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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1月 21日

星期四地区经济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 赵德军 陈坤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数千万江淮儿女勠力同心、接续奋斗，不断战胜各

种挑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安徽省争当击楫中流的改革先锋，新兴动能加快

培育，市场需求稳步改善，民生安全保障有力有效，经

济发展展现了较强的增长韧性和活力，中国式现代化

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经济实现跨越发展，产业结构实现重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安徽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经过

75 年发展，实现了由“总量居中、人均靠后”向“总量

靠前、人均居中”的跨越。1952 年地区生产总值仅为

22.9亿元，1977年达 108亿元。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

展驶入快车道，1993 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

2009年突破万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跨越 3个

万亿元台阶，2013、2018、2021年分别突破 2万亿、3万

亿和 4万亿元。2023年达 47051亿元，居全国第 11位，

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 7.6%。从人均 GDP 看，

1952年为 78元，2006年、2010年分别突破 1万元和 2万

元，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跨越 5个万元台阶，2023年达

76830元，居全国第 13位，比 1992年前移 16位。

经过75年发展，全省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实现

了由“一三二”向“三二一”的重大转变。1952年，三次产

业结构为 75.1∶9.9∶15.0，2023 年调整为 7.4∶40.1∶52.5。
农业实现由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

发展的现代农业转变。粮食产量从 1949年的 127.8亿

斤提高到 2023年的 830.2亿斤，连续 7年稳定在 800亿

斤以上。工业实现由农产品粗加工和能源原材料生产

为主向门类齐全、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加工制造业转

变。2023 年，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达到 38.7%和 49.1%，比 2012年分

别提高 5.7个和 14.3个百分点。服务业实现由批发零

售、交通运输为主向金融、科技、信息服务为引领的现

代服务业转变。2023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

6.5%，比 2012年提高 3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分别达到 2.6%和

3.3%，比 2015年分别提高 1.2个和 0.9个百分点。

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基础建设实现重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安徽始终坚持把科技创新摆

在全省发展的重要位置，诞生了一批国际一流、国内领

先的重大科技成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 12年居全国第

一方阵，实现了从农业大省到科技大省、科技创新策源

地的转变。截至 2023年底，拥有各类省级以上研发平

台 4557个；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301家，其中国家重点

实验室 15 家；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13 家，其

中国家级 9家；省级以上工程研究中心 498个；高新技

术企业 1.9万家，居全国第 8位。2021年研发经费投入

首次突破千亿元，2023 年达 1264.7 亿元，研发投入强

度达 2.69%，高于全国 0.05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7 位。

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由 2011年的 0.8件增加到

2023年的 28.2件。

经过 75 年建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建

成了一大批打基础、管长远、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的重大基础工程。截至 2023 年底，高速铁路里程达

2537 公里，为全国第二个实现“市市通高铁”的省份；

高速公路里程达 5804 公里，实现“县县通高速”；民航

线路里程达 10.9万公里，是 1958年的 223倍。移动电

话、网络设施从无到有、从有线到无线，5G移动电话用

户达 3070万户，5G网络覆盖 90%以上的行政村。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截至 2023年底全社会发电装

机达 1.08亿千瓦，“西气东输”管道输气量由 2003年的

245万立方米增加到 65.7亿立方米。

区域发展呈现新格局，生态建设展现新图景

安徽充分发挥多重国家战略叠加优势，统筹推进

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地位

明显提升。1957年末，城镇化率仅为 8.96%，1978年末

也只有 12.62%。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进程提速，

2023 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1.51%。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从 2005年的 3.02缩小到 2023年的

2.24，比全国低 0.15。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度融入，

沪苏浙在皖投资在建亿元以上项目 2023年达 3789个，

比 2019 年增加 810 个；实际到位资金占全省比重为

60.1%，提升 8.9个百分点。深入落实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共建“一带一路”等战略，

安徽联动长三角与中部地区“桥头堡”功能进一步

加强。

近年来，安徽省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加快形成。2023 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

比 2012 年增长 20.7 倍，年均增长 32.3%。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新能源发电量达 341.4 亿千瓦时，为 2013 年的

58.2 倍，占规上工业企业发电量的比重从 0.3%提升

到 10.2%。PM2.5 年均浓度为 34.8 微克/立方米，比

2018 年下降 29%；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2.9%，比 2018年上升 11.9个百分点。

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安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确保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人民获

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113 元增加到 2023 年的 21144 元，年均增长

1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81年的 425元增

加到 2023年的 47446元，年均增长 11.9%。商品供应由

数量短缺向供给充裕转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1949年的 5.1亿元增加到 2023年的 23008亿元，年均增

长 12%。全体居民恩格尔系数从 2013年的 34.7%下降

到 2023 年的 33.5%。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社会

保障体系持续健全。

75 年来，安徽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蓬勃发展、

硕果累累。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从 1949 年的 10%提

高到 2023 年的 99%以上，普通高等教育学校从两所

增加到 121所。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数量由 1950年的

4 个、1个增加到 2023年的 133个和 181个。乡镇文化

站实现全覆盖，村级综合文化中心覆盖率从 2012 年

不足 30%提高到 99%。卫生机构数由 1949 年的 31 个

增加到 2023 年的 31361 个，床位数由 190 张增加到

45.4万张，每万人口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数从 0.1人增加

到 83.3人。全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约

35岁提高到 78岁。

砥砺奋进七十五载 创先争优再启新程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

■ 资慧敏 王春柳

多式联运是构建现代物流网络系统的基础，对物流业降本增效

和交通运输绿色低碳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近年来，湖南省郴州市抢

抓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积极推动陆港经济发展，努力构建互联

互通、人悦其行、物优其流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推动郴

州市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巧借“一港通”东风，“跨境一锁”融湾区

为加快货物流转，郴州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强力推进郴州国

际陆港项目建设各项工作持续提质增效，通过构建“湘粤－港通”合

作模式，实现 24-48小时内完成从县市区工厂－郴州陆港－广东各

港口的“门到门”转运任务，带动全市货物铁路运费下浮 48%、综合物

流成本降低 30%、通关效率提速 30%。如旗滨玻璃通过郴州国际陆

港集结发运，一年可降低物流成本 1600余万元。

为加深郴州与香港之间的经贸往来，加速融入大湾区建设，郴州

量身订制“快速直达+不换车+中途不查验”的“湘粤港‘跨境一锁’快

速通关模式”，充分发挥沿海港口内地物流优势，产品到达香港完成

通关仅需 7小时，时效提速 50%。

搭乘“组合港”快车，“郴品出海”加速度

郴州陆港致力打造“陆港+多港”合作模式，积极扩展国际物流

“朋友圈”，先后与深圳四大国际港口盐田港、蛇口港、赤湾港、妈湾港

实现深度合作，进一步完善了郴州陆港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提升了

港口的集聚辐射能力，降低对外经贸合作物流成本，积极助推“郴品

出海”。

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体集装箱码头，目前，深圳盐田国际每周有

近百条国际航线，其中每天有 4-6班到美国，2-4班到欧洲。郴州陆

港积极推动货物与盐田国际的无缝衔接，让货物以最快的速度运往

全球。2023年 1月份盐田国际郴州陆港正式挂牌后，货量稳步增长，

今年 1-6月，郴州陆港海铁联运到达盐田国际进出口的货物量增长

60%。未来将进一步在数据化、信息化、系统平台等方面进行对接，

深化合作，为陆港建设、郴州外贸型企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畅通

的国际通道，为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带来国际化的竞争力提升。

助推“公转铁”上路，逐绿前行“碳”新路

郴州陆港积极响应国家推行大宗货物“公转铁”政策，落实完

善区域综合交通枢纽，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今年 4月

21 日，郴州陆港开通首单“公转铁”业务，搭载着 40吨旗滨玻璃光电

极板的集装箱货运列车成功抵达江西省上饶市。

据悉，此次试单成功后，郴州陆港每周发运 3趟固定班列，每列

20-40标箱货柜。郴州陆港“公转铁”模式的成功运行，将为全市生

产制造企业降本增效的同时，加快推动物流全链条建设，实施“一企

一策”提高货运全流程运转效率，努力实现“公转铁”运输增量，推动

社会物流降本增效和绿色低碳运输。

产品加速出湘、企业扬帆出海——

多式联运助力
郴州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近日，国家统计局威海调查队对山东省威海市 230 家

制造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了解全市传统产业

智能化改造进程。调研结果显示，威海市制造业企业在智能化改

造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智能化改造比例不断攀升，经济社会效益

持续提升。

——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比例攀升。调研数据显示，230家

受访企业中，已开展或正在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有 131家，占

比 57%，比 2020 年高出 22 个百分点。从企业近 3 年在数字化、智能

化改造方面的资金投入看，5家受访企业在 1亿元以上，12家受访企

业为 5000万-1亿元，29家受访企业为 1000万-5000万元，184家受

访企业在 1000 万元以下。投入在 1000 万元以上的 46 家受访企业

中，8家为大型企业，21家为中型企业，17家为小型企业，由此可见中

小型企业已成为智能化改造的主力军。

——企业积极谋划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目标方面，78.8%的受访企业计划建设智能化生产线、智能工厂和数

字化车间，21.2%的受访企业计划实现网络协同制造、远程运维服务、

个性化定制等。126家受访企业表示欢迎智能化改造服务商进驻企

业免费诊断，并希望提供系统适用的改造解决方案。在智能化改造

需求方面，184家受访企业希望政府提供项目资金补助，96家受访企

业希望政府搭建技术对接平台，96家受访企业希望政府提供项目对

标学习，143家受访企业有人才培训需求，主要集中在智能技术、装

备研发和软件开发技术人才培训，智能制造装备操作、维护、保养技

术工人培训，软件维护和信息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等方面。

——企业信息化系统支撑作用增强。调研数据显示，在受访企

业中，建立企业资源管理系统（ERP）的企业占 49.4%，建立仓储管理

系统（WMS）的企业占 31.2%，建立制造执行系统（MES）的企业占

30.7%，建立供应商管理系统（SRM）的企业占 19.9%，建立产品生命

周期管理系统（PLM）的企业占 17.8%，均比 2020年有不同程度提高，

可见企业对信息化系统建设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

——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经济社会效益提升显著。从近 3年开

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企业反馈的改造效果来看，50.7%的受访企业

反映减少了用工，37.8%的受访企业反映减少了不良品率、提升了产

品品质，17.3%的受访企业反映减少了生产事故，47%的受访企业反

映降低了生产成本，18.2%的受访企业反映减少了电力等能源消耗。

这些数据都表明，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为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连莲

威海制造业
引领“智”变升级新潮流
中小企业已中小企业已成智能化改造主力军成智能化改造主力军

2018-2023年安徽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营情况（亿元）1952年以来安徽省地区生产总值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情况

■ 陈兴涛

蔬菜产业既是“菜篮子”工程，也是发展农业经济、

实现农村居民稳定增收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青海各

地依托高原特有的有机、绿色、冷凉、无污染等优势，大

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逐步凸

显。为全面了解青海省冷凉蔬菜产业发展现状，国家

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近期组织开展了相关专题调研。

调研结果显示，全省冷凉蔬菜产业特色优势明显，全产

业链已初步建成，对于拉动地区经济发展、打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居民

增收均起到积极作用。

政策支持力度大，基础保障加快补齐

2021 年，作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重

要内容，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发展得到青海省各方高度

关注。各地积极争取各级财政配套资金，整合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资金，实施旧棚改造提升、设施温棚建

设、蔬菜基地建设项目，发放蔬菜种植补贴资金，为

蔬菜种植户提供经费支持，不断提高蔬菜基地综合生

产能力。81.3%的受访户表示接受过温棚建造、旧棚

改造、土地补偿等各类资金支持；90.2%的受访户表示

收到过农业农村部门免费发放的有机肥、地膜、有机

农药等物资支持。

各蔬菜主产区加快补齐区域水利、电力、道路交通

等基础设施短板，加强种子工程、育苗基地建设，引进

循环式育苗、水肥一体化技术，控温保湿、蔬菜移栽机、

预冷机等现代技术在规模较大的蔬菜企业中也普遍使

用。各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持续开展蔬菜新技术、新

理念、新方法培训，并从旧温室改造、育苗、蔬菜生长期

间提供技术指导，逐步形成了规模化、标准化的蔬菜栽

培技术体系。89.3%的受访户表示接受过蔬菜相关专

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指导。其中，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种植大户均接受过相关的技术指导。

加强有机认证，开展品牌创建

全省各农业农村部门积极引导“绿色、有机”种植

方式的宣传和落实，扎实推进蔬菜作物化肥、农药减量

增效，通过发放有机肥、水溶肥、叶面肥、生物农药等，

积极开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及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认

证、商标注册，推进高原冷凉蔬菜溯源，提升蔬菜产量

和品质，提高蔬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助力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调研显示，97.3%的受访户表示

高度重视“绿色、有机”生产方式，生态、环保的现代种

植方式已深入人心。

此外，蔬菜品牌建设也初具成效。部分龙头企业

及专业合作社均成功申请和建立自有品牌，极具地方

特色的蔬菜品牌知名度逐步提升，如“大通老爷山”（共

用品牌）越发响亮，“河湟田园”“黄河彩篮”等品牌逐步

建立，为青海高原冷凉蔬菜发挥品牌效应提供了有力

支撑。

产量稳步增长，促增收效果显现

全省各蔬菜产区依据气候、土地等条件差异因地

制宜选取不同种植方式，现代设施农业温棚、露地等多

种方式兼有。视具体种植条件和不同蔬菜品种，单茬、

轮种、多茬复种等多种种植模式混合交叉。主要蔬菜

品种从白菜、辣椒、黄瓜、西红柿、葱等餐桌上的传统菜

品，逐渐向多元化发展，紫生菜、羽衣甘蓝、火焰蔘、羊

肚菌、赤松茸等不常见的高端蔬菜品种也在青海多地

广泛种植。

种植面积和产量均较为稳定，近年种植面积稳定

在 65万亩左右、产量保持在 150万吨以上。今年前三

季度，全省蔬菜种植面积 63.8万亩，产量 123.8万吨，较

上年同期增长 5.5%。生产时间较为集中，4 月中旬至

10月中旬为全省蔬菜生产旺季。今年夏季，多个种植

大省遭遇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青海冷凉蔬菜快速

“补位”，有效保证了东中部各地伏期蔬菜供应。

各种植区积极引导农户就地务工就业，健全完善

联农带农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农业收入，不同时节的种

植，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拓宽了增收

致富渠道，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98.2%的受访户表示，相比于外出务工、单纯粮食

种植和发展乡村旅游，从事蔬菜种植能实现更稳定就

业和增收。

从各县增收情况来看，截至今年 9月底，蔬菜生产

大县互助县仅生产各类供港澳蔬菜产值就高达 1.2亿

元，可带动 20余万人次从事此项生产，发放务工工资

2000 余万元，辐射带动 3.2 万人实现就业和增收。各

类蔬菜种植主体继续从事蔬菜种植意愿强烈，96.4%的

受访户表示将继续种植蔬菜。

产业特色优势明显、全产业链初步建成——

青海冷凉蔬菜变身富民“热”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