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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之一：不误农时春耕忙

春耕正当时，不负好春光。进入

3月，春耕生产自南向北全面展开，江

西、湖南、四川、山东、吉林、黑龙江等

地进入春耕备耕的农忙时节。

在广袤的松嫩平原，产粮大省黑

龙江正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

春耕农资供应力度、调试智慧农机

装备……

走进位于北安市的北大荒集团

建设农场有限公司，配肥车间内，

工人们正加班加点配肥，保障春耕

需求。

千里之外的齐鲁大地，早早出土

的麦苗增添了春天的色彩。向良田

要粮、向科技要粮，田野里播种下丰

收的希望。

四川遂宁引进智能化机械，借助

北斗导航系统实现播种行距更加精

确均匀，不仅提高春耕效率还保障增

产丰收；广东中山积极创建连片水稻

高产示范基地，带动全市粮食单产提

升；在山东多地，农业主管部门、农技

专家、种粮大户齐聚田间地头，研讨

春季田间管理办法……多彩春耕图

在大江南北绘就。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 3
月 25日，全国已春播粮食完成意向面

积的 5.4％。分作物看，早稻已育秧

近 70％，中稻已育秧 10％，春小麦已

播 16％，春玉米已播 3.9％，薯类已播

23.7％，春大豆已播 1.9％。

【记者观察】一年之计在于春。

抓好春耕备耕，对确保粮食丰产和粮

食安全至关重要。各地不误农时开

展春耕备耕，确保春播面积，细化春

季田间管理，保障农资充足供应，在

良种良法良机良田深度融合上下大

功夫，用汗水播撒下希望的种子，也

将为全年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开好

头、起好步。

观察之二：向“新”而行培育新动能

3月的海南文昌，碧波翻涌、椰风

阵阵。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

正紧锣密鼓进行一、二号发射工位的

调试和建设，预计 6 月可实现商业卫

星发射。

商业航天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的代表之一，也是未来产业的重点

领域。蓝箭航天董事长张昌武说，商

业航天将有效带动信息、材料等相关

产业重塑新动能新优势。

新质生产力的“新”不仅指向科

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

还关乎发展新理念。

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在家

门口就可享受碳减排量认证和交易

服务。这是国网江苏电力“创新＋绿

色”的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探索。

苏州高端产业集聚、外贸企业众

多，碳汇等绿色认证需求旺盛。国网

江苏电力苏州供电分公司牵头组建

碳普惠运营中心，提供注册、核证、交

易、认证等一站式服务。目前已备案

审核项目超 800 个，减排量核证超

32000吨。

通向新质生产力之路，除了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还

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

断积蓄新动能。

数百台机械臂快速“舞动”、每 4
分钟便有一辆重型卡车下线……湖

南长沙，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到了晚

上仍然繁忙。3 月，该产业园预计下

线重卡等商用车近 2000辆。

各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广东遴选出 92条重点产业链进行

滚动支持，提升产业基础；北京加快

推进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在光电集

成、芯粒技术等领域实现更大突破；

山东提出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钙

钛矿等领域，实施 100 项重大科技创

新项目，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

【记者观察】发展新质生产力是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

着力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打

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让更多科技

创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各地

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的资源禀

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

观察之三：激发以旧换新大市场

国务院日前印发《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

方案》，实施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

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四

大行动。

从消费品换新的市场需求看，

2023 年底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 3.36
亿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保有

量超过 30 亿台，汽车、家电更新换代

也能创造万亿元规模的市场空间。

在上海，近期举办的“2024 浦东

家电生活节”，推出多项优惠政策。

自 3 月 30 日至 12 月 31 日，新一轮绿

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包括空调、冰箱

在内的 16大类一级能效家电产品。

天山南北，许多区县都在开展

以旧换新活动。在喀什地区，家电

以旧换新活动将贯穿全年，预计家

电厂商和流通企业将投入补贴资金

2000万元。

2024“爱尚重庆”绿色智能家电

进乡镇、进街道、进社区以旧换新惠

民促销活动于 3月 8日启动。各家电

企业采取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补贴、

满减打折等方式，开展多样以旧换新

惠民促销活动。

“这一轮更新换新体现了‘从存

量中产生增量’的宏观经济政策新

思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

济研究所研究员陈丽芬表示，当前

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不

能简单地扩张规模做增量，而是要

提升存量的质量效益，在提升过程

中产生增量。

【记者观察】推出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举措，可以将投

资和消费统一起来，畅通从生产到消

费的循环，进一步增强内需引擎动

力，实现“1＋1＞2”的政策效果。

观察之四：外贸开局良好释暖意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实现

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释放出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的暖意。

3 月底，广东高壹工机有限公司

内，刚刚深加工结转来的齿轮箱组，

正迅速组装成电钻，等待出口日本。

“以前不能跨账册核销周期，生

产物料必须赶在到期前到位，但供应

商能力有限，直接影响生产经营。”公

司报关负责人李敬辉说，现在我们能

享受跨核销周期深加工结转集中申

报优惠政策，生产更自主可控。

申报手续减少、通关时间节省

……得益于海关政策持续优化，截至

3 月底，广东近 7000 多家加工贸易企

业受益，减少经营成本逾 4200 多万

元，节省资金占用 4.47亿元。

围绕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

进出口企业成本、推动市场多元化等

方面，多地多举措稳外贸、促转型，推

动外贸向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开展新一轮“千团万企拓

市场增订单”行动，截至 3月 17日，共

有 560个团组赴境外参展开展经贸洽

谈活动，联动企业 3346 家次，达成意

向订单近 200 亿元。 3 月 20 日至 22
日，陕西省商务厅组织 23家礼品印刷

类企业赴新加坡参加行业展览会，现

场成交金额约 2000万元，预计意向合

同金额超 5000万元。

从中央到地方，更多政策正在加

力推出：海关总署等 14部门联合开展

为期 5 个月的 2024 年促进跨境贸易

便利化专项行动；商务部正抓紧研究

新一轮稳外贸政策措施，争取尽早出

台实施；天津海关推出 24条措施服务

天津高水平对外开放；吉林跨省合作

推进“借港出海”……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说，尽管

当前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

确定性上升，但我国外贸持续向好有

基础、有条件，对实现全年外贸“质升

量稳”有信心、有底气。

【记者观察】外贸领域积极向好

的变化离不开广大外贸企业的坚守

和创新，离不开稳外贸政策的落地显

效。推动外贸质升量稳，需要攻坚克

难，付出更多努力。随着更多稳外贸

政策措施加快出台实施，市场预期和

信心将进一步稳定，努力以高质量实

现全年外贸目标。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不负不负春光奋进时春光奋进时
————33月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观察月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观察

新华社记者

暖春三月，万物复苏。
在今年第一季度收官之际，新华社记者深入基层调研，感受各地积极贯彻落实今年全国两会精神汇聚起的奋进力量，铆足干

劲推进春耕生产、加快科研攻关培育新质生产力、多措并举促消费扩内需……以新气象、新作为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