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2月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顾周皓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

2023年12月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顾周皓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2 要闻

本 报 上 海 12 月 6 日 电 （记 者
郑亚丽 通讯员 夏蔚娜） 记者 6 日从
2023 长三角百强企业新闻发布会获
悉，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浙江荣
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等 40 家浙江企业上榜长三
角企业 100 强。此外，制造业百强企业
浙江上榜 43 家，服务业百强企业上榜
34家，民营百强企业上榜45家。

长三角百强企业经营规模保持增
长。具体来看，69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亿元，比上年增加 3 家，入围门槛
由上年的 679 亿元提高到今年的 725
亿元。百强企业合计资产总额达到
56.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4.3万亿元。

中国宝武营业收入创纪录地达到
10877.1 亿元，增长率达到 11.87%，成
为长三角地区首家营业收入突破万亿
元大关的企业。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过去一年，长三角制造业企业 100 强营
业收入、资产总额、纳税总额等产出指

标实现稳步增长。其中，营业收入达到
13.4 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1.0 万亿元，同
比增长 7.98％；资产总额达到 11.8 万亿
元，比上年增加 8852.4 亿元，同比增长
8.14%。

长三角民营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较快，达到 129563.7 亿元，比上年增加
10276.2 亿元，增长率为 8.61%。不过，
民营百强企业也表现出经营规模明显扩
大，增收不增利，净利润明显下降的特征。

“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已经成为长三

角百强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会上，浙江
企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上榜的新兴
产业企业有13家，保持较高增长状态，分
布在互联网服务、风能太阳能设备制造、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通信设备制造、药品
生产、软件和信息技术等6个行业中。

透过经营规模也能看出这股新势力
的崛起。新兴产业企业平均营业收入达
到1895.6亿元，已接近长三角百强营业
收入平均值；平均净利润达到1160.8亿
元，已超过长三角百强平均值。

40家浙企上榜长三角百强企业

本 报 缙 云 12 月 6 日 电 （记 者
王 璐 怡 杨 世 丹 通 讯 员 汪 诗 雨
潘江浩）“妈妈的味道”又上新了！12
月 6 日，2023 年浙江省“妈妈的味道”
共富行暨百城百店推进活动在缙云县
举行。

“妈妈的味道”是省妇联助力乡村
振兴的特色品牌，通过美食、手作等载
体，让有手艺、有创意的新时代女性在
乡村振兴中找到自身定位、奔向共同富
裕。今年活动创新开启“妈妈的味道”
百城百店促共富行动，杭州、宁波、丽水
三家“妈妈的味道”品牌店以视频连线
的方式正式揭牌。

接下来，“妈妈的味道”百城百店将
以“一县一味道、一店一特色”，持续提
升“妈妈的味道”品牌影响力和赋能增
收实效。“妈妈的味道”社会支持计划也
在现场启动，为“妈妈的味道”品牌化、
产业化发展进一步聚力赋能。

以 人 间 烟 火 气 点 燃 巾 帼“ 共 富

梦”，“妈妈的味道”让更多妇女从小
灶台走向了大舞台。活动开幕式上，

“妈妈的味道”优秀实践者平湖市妇
联、手工制作非遗传承人田凯瑶、巾
帼致富带头人沈红平分享了她们与

“妈妈的味道”相遇后的成长故事，激
励更多妇女勇敢追梦、创富带富。全
省“妈妈的味道”十佳美食榜单也在
现场揭晓，上榜美食中既有从传统中
走来的非遗美食，也有深度融合乡土
特色、时代特色的创意美食，巧手厨
娘用地方特色食材烹制美味佳肴，山
的味道、海的味道、共富的味道在绿
水 青 山 间 融 合 成 一 道 道“ 妈 妈 的 味
道”。

此次“妈妈的味道”活动继续举办
备受大众欢迎的展销集市。12 月 6 日
至 8 日，来自 11 个设区市的 306 位美
食巧女和女红巧手携带产品参加展销，
现场设展销摊位 103 个，其中美食 216
款、手作280款。

一县一味道 一店一特色

“妈妈的味道”百城百店促共富行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郑亚丽） 记者日前
从省减负办（省经信厅）获悉，截至 10
月底，浙江累计为经营主体减负 2855.7
亿元，提前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今年来，浙江直面经营主体需求，
出台《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
策的通知》，配套一系列细化政策举措，
形成“8+4”经济政策体系，并积极推动
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重点领域减负支撑作用明显。今
年来，税务、财政等部门加快推动小型
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减
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政策落地，对全
省经营主体减负贡献最大，先进制造业
等实体经济行业企业受益较为明显。

“一指减负”应用累计访问量 1400 万家
次，企业五星好评率达99.9%。

位于湖州的浙江永裕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就享受到了减负惠企政策的

“及时雨”。受国际环境影响，公司今年
以来订单量下降，同时也面临改造升级
生产线的资金压力。在当地政府有关
部门积极服务下，公司享受了工业经济
政策、竹产业振兴发展财政奖补助金等
181.8 万元以及 5000 万元贴息贷款，极
大缓解了企业项目初期资金紧张的
难题。

针对当前成本高企和价格低迷两
头挤压、企业效益空间受限等难点，浙
江聚焦用工、用能、物流、融资等企业关
注的核心要素，大力帮助企业降低生产
经营成本。

降用工成本方面，人社等部门落实
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等政策；降用

能成本方面，发改（能源）、电力等部门
对电压等级不满 1 千伏的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业用电实行阶段性优惠等政
策，1 至 10 月全省工商业电价为 0.790
元/千瓦时，同比降低 0.011 元/千瓦时；
降物流成本方面，交通等部门推动国资
路段货车优惠、国际标准集装箱车辆优
惠等政策落地；降融资成本方面，人行、
金融监管等部门用好多种金融工具，推
动融资成本降低，1 至 10月全省企业贷
款平均利率为4.03%，同比下降37个基
点 ，其 中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平 均 利 率 为
4.32%，同比下降40个基点。

不断推动企业挖掘新需求、拓展
新 领 域 ，是 企 业 降 本 增 效 的 长 久 之
计。今年浙江累计举办“十链百场万
企”供需对接活动 217 场，参与企业

2.57 万家（次），对接订单 1527 亿元、融
资 1108 亿元、专业人才 8433 名、工业
项目 585 个。开展“小微你好”系列活
动，深化“万名干部助万企”服务，进一
步为企业解难题、减负担。1 至 10 月，
全省 3.2 万名助企服务员受理企业诉
求 19321 件，办结率达 99.3%，累计开
展各类服务活动 9680 场，服务企业约
54 万家次。

“浙江把推进企业减负降本作为加
快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具体举措，将持续
抓好政策供给、减负落实、降本推进、环
境提升等工作，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切
实增强经营主体获得感，努力推动全省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力争为全国工业
稳增长多作贡献。”省经信厅主要负责
人表示。

截至10月底累计为经营主体减负2855.7亿元

浙江提前实现年度减负目标
截至10月底累计为经营主体减负2855.7亿元

浙江提前实现年度减负目标
本报杭州12月6日讯（记者 朱平

通 讯 员 褚 陈 静 李 凌 婧 刘 春 廷）
6 日，第十八届“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
征集活动证书颁授仪式在杭州举行，这
也是“夏衍杯”第三次回到夏衍先生的
故乡。

设立于 1996 年的“夏衍杯”，是国
内唯一的电影剧本政府奖。自2006年
起每年举办一次，面向全国，旨在服务
全国制片机构，加快促进创作繁荣，发
现培养编剧人才。

今年的“夏衍杯”以“绽放”为主题。
在颁授仪式上，《归途有风》《白桦林》《太
阳传说》等 15 部剧本从全国 1231 部作
品中脱颖而出。“这届‘夏衍杯’收集到的
剧本质量都很高，形态更成熟，类型上也
更多元丰富，有喜剧、悬疑剧等。”中国夏
衍电影学会会长张建勇说。

这些作品中，现实主义题材剧本非

常多，在入选的15部剧本中，现实主义
题材占到了近一半。张健勇表示，这说
明现在很多剧作家都更加关注当前生
活，关注各类人群的生活状态。像获得

“优秀电影剧本”的《归途有风》，创作者
龚应恬便是取材于宁波当地媒体报道
的一则真人真事。

颁授仪式后还举行了夏衍论坛。
论坛今年邀请到了冉平、陈彦、黄丹等
近年来在电影创作中富有成就的编
剧、出品人，分别以“文化传承发展与
新时代电影创作使命”等3个主题来分
析中国电影剧本创作的新形势、新经
验，交流传统文学与电影创作之间的
关系，探讨编剧在电影创作中的新时
代表达。

据了解，近日有关方面还将在之江
编剧村举行“夏衍杯”电影剧本推介会，
推动优秀剧本转化落地。

第十八届“夏衍杯”颁授仪式在杭举行

本 报 杭 州 12 月 6 日 讯 （记 者
王逸群） 6 日上午，浙江省营商环境改
革创新研究智库联盟成立仪式暨政务
服务增值化改革理论研讨会在杭州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省内县

（市、区）代表共同探寻增值化改革的新
路径。

近 年 来 ，我 省 营 商 环 境 持 续 优
化。今年以来，省委实施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紧扣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要求，全力打造营商
环境最优省。

本次研讨会聚焦关键命题和企业
需求，来自中央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社会科学
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发展规

划研究院等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
者，围绕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法治化
营商环境、公共政策治理创新等营商环
境改革创新领域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
并提出相关建议。

会上，浙江省营商环境改革创新
研究智库联盟成立。该智库联盟由省
社科院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院牵
头，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省改革研究和促进中心等 18 家
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高校智库、媒体
智库以及其他智库型研究机构等共同
参与，将开展营商环境改革创新领域
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为省委、省政府
的 相 关 决 策 提 供 理 论 支 撑 与 智 力
支持。

我省成立营商环境改革创新研究智库联盟

专家学者共论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

本报衢州12月6日电（记者 于山
通讯员 俞锦峰）“衢州一系列多样化、
多层次、多领域的为企服务‘组合拳’，
让我们企业亲身感受到了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的温度、力度、速度。”12 月 6
日，衢州市举行“企呼我应”平台启动仪
式，一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勇在现场说。

“企呼我应”平台建立衢州全市域、
全过程、全方位的涉企问题高效闭环处
置机制，力求让企业的问题和诉求“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

“亲清半月谈”解企业之“渴”；“企
业亮灯日”让企业唱主角、站 C 位；“企

业社区服务”问企业之需，纾企业之
困，24 小时贴身服务——“企呼我应”
平台传承接续了衢州多年来政企互动
的做法和经验，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
和产业全链条服务，构建高效闭环服
务机制，帮助企业解难纾困，让企业更
有感。

今年以来，衢州深入推进营商环境
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承担政务服
务增值化改革全省试点，深入构建全产
业链全生命周期增值服务体系，已累计
为企业减负 69.9 亿元，兑现大科创政
策资金 4.35 亿元，政策“免申即享、即
申即享”率达到了80.7%。

衢州“企呼我应”平台上线

本报讯（记者 邬敏 见习记者 王啸）
深秋时节，丽水龙泉市炉田工业区 120
余亩的土地上塔吊林立，这里是吉利汽
车集团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项目所在
地。不久后，一座 5.6 万平方米的现代
化工厂将在此拔地而起。

“作为龙泉目前单体投资总额最
大、带动产业升级最快、引领区域发展
最强的制造业项目，吉利汽车集团的项
目投资为全市汽车空调产业向新能源
汽车热管理市场转型升级搭建了新的
路径。”龙泉市经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前 10 月，龙泉新引进亿元项目 16

个，总投资额36.3亿元，同比增长63%，
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1个。

“工业是山区经济的顶梁柱。产业
发展基础薄弱、自主创新内驱动力不足
等问题，制约山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丽水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
来，全市以超常规力度推进“双招双引”
战略性先导工程和平台“二次创业”，把
扩大工业有效投资作为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主引擎，推动工业经济迭代升
级。今年1至10月，丽水实现工业投资
增速 67.8%，居全省第一。其中，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6.9%，高新技术产

业、交通水利和能源、制造业投资分别
同比增长75.1%、50.0%、39.0%，跑出了
丽水工业“加速度”。

丽水深入推进“一把手”招商，重点
招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精细化工、数
字产业、半导体行业等优质项目。前三
季度，全市新招引制造业亿元以上重大
项目 150 个，其中，引进 10 亿元以上制
造业项目 29 个，同比增长 81.3%，总投
资额达588亿元。

日前，总投资 120 亿元的富乐德半
导体项目已签约落户丽水经济技术开
发区，这一百亿级制造业项目是丽水

特色半导体“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的
标志性项目。“该项目的落地不仅完善
了丽水半导体特色产业链生态圈，也
助推产业链向高端化、国际化迈进。”
丽 水 市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相 关 负 责
人说。

项目高效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是保
障。丽水对投资额亿元以上项目、10亿
元以上项目和重点技改项目等进行清
单化管理，建立晾晒通报机制，对项目
开工、竣工、投产、达产等环节进行全生
命周期管理，已完成规上企业开展技术
改造1183家，覆盖率达78.3%。

丽水前十月工业投资增速全省第一

山区工业跑出“加速度”

本 报 杭 州 12 月 6 日 讯 （记 者
全琳珉 通讯员 市闻） 6 日，浙江首次
发 布《浙 江 省 广 告 产 业 发 展 蓝 皮 书

（2022）》，数据显示，2022 年，浙江省
广告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与北京、上海
和广东一同稳居全国第一阵列。

广告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和文化产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播社会良好风
尚、激励创业创新、激发消费热情方面
发挥着“一两拨千金”的撬动作用。蓝
皮书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省共有广
告经营主体 34.9 万家，主体经营总收
入已从 2020 年的 2764.74 亿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3125.88 亿元，年均增速达
6.33% ；广 告 业 务 收 入 从 2020 年 的
736.53 亿元提高到 2022 年的 954.44
亿元，年均增速达13.84%。

与此同时，广告的经济贡献、税收
贡献和就业贡献份额也实现稳步增
长。2022 年，全省样本企业纳税 12.48
亿元，同比增幅24.56%；广告专业人才
增至 49471 人，增幅为 8.47%，全省 3
个国家广告产业园共吸纳广告就业人
员2.48万人。

在电商直播、短视频等方式的助推
下，数字广告也成为浙江广告业中的中坚
力量。2022年，数字广告业务收入达到
688.32亿元，占全省广告收入的72.1%。

眼下，我省广告业仍在持续上涨。
前三季度，全省广告业头部企事业单位
广告业务收入 874.77 亿元，同比增长
29.6% ，其 中 第 三 季 度 环 比 增 长
59.43%，全年广告业务收入有望首次
突破1000亿元，带动消费超万亿元。

浙江首次发布广告产业发展蓝皮书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公布 2023 年度浙江“十大最美农村路”名单，杭州市临平区大运河环线公路、文成县大峃至南田公路、新昌县葫芦岙
至马鞍山公路等10条路线，榜上有名。图为普陀区虾峙岛栅棚至河泥漕公路栅河线。

本报记者 张帆 通讯员 郑雅璐 文 省交通运输厅供图
最美农村路

（紧接第一版）现在，慈溪全市拥有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58 家。这些
企业能成为“小巨人”，最主要的竞争力
就是创新能力，在细分市场上的开拓能
力是强于对手的。

第二个是抓平台。我们积极打造
高能级科创平台载体，加大与科研院所
的合作，落户了医工所、产业应用技术
研究院、温医大慈溪生物医药研究院等
创新平台，进一步推进科创资源跟产业
发展深度融合。

第三个是抓人才。我们着力打造“智
造人才友好城”，建立完善集创新研发、创
业孵化、产业集群于一体的上林英才“链

式”平台体系，持续优化高品质人才服务
保障，今年以来国家级人才增长200%。

问：营商环境也是竞争力，慈溪如
何优化营商环境？

答：营商环境是一个地方的核心竞
争力。我理解最好的营商环境就应该
是法治环境。我们对标“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求，开启了
一些特色改革。

比如聚焦企业用地“急难愁盼”问
题，我们打响“低效工业用地提能升级改

革”。编制工业集聚区专项规划，建立空
间腾换项目库，已入库项目 136 个。实
施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对工业土
地出让、转让等闭环管理，公平透明地重
塑用地配置机制，并对大优强、绿新高企
业给予“全链式”服务保障。

这项改革取得积极成效，慈溪也夺
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工鼎”。

问：前三季度，慈溪基础设施投资
增幅达到47.9%，为什么慈溪要不惜“砸
重金”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答：抢抓机遇，项目为王。我们提出
来的一个战略是“交通提级、城市提能”。

“城市提能”就是要突出首位度，更
注重能级和品质。“交通提级”，像通苏嘉
甬高铁、宁波轨道交通宁慈线等重大交
通项目正在火热建设中。未来，慈溪老
百姓不但可以坐通苏嘉甬高铁，还能直
接搭乘轨道交通到宁波，实现同城化。

通过开展“投资攻坚年”活动，慈溪已
形成超3000亿元的项目储备库，固定资
产投资连续8个季度保持两位数以上增
长。慈溪还两获省政府投资“赛马”激励。

（本报记者 翁云骞 徐婷 共享
联盟·慈溪 邵滢 整理）

“第一强县(市)”，破题都市圈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