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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阴有分散性小雨 东北风3—4级 降水概率60% 夜间 阴 东北风3—4级 降水概率40% 温度 最高17℃ 最低8℃ 责编 刘雅坤 佟迎宾 田爽 美编 王宇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昨天，京津冀税收宣传月同步启动。天津会场
的启动仪式在天开高教科创园津南园举办。三地税务系统进一步推动税
收合作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促进市场主体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高效配置，
以税收征管一体化和办税服务便利化，为企业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标准一致，精确执法促公平。继续推进京津冀税务执法标准统一，严

格落实《京津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推动实施“首违不罚”事项快速
办理、简易处罚网上办理等，在坚持执法刚性的同时保持执法温度。
协同集成，精细服务增便利。持续精简业务办理流程，进一步打破地域

和管辖范围限制，持续拓展三地涉税“同事同标”事项范围，推动整合京津冀
三地电子税务局，纳税人跨省迁移实现即时办理，优化跨区域业务办理流
程，减少重复报送证件资料，让纳税人缴费人办理涉税事项同标准、少跑路。
信息共享，数据对接强应用。通过资质互认、征管互助、信息互通，提升

税收大数据服务能力，充分利用大数据开展多层级、多领域的税收联合分析，
积极开展税收数据情报交换、风险情况互通，让税收数据要素在分析经济运
行、延展供需链条、智能辅助决策、优化资源配比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记者 刘华）4月1日下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印尼当选
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谈。

习近平祝贺普拉博沃当选印尼总统，并请其转
达对佐科总统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
过去10年，我和佐科总统共同引领两国关系全面快
速发展，取得沉甸甸的成果，雅万高铁成为两国高质
量合作的金字招牌，中印尼关系进入共建命运共同
体的新阶段。中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印
尼关系，愿同印尼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构建具有地
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
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
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印尼关系取得宝贵成就，关键在

于坚持战略自主、坚持互信互助、坚持合作共赢、坚
持公平正义。中国和印尼同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
场国家代表。过去，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建
设事业中始终相互支持，今后也应该精诚团结，打造
互利共赢的典范、共同发展的样板、南南合作的先
锋。双方应该坚定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
定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支持。中方愿
同印尼保持密切交往，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加强发展
战略对接，深入推进“两国双园”和“区域综合经济走
廊”项目，持续深化海上合作。中方愿在减贫脱贫领
域同印尼加强合作，提供支持。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双

方应该积极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力弘扬团结、
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发展
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印尼方一道，维护东盟
团结和中心地位，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构建更
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普拉博沃转达佐科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

候，表示很高兴将中国作为当选总统后的首访国
家。中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和印尼始终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我对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
取得的伟大成就非常钦佩，愿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

的经验，深化治国理政交流。中国是印尼强有力的合作伙
伴。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深入参与印尼经济建设，助力印
尼国家发展。我完全支持发展更加紧密的印尼同中国关系，
愿延续佐科总统的对华友好政策，坚持独立自主，恪守印尼
政府一贯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同中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
益，推进两国关系更加全面和高质量发展，落实好构建两国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共识。印尼新政府愿积极推进两国发展
战略对接，推动经贸、脱贫等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进一
步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
上始终主持公道正义，我深表赞赏。印尼愿同中方加强国际
和地区事务协调合作，为南南合作作出更大贡献。
王毅参加会谈。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当选总统普拉博沃会谈

4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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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税务联动助推企业协同发展

首违不罚 信息共享

中国电信京津冀智能算力中心。 照片由天津电信提供

近年来，天津港不

断巩固中国北方汽车

进出口口岸优势地位，

汽车内外贸业务协同

发展服务能力和效率

不断提升。截至2月

份，今年天津港环球滚

装码头已发运新能源

汽车超5000辆。图为

天津港环球滚装码头汽

车装卸作业。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本报记者 吴巧君

全市钢铁行业面对需求减弱、价格下降的市场
变化，积极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市钢
铁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市钢材产
量5991.86万吨，同比增长7.1%，实现产值2633.4亿
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2.2%，发挥出基础产业的
发展韧性和潜力。

重点企业混改焕生机

在日前举行的市钢铁工业协会四届三次、市
冶金商会一届三次会员大会上，协会、商会会长张
君婷分析称，天津钢铁行业近年来产业焕新离不
开重点企业的混改。
“过去环境脏乱差，粉尘扑面，浓烟滚滚，现在华

丽转身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过去生产环境差，
工序匹配不合理，现在建立集约生产模式，高效顺
畅；过去生产流程效率低，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如今紧跟发展方针，不断迈向数智工厂，昏暗车
间变为明亮工厂，不见往日油渍与灰尘。”这是新天
钢集团天钢公司在总结混改5年来的变化时拍的短
视频里的内容。

新天钢集团自2019年初实现混改以来，不断完
善体制机制，强化改革创新，至2023年底，累计投资
251.55亿元进行大规模技术升级改造和项目建设，
其中，投资83亿元实施节能环保深度治理，企业面
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荣程钢铁成功混改天津物
产集团后，主要经济指标连续3年保持高速增长，实
现实体型企业与贸易型企业优势互补；去年1月，中
信特钢成功竞得上海电气60%股份，从而控股天津
钢管公司，一年时间内钢管公司实现扭亏增盈，上缴
税金增长68%，全年销售286.5万吨，增长7.1%，产品

出口创历史新高。

高端转型赢得市场

市钢铁工业协会秘书长杨勇介绍，目前，全市钢铁行业
拥有近百家企业，争先恐后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

2023年，荣程钢铁获评工业和信息化部2023年度国
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新天钢携手阿里云“建设钢铁工
业大脑”项目扎实推进；友发集团“精益+数字化”项目深
入推广；德天鹏远、振泓再生、振东继泰，以“互联网+”助
力企业发展，荣获2023年度十佳“废钢回收加工企业”荣
誉称号；亚飞、静通、神洲、万绿达、格林美、高利特、隆昱
均在我市废钢铁回收利用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
兴盛达产线搬迁及智能化改造项目竣工投产，实现产量翻
番；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新宇彩板公司“供应链可视
化”和“智能仓储”被评选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年度智能制
造优秀场景”；拾起卖科技集团成为全国首家再生资源经
营性电子数据存证服务认证企业，打造了国内一流的综合
性产业服务平台“大收场共享经济平台”，实现将全国各地
的大量再生资源从业者引入平台撮合交易，入选全国工商
联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
“钢管公司研发团队为全球首口地质条件最复杂、

钻井难度最高的‘万米科探井’——‘深地川科 1井’量
身定制了完整套管选型解决方案，生产出目前国内最大
口径特殊扣无缝套管。德材集团冷轧板业公司涂镀精
整分厂成功开发出1.35毫米厚度的新型镀锌产品，产品
具有强度高、耐腐蚀性强等显著优点，为全国首创。”杨
勇介绍。

全市钢铁行业不断调结构塑品牌，市场竞争力得到极
大提升。大强钢铁不断优化4大系列100余种材质、1000
余个规格的汽车悬架和弹簧材料，拓展刀具钢、犁刀等多品
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30%，稳居全国汽车弹簧钢第一方
阵；德材集团2023年累计完成冷轧和制品产量363万吨，同

比增长47%，全年出口量高达113万吨，获天津市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称号；君诚集团新产品盘扣脚手架、光伏支架、
圆改方产品取得快速发展，镀锌厂吊镀工艺逐渐成熟，2023
年总产量60万吨，较2022年增长20%；荣程钢铁战略新兴
产值增加16%，高附加值产品增长15%。

值得一提的是，新天钢集团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在印度尼西亚建设的德信钢铁一期扩建主体工程竣工投
产，产能规模达到700万吨，规划建成千万吨钢铁、千万吨
焦化，成为中国在海外投资建设规模最大的单体钢铁企业。

绿色低碳全国领先

我市钢铁行业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不断推进节
能减碳、极致能效等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域内，天钢、联合
特钢、荣程钢铁、钢管公司4家联合钢铁生产企业均已完成
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工作，走在全国冶金行业前列，其中，
天钢、荣程钢铁被认定为环保绩效A级企业。

荣程钢铁先行先试，加快构建“制—储—运—加—
用”一体化氢能全产业链，投运氢能重卡275辆，氢能乘
用车15辆，加氢站5座，累计加氢量1387吨，累计运输量
1321 万吨，累计行驶里程 1205 万公里，累计减碳 11093
吨，打造了3条零碳货运线路，实现零碳物流，成为全国
最大的氢能重卡应用企业；天钢公司不断优化水资源结
构，水循环利用率达到98.6%，获评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级水效领跑企业”；联合特钢注重科技攻关，烧结矿固体
燃料消耗持续低于43公斤/吨纪录，创下行业领先，高炉
长周期稳定高效低耗冶炼技术集成与应用等两项科技成
果经专家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钢管公司坚持节能就是
效益，打出节电节能系列“组合拳”，电炉能耗达到国家标
杆水平，助力打赢扭亏为盈攻坚战；新宇彩板利用26万
平方米厂房屋顶，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光伏
发电总装机容量18兆瓦，年均发电量1985万度，年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约1.64万吨。

混改促发展 钢企焕生机
——我市钢铁行业向高端化跨越

■本报记者 万红

驱车沿京津高速来到武清区高村科技创新
园，路边中国电信京津冀智能算力中心十分醒
目。在这里，京内“1毫秒”、京津冀“3毫秒”低时
延、大宽带、高可靠的智能算力生态体系，正为京
津冀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近日，记者走进中国电信京津冀智能算力中
心，一幢幢黑白相间的大楼内，机房、冷却车间、应
急发电设备等分布其中。机房里，一排排机柜鳞
次栉比，五颜六色的数据线整齐有序，大量数据信
息在这里传递、计算和存储。厂房中，不同颜色的
大型液冷管道如根根动脉，串联起整个算力中心。

作为天津电信和北京电信联合建设运营、服
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算力基础设施工
程，中国电信京津冀智能算力中心一期项目于
2021年底投用。目前，该中心已完成8栋数据中
心、3栋动力中心和1栋生产指挥调度中心建设，
具备2.8万机架承载能力，算力能力可全面覆盖京
津冀区域网络。距北京仅1小时车程的区位优
势，更让其在助力京津冀夯实算力基础设施建设
中崭露头角。
“如果说电力是工业时代的‘血液’，那么算力

可谓智能科技时代的‘发动机’，与我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像刷码过闸、‘一网通办’这些数字应用，
背后都离不开算力的支持。”一见面，中国电信京
津冀智能算力中心、天津电信智算中心总经理助
理陈碧可便深入浅出地介绍起来。

陈碧可告诉记者，该中心智能算力生态体系
能满足京津冀各类人工智能企业的算力需求，其
毫秒级的智能接入就好比用算力网络铺就的“高
速路”。“目前，中心已与12家互联网头部客户完
成签约合作，为5G智慧城市、无人驾驶、港口、制
造业、金融服务、医疗科学研究等领域发展提供算
力支持。”陈碧可说，“跟随京津冀区域人工智能、
大模型等产业发展方向，我们还在持续提升中心
智能算力承载能力。目前，中心已完成375P（算
力单位）国产先进AI智能算力建设，同期还在进
行多行业大模型适配。”

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之
一，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算力市场的重要板块。目
前，京津冀地区已形成以北京为核心、天津为支
撑、河北为承接的协同发展功能格局。

近期，中国电信京津冀智能算力中心正全力
推进国内首个真“万卡”液冷算力池建设，预计到
今年6月，该中心将具备5000P智算算力能力，将面向京津冀、辐射全
国，打造数网协同、数云协同、云边协同、绿色智能的多层次算力设施体
系，全力为区域工业、教育、金融、医疗、能源等重点领域提供更为强劲
的智能算力服务。
“按照规划，中心终期将达到4.2万机架承载能力，满足50万台服

务器运行需求。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京津冀地区规模最大、能力最强的
智算中心，有效支撑首都经济圈人工智能大模型、金融、互联网、云服务
等产业算力需求，成为推动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等级算力底座，持
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陈碧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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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五大道旅游论坛举行 8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齐聚海棠花节 共商文旅融合

鼓励住宅空间多样性 让高品质住宅为美好生活添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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