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把握中央精神与

因地制宜发展？

2024 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大力提振消费、 提高投资效益，全

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 2025 年要

抓好的首项重点任务。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

权接受专访时表示， 把握中央精神

与因地制宜发展是一致的，各地“新

春第一会” 均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工

作会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

谋划 2025 年工作部署。 例如，各省

都把全方位扩大内需作为首要任

务，但在工作重点上，各有侧重，一

些省份强调围绕产业投资、 设备更

新、基础设施等抓项目促投资；一些

省份聚焦扩大以旧换新范围、 打造

新消费场景、 发展消费新业态等促

进消费。

安徽省提出，要统筹抓好一季

度各项工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以更大力度稳外资稳外贸，持续激

发消费需求，加力落实各项政策，

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以安徽的

“开门稳”和“开门红”为全国大局

作贡献。

河北省表示， 要加紧推进项目

建设，精准发力提振消费，扎实做好

春耕备播、安全稳定等工作，确保一

季度“开门红”。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

院院长罗志恒接受专访时表示，部

分地方在落实中央精神过程中可能

出现盲目执行、“一刀切” 等现象。

对此， 一是要完善央地政策协调机

制，建立政策落实反馈体系，创新考

核评价方式， 为政策落地提供制度

保障。二是要优化政策环境，完善容

错纠错机制， 激励基层大胆探索

创 新 。 三 是 要 完 善 地 方 工 作 机

制， 前期准备阶段开展深入调研

论证、制定实施路线图，组织实施阶

段强化督导检查、及时总结经验，评

估完善阶段开展效果评估， 优化调

整措施。

如何让省内经济发展

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联动？

构建新发展格局， 必须畅通国

内大循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优化

生产力布局， 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

动和高效集聚。

2 月 5 日，湖北省举行加快建成

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进大

会，对“什么是支点、怎样建支点”进

行了更深入的部署。

重庆“新春第一会”聚焦迭代升

级“六区一高地”建设目标任务，其

中包括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推动西

部陆海新通道提能提效等。

黄汉权表示，省（市区）要打破

只考虑自己“一亩三分地”的意识，强

化全国一盘棋思想，主动服务和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找准本地在国家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和重大区域战略中的

定位和使命，发挥优势，强基固本，着

力建设彰显优势、体现特色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 实现与其他地区联动发

展、差异化发展，同时要按照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打破地方保护

和市场分割，消除阻碍商品要素跨区

域顺畅流动的壁垒， 形成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罗志恒认为， 当前省内经济与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面临几个突出难

题：一是发展不平衡问题，各地区经

济基础、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存在

显著差异；二是行政区划形成壁垒，

地方保护主义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三是协调机制不够完善，跨区

域合作缺乏有效的利益分享和协调

机制。对此，建议从建立健全区域协

调发展机制、优化产业布局、加强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 创新利益分享机

制等方面持续优化合作模式。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的

“长板”与“短板”？

地方经济发展的“长板 ”与“短

板”问题，体现了地区间要素禀赋和

比较优势的差异性。“长板”通常是

某一地区在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

的独特优势和竞争力， 是支撑地方

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动能；“短板”

则是制约区域发展的关键瓶颈，可

能源于产业基础薄弱、 体制机制障

碍等多重因素。

罗志恒表示， 各地在经济“长

板”方面各有千秋，但在“短板”方面

却面临一些共性问题。

2 月 5 日，辽宁优化营商环境暨

三年行动决胜之年动员大会在沈阳

举行， 优化营商环境已连续两年成

为辽宁“新春第一会”的主题。 会议

提出，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

化法治建设和优化公共服务； 推出

一批具有辽宁特色的改革举措和经

验成果，以改革“硬举措”优化“软环

境”、激发新活力。

黄汉权表示， 处理经济发展的

“长板”与“短板”的关系，要从两方

面入手。一是锻造“长版”，巩固和强

化长板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功能

改进、 品牌建设等手段提升竞争

力，把“长版”拉长，形成绝对领先的

竞争优势。 二是补齐“短板”，一方

面加大政策支持，整合资源全力攻

关 ，千方百计补齐“短板 ”；另一方

面，以“长”带“短”，通过加强区域合

作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形成发

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产业链优势

环节带动薄弱环节的良性互促发展

格局。

“各地既要扬长避短， 更要补齐

短板，实现经济发展的整体提升。 ”

罗志恒表示，一要强化战略引领，各

地要深入分析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

基础，避免简单模仿和同质化竞争。

二要优化产业布局， 在做强优势产

业、 打造具有区域特色产业集群的

同时，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 三是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 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

的体制机制障碍。

（栗翘楚 任妍）

人勤春早，实干争先。 春节假期过后，不少地方纷纷举办“新春第一会”，认真研究经

济发展形势，积极把握趋势、谋划对策。

“新春第一会”既落实中央精神，又聚焦自身发展。 新一年，地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

何把握中央精神与因地制宜发展？ 如何让省内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联动？ 如何

处理经济发展的“长板”与“短板”？ 围绕三组关系，权威专家给予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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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地方“新春第一会”

从三组关系看高质量发展新势能

权威发布

住房城乡建设部：

加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建设和供给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各

地要加快推进轮候库建设，加大配售型保障性

住房建设和供给，充分发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建设对惠民生、促转型、稳经济的重要作用。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

推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库建设工作现场

会。 会议要求，各地要出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管理办法，制定在本市县统一适用的配售条件

和标准，明确保障对象、准入条件、轮候排序、

退出机制等管理流程和政策指引，建立常态化

申请受理机制和部门联合审核机制。

相关负责人说， 各地要把轮候库建设工作

抓实抓好，切实推动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落

地见效。 要根据本地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

需求，研究制定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行

动方案，将轮候需求纳入年度建设筹集计划。

与会人员表示， 下一步将按照会议要求，

推动建立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库，加快发展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更好满足城镇住房困难工

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 （王优玲）

多部门：

印发实施意见

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

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日前

印发《关于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 推动

美丽中国建设的实施意见》， 部署全面深化生

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提升生态环

境治理能力和水平。

生态环境领域科技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的

重要内容。 这份文件提出，到 2035 年，生态环

境领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大幅提升，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全面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理论方法取

得重大突破，环境监测和模拟等一批关键技术

和设备装备水平大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成

果转移转化能力显著增强，高水平科技人才队

伍不断优化， 全面实现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

强，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

实现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文件明确要求，打造开放包容的生态环境领

域科技创新环境， 部署实施生态环境领域基础

研究提升行动、关键技术攻关行动、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行动、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优化行动、高水

平科技人才引领提升行动等任务， 并明确了加

强组织实施、强化资金支持、加强开放合作等保

障措施，推动相关任务落实。 （高敬）

八部门：

鼓励高校聘请行业专家

担任兼职教师

为充分调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推进高校人才

培养与工程实践、科技创新有机结合，近日，教

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普通本科高校产业兼职教

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这是首

个聚焦普通本科高校产业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出台的专门文件。

产业兼职教师是指由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聘请，以兼职方式承担特定教育教学和实践创

新任务的行业专家、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

才。 管理办法明确了产业兼职教师的行业来源

和从业经历，从政治素质、年龄学历、取得的应

用性成果等方面明确了产业兼职教师选聘的

基本条件，围绕技术能力、突出贡献、管理经验

等方面提出优先条件。

根据管理办法，产业兼职教师需承担参与人

才培养、开展校企合作等任务；普通本科高校需

承担完善聘请办法、加强聘任管理、加强组织保

障等任务；产业兼职教师所在单位需承担支持人

才聘请、强化管理激励等任务。 （丁雅诵）

2 月 20 日，观众在

网络发展新图景成就

展上拍摄一款机器狗。

当日， 网络发展新

图景成就展在北京中

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展

览分为“日新月异”“基

础坚实 ”“融 合 赋 能 ”

“普惠利民”四个部分，

充分展示网络赋能经

济社会的壮阔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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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发展新图景成就展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