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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1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
电鲍勃·达达埃，祝贺他当选连任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
总督。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之

一，两国传统友谊历久弥新。当前，中国同巴新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为两国
人民带来了巨大福祉。我高度重视中巴新关系发展，愿继续
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关系继往开来、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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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1月27日讯（记者 翁浩浩）
今年春节期间，我省有 1127 家重点骨干
企业不停产，其中年营业收入在 10 亿元
以上的企业 353 家，部分企业实现满产；
全省有 320 个重点项目不停工，1 月 9 日
至 26 日共完成投资 76.4 亿元。1 月 27
日，农历正月初六，省委书记易炼红在杭
州走访重大项目工地和重点企业，调研春
节期间不停工不停产情况，看望慰问坚守
岗位一线工作人员，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
要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的状
态，抢抓机遇、实干争先，全力保障“重大
项目不停工、重点企业不停产”，切实以强
劲开局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

位于西湖区的钱塘快速路天目环北
段工程现场，机器隆隆，工人忙碌，一派
火热景象，今年春节期间有 260 余人在
这里留守。易炼红走进项目工地，了解
建设进展，与施工人员亲切交谈。易炼红
说，重大项目事关全局和长远、事关发展
和民生，施工人员放弃与家人团聚的美
好时光，奋战在重大项目一线，感谢大家
为浙江的建设发展辛勤劳动、默默奉
献。他要求有关部门和项目负责人坚持
质量至上、安全第一，在严把质量和安全
关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
增效。

位于杭州市高新区（滨江）的杭州芯

云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主要提供芯片加
工、测试、电路封装等一站式服务，今年春
节期间有约 70%的员工坚守生产岗位。
易炼红考察公司生产线，了解生产经营情
况。他说，新的一年充满生机和活力，希
望全体员工与企业同发展、共命运，以满
怀豪情的状态和昂扬奋进的姿态锐意进
取、再开新局。

位于萧山区的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生产，为满足客户
需求，春节期间安排低压启停电池产品
持续生产。易炼红现场考察企业生产线
等，了解企业技术创新情况和面临发展
瓶颈，鼓励企业传承和发扬百折不挠的

奋斗精神，精准把握汽车制造业大势，持
续争创优势放大优势，在新的一年展现
更为强劲的发展态势，营造大干实干的
浓厚氛围。

易炼红在调研中强调，起步决定后
势，开局关系全局。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提
高站位、担当作为，对照年初确定的各项
目标任务，用心用情用力推动重大项目全
面加快建设、重点企业加足马力生产，及
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企业生产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以高起点开局、高水平起步
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奠定
坚实基础。

刘捷、陈奕君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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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浙江省宁波市委原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项秉炎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27日13时10分在宁波逝世，享年91岁。

项秉炎同志逝世

今天，兔年新春上班第一天。
或许还有人陪伴在家人身边，但更多人

已经背上行囊，走出家门，走出家乡，为了家
人、家乡、家国更美好的明天，开始新的打拼。
亿万返程大军，正带着希望，向春天出发。

感谢“中国年”，让人放慢脚步，滋养
身心。虽是短短一周，很多人已满血归
来；感谢“中国年”，赋予奋斗以价值，让人
在家的温暖中坚定前进方向。

防疫措施优化调整之后，今年又会是
怎样的一年？每个人心中生发一股干劲，
每个人心中有了更多期待。

这期待，见之于各地为今年立下的
GDP 增速目标。放眼全国，绝大多数省

区市，增速目标不低于5%，显著高于2022
年实际增速。这些目标，建立在合理研判
基础之上，也代表着期待和信心。

这期待，见之于许多工厂春节期间仍
未停歇的机器轰鸣中，也见之于亲朋好友
拜年时汇聚的滚烫祝福中⋯⋯

当然，刚刚从疫情中站起来的经济复
苏势头尚不稳固，需要全社会细心呵护，
夯实根基，携手拼搏。新年之初，事务繁
多、头绪复杂，更须抓住先机、统筹并进。

对每个人、对每个企业来说，最重要
的是信心，是只争朝夕动起来、干起来。

春节期间，航班加快恢复、景区重回
“人从众”、假日电影市场火爆⋯⋯这一系

列信号，喻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如春日
生机正勃发。在国外，知名投行不断上调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在国内，各个层
面激励政策纷至沓来，浙江早在年前就发
布“8+4”政策体系。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出
发点，要相信14亿多人口带来的超大规模
国内市场是推动经济复苏的强大引擎，更
要相信这片土地蕴含无穷活力和创造力。

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狠
抓落实。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是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又处在经济
复苏的关键节点，广大干部要让自己成为
政策落实中稳链固链的重要一环。“改善

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尤为重要，
各方政策的出台都要更多考虑综合效应，
助力“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
众敢首创”。当前，浙江正广泛开展“大走
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动。广大干部
更须多到一线听民声、解民忧、纾民困，把
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进行到底。

今年，还是“八八战略”实施 20 周
年。摆在浙江面前的，是以“两个先行”打
造“重要窗口”、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篇
章的宏伟蓝图，是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
放提升的高质量发展途径。全省上下惟
有团结一致、精诚聚力，一年一年干下去，
一步一步走下去，不断闯新局开新局。

明天永远有未知的魔力。但天道酬
勤的道理，亘古不变。以勤耕不辍穿越时
代的起伏，是我们手中的最大确定性。心
存美好、眼望前方、做好当下，相信未来必
不负你我。

向 春 天 进 发
本报评论员

开局看信心①

本报讯（记者 杨新立 叶诗蕾）
“楼下的废弃线杆全拔了？怪不得
清爽多了。”春节假期亲友来访时，
湖州南太湖新区一字桥社区城南三
村的丁华家总会聊起一个话题：楼
下12根废弃多年的碍眼线杆，在全
市废弃线杆集中整治中终于被拔除
了。截至春节前，湖州全域已拔除
废弃线杆25179根，城乡之间，已基
本清除废弃线杆。

去年 6 月，湖州创新开展“在湖
州看见美丽中国”实干争先主题实
践，以此作为贯彻省党代会精神的
总载体、总抓手，用实干争先推动

“两个先行”。该市借助市级媒体舆
论监督栏目《看见》、“亲清直通车·
政企恳谈会”、迭代升级12345热线
等渠道，聚焦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痛点难点，启动多
项整治行动，推动党员干部转变工
作作风，不断提升基层获得感。废
弃线杆集中整治行动就源自于此。

去年 8 月《看见》栏目曝光：中
心城区不少线杆早已没有任何线
缆，却因权属不清，多年无人清理。
播出当晚，建设、电力和通讯运营商
等单位与属地政府连夜开会研究整
改方案。次日，方案就上报到市“看
见办”。“废弃线杆处理难，首先难在
权责不清。”市“看见办”专班负责人
胡国忠介绍，按照“一地曝光 全域
整改”的要求，湖州启动全域排查，
并明确建成区内的线杆由综合行政
执法局负责，建成区外的由建设局
负责，拔除后的废弃线杆统筹循环
利用。

“拔杆行动”很快展开。一字桥
社区党支部书记周瑛说，城南三村

废弃线杆从排摸到清除只用了一个
星期。

然而，要清除全市的废弃线杆，
却经历了一番“博弈”。“虽然‘拔杆’
主体责任明确了，但实施过程中还
是需要村、社区和乡镇、街道配合，
所以各地上报的数据难免有水分。”
胡国忠说，第一次汇总数量只有
4160 根，后经两次督查和开通“拔
杆热线”邀请群众举报，最终确定全
市存在废弃线杆 25300 根。它们
突兀地矗立在道路两旁、田间地头、
房前屋后，影响交通、妨碍作业、有
碍观瞻，成了群众心中“糟心的刺”。

数据的一再更新传递出一个明
确信号：事关群众“四感一度”的关
键小事，市委、市政府就是要一抓到
底、抓出实效，各级党员干部必须

“以百姓之心为心”，把好事办好。
为健全线杆管理的长效机制，眼下，
湖州市建设、执法等部门正对线杆
的规划、设立、维护、拆除和回收等
环节事项进行梳理，明确权责清单，
酝酿推出数字化应用，实现线杆全
生命周期的闭环管理。

据悉，实干争先主题实践开展
以来，“闻风而动、闻过则喜、闻鸡起
舞、事不过夜”，正逐渐成为湖州干
部作风的新标准。该市已相继开展
废弃线杆、扬尘污染、“一厂多租”、
农村道路安全隐患等多项整治行
动，通过督促整改、考核问效的闭环
监督运行模式，解决事关基层利益
和发展大局的难点堵点。2023 年，
湖州将每月确定一个重点问题，推
动各级干部在解决问题中转作风、
提能力、促发展，加快打造美丽中国

“浓缩地”。

湖州紧盯关键小事推动干部作风转变

拔除25179根废弃线杆

人气重聚，生活回暖。
这个春节，各大火车站、机场忙碌的景象再现，

热门旅游目的地客流也倍速复苏。人们走得更远，
住得更久，玩得更有文化。

作为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的
首个长假，2023 年春节期间，全省文旅行业率先恢
复，激发各地市场活力。

文化供给丰富

春节假期，杭州国家版本馆预约火爆，观众如
织。据统计，7天假期整体参观人数超2.2万，达到开
馆以来的日均最高水平。

为进一步普及版本知识，从大年初三开始，杭州
国家版本馆就特别策划推出文润（展览）讲座，每天
两场，面向观众免费开放，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听
讲。《浅析杭州国家版本馆建筑之美、展览之美》、《文
献之邦——版本的五个阶段》等专题，在春节假期为
观众奉献了一杯精致的版本知识佳酿，让观众进一
步游有所获、观有所得、听有所感。

放眼全省，这种为了春节假期安排的“特别设
计”比比皆是。

横店影视城推出颇具宋韵特色的灯会，乌镇景
区准备了水上年市、长街宴等特色年俗活动，安吉县
天荒坪江南天池打出了“滑雪过年”的招牌⋯⋯据省
文化和旅游厅统计，今年春节期间，全省 11 个设区
市组织开展了 9800 多场特色文化和旅游活动，以满
足各地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许多地方相继出台景
区门票减免或打折、发放文化和旅游消费券等惠民
利民政策措施，助力假日文旅消费良性发展。

院线加速回暖

春节假期，电影院的热闹回来了。
据统计，截至1月27日13时，今年春节档总票房

（含预售）已破 62 亿元，超过 2022 年春节档 60.39 亿
元的总成绩。其中，浙江春节档票房已超4.4亿元。

今年春节档，《流浪地球 2》《满江红》《无名》《熊
出没·伴我“熊芯”》《交换人生》《深海》等影片上映，“电影菜单”成色十足。

春节假期，浙江虽有时阴雨绵绵，电影院里依然人头攒动。位于湖州德
清的德信影城，每天有许多来看早场电影的观众，还有不少老年人结伴前
来。在影院，记者还连续两天碰到了返乡回家的陈女士带着家人一起看电
影。她说：“一年多没进电影院了，这次春节档影片的质量普遍都还不错，就
趁着假期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了3场电影。”

影片畅销，影院的零食、饮料等也同样大卖。德信影城有关工作人员表
示：“春节前为了迎接今年春节档，准备了许多爆米花、薯条以及机打饮料的
原料等。现在看来太对了，假期里爆米花、饮料的机器就没停过。”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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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中

1月27日，位于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的浙江科博立新材料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工人在抓紧生产。新春伊始，该企业开足马力，组织工人加紧
赶制出口订单，力争实现首季“开门红”。 拍友 王树成 摄开足马力赶订单开足马力赶订单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鲜明地
指出，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
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
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企业家的信心
似乎有所不足，社会上也是议论纷纷。

信心比黄金重要。新的一年，企业经
营信心到底如何？记者深入走访了一批
浙江企业家，与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对谈，
我们感受到了期待、希望与信心。

（一）

起风了起风了，，所有的毛孔都能感知所有的毛孔都能感知。。
当下经济社会环境高度复杂与不确定，

企业作为经济的毛细血管，感受最明显：
“过去这一年，难关有点多，有些喘不

过气来。”
“现在是民营企业家彷徨、信心不足

的时期。”
“今年我感觉是最困难的一年。”
⋯⋯
对于发展预期，采访中，一些企业家认

为，今年是挑战巨大的一年，继续做好“过
冬”的准备；有些改革开放时期起家、经历
全周期创业的企业家，甚至认为今年将是
最困难的一年；当然，也有不少企业家信心
充沛，展示了危中寻机的转型成果。

学者们同样表达了危与机相伴的观
点，认为只有企业和政府团结一心促改
革、拼经济，2023年我国经济才会出现较
明显的积极改善。

企业的兴衰，既取决于经营者的运筹
帷幄，也始终紧贴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
走势和人民的需求，无法超然物外。

——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并不太平，国际政治格局动荡不安，经
济要抬升，必然面临新旧叠加的挑战。有人
将当前世界经济比作染疫的病人：全球通
胀飙升，创十年新高，“高烧”不退；市场大
幅震荡，增长动能持续流失，“阴阳”不定。

——中国经济自然无法独善其身，依
然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
弱”三重压力。不确定性依然在，社会信
心亟须提升，有的政府部门在出台或调整
政策时，节奏把握上也需更加精准发力。

——企业战略上，面对经济周期缺乏
经验没有“过冬棉衣”，战术上缺乏应对冲
击的“工具箱”，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现金
流不足、订单流失、人工紧张、两头挤压导
致利润率下降等困难面前，一些企业并没
有想好出路，焦虑感挥之不去。

从以上宏观从以上宏观、、中观中观、、微观的三个层面微观的三个层面，，
企业信心流失的企业信心流失的““病源病源””一目了然一目了然。。

除了非常态变量，像经济的周期性调
整、行业的新陈代谢、技术的迭代升级等
常态化变量，如果不能客观看待，也会影
响人们对局势的判断，从而影响信心。

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里的企业，平
均寿命从 1958 年的 61 年，降到了 2022
年的不到 18 年。市场经济的茂林中，万
木竞发、有新生有消亡，是客观规律，也是
生机所在。一些要被市场淘汰的企业黯

然退场、中途夭折，并不影响那些好企业
风华正茂、长命百岁。如果不能将常态与
非常态变量区分，不能穿透历史周期律客
观看待，就容易陷入过度悲观，失去对时
与势的精确判断。

其实信心衰退的全球“氛围感”，更加
强烈。去年12月，《日本经济新闻》“日本
100 名企业家问卷调查”显示，认为世界
经济将“恶化”的回答继去年 9 月调查之
后继续增至近四成。今年 1 月，《2023 年
度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显示，美国民众
对经济前景的信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低。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此，我们依
然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去度过这个比想
象中更漫长的冬天。

（二）

关于有的企业家信心缺失，简单说就
是：外头有点冷，心头有点凉。落到具体
某个企业，难的无非两点：有钱赚不到，有
苦说不出。 （下转第三版）

从企业家身上看信心
潮 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