中的乐享其成，必然要闯难关、爬陡坡、涉险滩，考验着我们

的决心、意志、胆魄。

2024年即将到来，新的一年，新的机遇、新的考场，我

们如何交出“十项行动”的新答卷？

一个干字，力顶千钧。“只要认准是正确的事情，就一

以贯之、坚持不懈干下去，决不半途而废，决不南辕北辙，

决不回头倒退。”干，才有未来，才有更大发展。机遇不会

主动走进“家门”，而是要靠争取与把握，靠打主动仗，打

有准备之仗。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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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起中塞“空中桥梁”
——写在塞航贝尔格莱德—天津航线运行一周年之际

2.2万名作业人员严阵以待 应对入冬首场降雪

既要“家里暖”也要“通行畅”

市民用医保码办理医保业务、看病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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