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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视点

水利部：

全国水利工程供水能力

超

9000

亿立方米

据水利部消息， 目前全国水利工程供水

能力超

9000

亿立方米，“南北调配、东西互济”

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初步形成。

重点领域节水取得实效。

2023

年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

93%

以上，城

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下降到

10%

以内。 非

常规水利用量

210

亿立方米， 是

10

年前利用

量的

3.5

倍。

加快推进灌区建设。

2014

年以来，新增改

善灌溉面积约

3.6

亿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约

1.5

亿亩， 耕地灌溉率达

55%

； 全国耕

地灌溉面积由

9.68

亿亩增加到

10.55

亿亩。

下一步，将谋划建设改造一批节水型、生态型

灌区。

推进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达到

90%

。 计划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提升到

92%

，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

人口比例提高到

63%

。

强化河湖库管理保护。推动河湖管理范围

划界，划定

133

万公里河流、

2057

个湖泊的管

控边界。完成

7280

条河湖的健康评价，逐河逐

湖建立健康档案， 滚动编制实施“一河一策”

方案

7

万多个。 （李晓晴）

中消协：

超六成消费者认为

本地消费市场活力充沛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

3

月

14

日，中国

消费者协会对外发布

2024

年“激发消费活力”

消费维权年主题调查报告。 调查结果显示，多

数受访者认为消费环境越来越好，超六成消费

者认为本地区

2023

年的消费市场充满活力，

预计

2024

年消费活力将更加充沛。

调查发现， 近八成受访者对线上线下消

费环境表示放心， 多数受访者对消费环境

监管力度与成效表示认可， 认为消费环境越

来越好； 线上线下消费市场发展各有特色 ，

不同消费模式规范性受到消费者认可， 线下

市场规范度评价高于线上， 新消费渠道规范

性有待加强。

调查显示，超七成消费者自认能做到理性

决策， 理性消费趋势显著。 企业经营表现中，

“售后保障”连续三年最受关注，“多平台价格

差异大”成为影响消费意愿的关键因素。 多数

消费者领取过形式不一的政府惠民消费券或

平台、经营者发放的打折券 、满减券 ，超七成

消费者对各类消费券体验表示满意，建议未来

可增加消费券发放种类及覆盖领域。

（孙博洋）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去年光伏产业

总产值超

1.75

万亿元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消息，

2023

年，我国

光伏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多晶硅、硅片、电池、

组件等主要制造环节产量同比增长均超过

64%

，行业总产值超过

1.75

万亿元。

2023

年光伏新增装机规模达

216.88

吉

瓦， 同比增长

148.1%

。 其中受大型风电光伏

发电基地建设等拉动， 集中式光伏新增装机

超过

110

吉瓦、 占比超过

50%

， 反超分布式

光伏。

2023

年光伏产品出口方面， 硅片出口

70.3

吉瓦， 同比增长超过

93.6%

； 电池出口

39.3

吉瓦， 同比增长

65.5%

； 组件出口

211.7

吉瓦，同比增长

37.9%

。 （丁怡婷）

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 资料图片

积极作为

用好条件基础

“现在 ，从小区到地铁站 ，我已

经习惯乘坐自动驾驶小巴了。 我身

边很多朋友都是自动驾驶小巴的

‘粉丝’。 ”家住江苏省无锡市的“

90

后”市民王斌说。

记者在无锡调研发现， 物联网

走进生活、促进生产，正催生出更多

数字化新场景、新应用，推动制造、

物流、交通 、家居 、医疗 、农业等传

统行业加快转型升级， 让更多群众

享受到数字生活的便利。

物联网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阵地。无锡聚焦智能传感器、车联

网、工业互联网“一感两网”重点领

域，加快科技攻关及科研成果转化，

物联网蓬勃发展，产业实力突出、链

条结构完备、创新活力充沛、品牌效

应凸显。目前，物联网技术应用已覆

盖无锡市交通、环保、医疗、安全等

300

余个细分行业。

“无锡物联网产业集群已成功

入选国家首批先进制造业集群。 我们

将瞄准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和核心要素，对物联网要素资源进行

专业化整合，推进集群强链、补链、固

链， 推动物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

蓄更多新质生产力。 ”无锡物联网创

新促进中心主任陈大鹏表示。

这是一个缩影。 放眼全国，

2023

年，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比上年增长

6.8%

， 高技术产业投资

增长

10.3%

， 快于全部投资

7.3

个百

分点……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

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实现新

突破，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江苏突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

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重点，

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 广东把实现新型工业化作为现

代化建设的关键任务， 加快培育未

来产业；重庆发布《重庆市工业产业

大脑建设指南（

1.0

）》《重庆市未来

工厂建设指南（

1.0

）》，聚焦制造业

细分行业， 重塑产业组织形态和资

源配置模式……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

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

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

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

生产力质态。专家认为，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 是新时代新征程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是推动生

产力迭代升级、 实现现代化的必然

选择， 有助于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

环，更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

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性。

殊途同归

壮大创新产业

今年 1 月， 我国第三代自主超

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上线，量

子计算机的整机运行效率大幅提

升；

2

月

21

日，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宣布存储容量是

普通光盘上万倍、 普通硬盘上百倍

的“超级光盘”诞生……如今，我国

科技创新不断实现新的突破， 创新

驱动发展能力持续提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

显示，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

升至第

12

位， 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

创新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充分

发挥创新主导作用， 以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不断塑造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 促进社会生产力实

现新的跃升。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德才表

示，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特点。

发展新质生产力， 必须把科技创新

摆在最为突出的位置。 当前，人工智

能、 新材料新能源等新技术发展日

新月异， 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优势与人才众多优势， 在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上取得突破， 为新质生产

力发展奠定坚实的科技基础。

杨德才建议， 深化科技创新体

制机制改革，给科研人员“松绑”，激

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 深入开展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破“卡脖子”

技术约束。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在创新中

的决定性作用。 始终高度重视基础

科学研究， 夯实科技创新尤其是突

破性创新的基石。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和重

要驱动力量， 大模型作为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基础， 日益成为国际科技

竞争的焦点。 ”中国移动浙江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杨剑宇说，

要鼓励产学研协同创新， 加快技术

攻关和成果转化。

“新质生产力引领未来。 ”科大

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说， 必须加强科

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 颠覆性科技

创新，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

果竞相涌现，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新动能。 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

局产业链，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和安全水平， 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

控、安全可靠。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算力、

量子、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新兴产

业必将呈现快速发展势头， 我们要

紧紧抓住这一波科技创新、 产业变

革机遇， 将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发展优势。 ”杨德才说。

时不我待

提升传统产业

无人驾驶的矿卡在矿山中作

业，工业机器人“不知疲倦地”挥动

着机械臂， 智能搬运机器人“勤快

地”往返穿梭……当前，依托

5G

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纺织、装备、采矿、

电力、 钢铁等传统产业正焕发出数

字新生机。

“当前，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大

势所趋。 我们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

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 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赋能作用，

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 ”浪潮云洲工业互联网董事长齐

光鹏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

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 培育

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 创建国家新

型工业化示范区， 推动传统产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在杨德才看来， 应加强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以科技创

新改造传统产业， 加快传统产业升

级步伐，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水平，促

进传统产业发展方式实现根本转

变。 同时，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

新模式、 新动能， 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

产业体系。

蔡继明表示， 要推进新质生产

力与传统生产力协调发展， 统筹协

调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与新兴未来产

业培育。 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 只有劳动者队伍革新才能

推动生产力飞跃。 一方面，要引导传

统劳动者提升素养， 在传统生产力

向新质生产力跃升的过程中， 特别

关注保障农民工等群体的权益 ；另

一方面， 要加速培养智能劳动者等

新型劳动者队伍， 提升全社会劳动

者的数字素养。

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

期任务和系统工程。 专家表示，必须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形成与之相

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深化经济体

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建立

高标准市场体系， 创新生产要素配

置方式， 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

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同时，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为发展新质

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据《光明日报》）

近一段时间以来，“新质生产力”一词广受关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具备哪些有利条件？ 全国各地如何抢抓机遇发展新质生产力？ 业

界人士及专家学者谈了各自的观点。

抢抓机遇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