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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杭 州 2 月 17 日 讯 （记 者
余勤） 在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省政府
召开春节假期经济形势分析会，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分析研判今年以来特别是
春节假期经济运行情况，以“开局就要
奔跑、起步就要跃进”的奋进姿态，抓紧
抓实抓细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实现一季
度“开门红、开门好”。省长王浩主持会
议并讲话。

今年以来全省经济保持回升向好态

势，特别是春节假期工业生产总体平稳，
外贸出口增幅较大，消费市场加快恢复，
旅游市场持续火热，人流物流活跃度明
显增强，重大项目不停工有序开展，初六
开始满产企业数大幅上升，各项主要经
济指标好于节前预期、表现良好，为一季
度“开门红、开门好”打下坚实基础。

会议强调，要锚定一季度“开门红、
开门好”，采取针对性措施扬优势、补短
板、强弱项，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目标
任务，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作贡

献。要千方百计抓好工业运行，坚持以
稳保调、以调促稳，加强对重点市县、重
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指导服
务，更好发挥工业对全省经济支撑作
用。要持续打好外经贸“稳拓调”组合
拳，深入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增订单”
行动，全力保障宁波舟山港平稳、顺畅、
高效运行，做优做强海外仓等新业态新
模式，充分挖掘跨境电商出口潜力。要
持之以恒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强化“以
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盯牢“千项万

亿”工程项目进度，进一步掀起重大项
目开工建设的热潮。要有始有终做好
春运保障各项工作，科学统筹运力安
排，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处置，
推出更多暖心便民服务措施，服务广大
旅客出行返程安全有序。要加快推动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深入谋划好的抓
手、新的举措，大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
文旅产业，全力打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的“浙江样板”。

徐文光参加会议。

省政府召开春节假期经济形势分析会
王浩主持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7 日致电祝贺第 37 届非洲联
盟峰会召开。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值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
的“全球南方”蓬勃发展，深刻影响世
界历史进程。非盟团结非洲国家联

合自强，大力推进一体化和自贸区建
设。非盟成功加入二 十 国 集 团 ，使
非洲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
权进一步提升。中方对此表示衷心
祝贺。

习近平强调，过去一年里，中国和
非洲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非领导人对

话会成功召开，双方决定相互支持探索
各自的现代化道路，共同为实现发展愿
景创造良好环境。2024 年将召开中非
合作论坛新一届会议，我愿同非洲国家
领导人一道，着眼造福双方人民，精心
规划中非合作新蓝图，推动共筑高水平
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向第37届非洲联盟峰会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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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2月17日讯（记者 郑亚丽 通讯员 郭子寒） 记者
17 日从省经信厅获悉，今年春节期间，浙江 1210 家重点企业实
现不停产，183个重大项目实现不停工，助力浙江经济“开门红开
门好开门旺”。

春节期间，全省共有 183 个连续作业条件较好、要素保障充
分、时间紧任务重的重大项目不停工。

2月10日（大年初一），浙能嘉电四期扩建项目工地上，多台塔
吊和吊机配合，将施工材料精准放置工地各处，随处可见工人忙碌
的身影；浙江传化12万吨稀土顺丁橡胶项目工地上，春节假期巨
型吊车忙个不停，投产后企业可有力参与全球供应链竞争⋯⋯

重点企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为全面备战
春节“不停产”，省经信厅制定部署工作方案，落实“一对一”助企
服务员机制，制定应急协调预案，全力做好准备。

据最新统计，1210 家春节“不停产”重点工业企业虽仅占全
省规上工业企业数的 2.1%，但 2023 年它们的工业总产值达
23610.1亿元，占规上工业的22.5%。

稳住这些重点工业企业，就稳住了浙江工业的基本盘。为此，
浙江春节前就部署七项服务保障措施，确保“不停产”重点企业正
常生产：持续完善春节前不停产准备工作；按日开展春节期间企业
跟踪监测；保障基本生产要素稳定供应；做好企业用工“余缺调
剂”；鼓励开展留企员工暖心服务；指导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监测显示，春节期间1210家“不停产”企业保持连续生产，日
均用电量 2.32 亿千瓦时，占同期全省工业用电量的 78.1%。此
外，“不停产”企业春节期间产能发挥平均达到 88.1%，高于面上
工业56个百分点。

为奋力跑出一季度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春节期间浙江
各地使出浑身解数，为“ 两重不停”项目、企业消除后顾之
忧。如金华聚焦 2023 年 87 家月度升规企业和 240 个已投产项
目，以及 2024 年 180 个可投产达产项目，动态掌握项目进展情
况，狠抓生产，力促发展。

春节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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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商圈寻到新活力
——新春新消费系列观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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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嘉兴各县（市、区）喜报频
传：平湖去年 GDP 总量达 1008.7 亿元，
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南湖区也公布喜
讯——1001.92亿元，生产总值跻身“千
亿俱乐部”。

至此，嘉兴五县两区中，已有 4 个
千亿县（市、区），占据县域半壁江山。

对于县（市、区）而言，GDP 超千亿
元，往往意味着经济能级站上新台阶。
嘉兴的强县版图上，“新面孔”实力到底
有多强，未来潜力还有多大，该向何处
攀登？

新晋选手的成色

县域经济能够达到千亿规模，意味

着背后拥有大规模专业性产业集群。
对此，新晋“选手”平湖就做过不小

的努力。2014 年，平湖入选浙江省产
业结构调整机制创新试点，成为全省首
批产业结构调整示范县之一。借此契
机，近年来平湖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将
优质资源要素配置给新兴科技产业，逐
步形成了新材料、汽车及零部件、高端
数控机床等多个颇具竞争力的特色产
业集群。以汽车及零部件为例，作为全
国第 14 个“国字号”汽车零部件制造基
地，全球汽配百强企业已有 13 家在平
湖落户项目，31家企业已成为整车一级
供应商。

此外，外资也是平湖推动生产总值
上升的“法宝”。自 1986 年第一家外商

投资企业落户以来，平湖便频频向世界
500 强、行业龙头及超亿美元项目抛出
橄榄枝。眼下，平湖已拥有巴斯夫、三
星等 47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利用外资
连续 23 年进入全省十强，成为全省最
大的日资企业集聚区和世界 500 强投
资密集区。

再看南湖区，GDP增长元素与平湖
有“大同”，比如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
在发展微电子产业集群的同时，还致力
壮大生物医药产业群。更有“小异”：南
湖区依托科技创新破解高质量发展“成
长的烦恼”。车行当地，隔几分钟就能
看到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浙江未来技术
研究院、南湖交科院等新型科创载体，
当地已成为科研院所、“小巨人”企业集

聚的高地，是长三角区域创新活力最为
充沛的地区之一。

看完“新面孔”，老牌“千亿县”海宁
和桐乡的实力也不容小觑。2019 年，
海宁 GDP 突破千亿元大关，成为嘉兴
首个“千亿县”。次年，桐乡紧随其后，
成为嘉兴第二个迈入“千亿”行列的县

（市、区）。
这两个地方可不简单。最让人津

津乐道的是海宁的皮革产业集群，皮革
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还有桐
乡的羊毛衫产业，全世界每 10 件羊毛
衫有 7 件来自濮院。去年，海宁和桐乡
发展势头依旧很猛，GDP 分别为 1318
亿元、1252.4亿元。

（下转第三版）

去年新增两个GDP超千亿县（市、区）

找准赛道，嘉兴“千亿县”再扩容
本报记者 王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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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20 多年前的一次会议。当我
们站在今天的浙江，站在“中国式现代化
的先行者”的位置回望，耳边仍能响起那
次会议深远的回声。

2003年12月29日，浙江省人才工作
会议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委、
省政府召开的第一次人才工作专题会议。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讲话，
让与会者掂出了沉甸甸的分量——

“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是应对国
内外激烈竞争、提高综合实力和核心竞
争力的必然要求，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全
面推进社会进步、提高社会文明水平的
重要举措，是发挥‘八个优势’、实施‘八
项举措’的有力保证。”

“人才强省”，在这个醒目的路标之
下，20 年来，浙江走出了一条依靠人才
引领、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放大格局天地宽

回想起2003年那个春天，袁中伟的
心情还是那般激动。

那段日子，由省里多个部门组成的
联合调研组，除省内调研外，还接连跑了
沪、苏、粤三省市。时为省人事厅副厅长
的他，是成员之一。

调研组的任务很重要，是省委布置
的——学习调研三地人才工作情况。

很多人对此颇感诧异：“浙江这几年
经济发展势头很猛，人才总量增长也很
快，还要学什么？”

不过，长期从事人才工作的袁中伟，
心里清楚此行的紧迫性。

因为在2002年的最后一天，到浙江
工作仅两个半月就调研了9个市的习近平
同志，在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对浙
江发展来说，人才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和
紧迫。必须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
大力推进人才强省战略。

习近平同志说，长期以来，浙江走的
是一条传统工业化道路，经济模型基本
上是资本驱动型、资源密集型。到了世
纪之交，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经难
以为继。

当时，浙江经济总量虽然连续多年

保持全国第四位，但人才资源总量严重
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每万人口中具有
大学程度的人口比例居全国第十七位，
高层次人才、高新技术人才、青年人才严
重缺乏。

重任在肩。调研组马不停蹄跑了省
内外数十个地方，把拍资料的数码相机
都用坏了，一份 20 多页厚、长达两万字
的调研报告终于出炉，为省委决策提供
了参考。

但袁中伟也没预料到，在很短时间里，
浙江人才工作提升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

2003年7月10日，省委提出“八八战
略”，其中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
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

2003 年 12 月 29 日，浙江省人才工
作会议召开。

2004 年 1 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的决定》。

“着力建设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
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培养一大批高

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宽广的人才
视野覆盖社会各界，连很多学历不高、长
期在基层工作的人也看到了努力的方向。

对于袁中伟来说，感受最直接的
变化，是人才工作不再是少数几个部门
的事：与民营企业家相关的省工商联加
入了，与乡土人才相关的省农业厅加入
了⋯⋯

由此，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
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新格局，在
浙江迅速形成。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20 年来，浙
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数字经济独领风
骚，这一切，都与习近平同志当年谋划的
人才强省战略息息相关。

（二）栽 下 梧 桐 树 ，
引得凤凰来

今年 1 月 25 日，又一家“国字号”高

能级院所、中国科学院首个以医学命名
的直属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杭州医
学研究所，正式揭牌。

如今的浙江重大科创平台版图上，
“明星”云集。这其中，习近平同志亲自
谋划、最早引进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
院，特别引人注目。

2003 年 7 月的一个傍晚，正在散步
的清华大学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周海梦，意
外接到一份来自家乡浙江的“招贤令”。

原来，4 个月前，习近平同志曾亲自
到清华大学谈合作。

缺少大院名校、大国重器，一直是浙
江的短板。

不栽梧桐树，何引凤凰来？
为尽快给浙江转型发展引入“超级大

脑”，他最先把合作之手伸向清华大学。
校地合作的成功先例，当时并不多，

学校非常谨慎。
会谈中，习近平既展示“优势”，也坦

陈“弱势”：

浙江的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区
域经济发展特色明显，人民群众勇于创
业创新，全省上下充满生机和活力；同
时，从整体上看，浙江的产业结构层次还
比较低，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都
有待提高，需要进一步优化升级科技创
新能力。

“浙江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这种
“筑巢引凤”的强烈渴望，打动了校方。
随后，周海梦被任命为浙江清华长三角
研究院首任院长。

2004年3月23日，习近平同志还特
地到嘉兴看研究院选址。

春寒料峭，站在空地上，一阵阵冷风
迎面扑来。习近平同志看了又看，临走
时还叮嘱，现在条件很艰苦，但是希望大
家暂时克服一下，加快工作进度。

次年 4 月 10 日，研究院总部大楼奠
基揭牌，他又亲自赶到嘉兴参加。

即使离开浙江后，习近平同志仍然
牵挂在心。研究院成立10周年时，他还

专门作出重要批示。
不负厚望，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至今已设立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省
重点实验室、3 个省工程中心、5 个研究
所和70多个研究中心，引进培养海外高
层次人才 800 余人，投资孵化科技企业
2000余家。

浙江的人才蓄水池，水源来自五湖
四海。

敞开大门，在全球坐标系内发现、延
揽高端人才，是习近平同志一直大力倡
导的。

2005 年 8 月 1 日，宁波港镇海码
头，38 岁的姚力军博士伫立在海边，眺
望远方。

“呜——”悠长的汽笛声响起，一艘
货船缓缓驶入港口，上面的20多箱货物
都是他自费从海外购置的仪器设备。

一个东北汉子，放弃全球 500 强企
业的百万高薪，回国到余姚创业，很多朋
友认为他“疯”了。

同样被认为“疯”了的，还有余姚
干部。

姚力军研究的是大规模集成电路制
造用超高纯金属材料及溅射靶材核心
技术。

“会不会水土不服？”余姚与姚力军
接触过两次，双方有意向，但顾虑也多。

引，还是不引？市里不知道开了多
少次会研究。

时任余姚市委组织部部长李浙闽
说，人才强省战略的推出，使他们下定了
决心。

2004年，余姚第三次邀请姚力军实
地考察，并承诺：“你只要带着技术和人
才来，剩下的所有问题，我们来解决。”

最终，姚力军被余姚“三顾茅庐”的
诚意所打动。

2005 年 10 月，第一块国产半导体
工业用溅射靶材诞生。

目前，姚力军的企业总市值已超百
亿元，而他本人也从一只“金凤凰”变成
了一棵“梧桐树”——

多年来，他帮助余姚引进20多位国家
级、省级高层次人才，这些人才又相继引来
100多位高层次人才、30多个科研团队。

截至2022年底，浙江人才总量达到
1481.78万人，比2003年增长4.4倍。

（三）人才之成出于学

18次！
这是习近平同志去浙江大学的次数。
即使作为省委书记工作联系点，如

此频繁的亲临，仍然令人惊叹。
（下转第二版）

人才聚 事业兴
——浙江人才强省二十年故事回眸

本报记者 朱海兵 李 攀 张 苗 钱 祎 李 茸

①位于余姚的江丰电子自动化生产车间。 受访企业供图
②省农科院科技特派员（右）在杭州临平塘栖镇指导当地农户（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朱海伟 摄
③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的研究团队在实验室工作。 拍友 卢绍庆 摄

①①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本报推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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