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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市核心指数样本公司

业绩向好

习近平给红其拉甫海关全体关员回信强调

弘扬海关队伍优良作风

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9月11日给红其拉甫海关全体关员回信， 对海关系统干

部职工更好履行职责使命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 你们克服高寒缺氧等困难，扎

根雪域边疆的国门一线，忠于职守，默默奉献，创造了不

平凡的业绩， 展现了新时代海关人奋发有为的精神风

貌。 今年是海关关衔制度实行20周年，借此机会向海关

系统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海关担负着守国门、促发展的职责使

命，做好海关工作意义重大。 希望同志们胸怀“国之大

者” ，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

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为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积极贡献力量。

红其拉甫海关地处被称为“生命禁区” 的帕米尔

高原， 所在口岸是我国与巴基斯坦唯一陆路进出境通

道。 2005年，红其拉甫海关被国务院授予“艰苦奋斗模

范海关” 荣誉称号， 今年被评为全国海关系统先进集

体。 在海关关衔制度实行20周年之际，红其拉甫海关

全体关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接续守卫国门、

服务发展的情况，表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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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

经济“进”的势能积聚

●本报记者 连润

8月， 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16.2%、中

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升、 社会融

资规模增量比上年同期多6316亿元……

8月以来，宏观政策“组合拳” 及时出手，效

果不断显现，部分先行指标释放出积极信号。专家

表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的趋势明确。 当前阶段，

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进”的势能正在积聚。

物流业发展态势良好

物流业相关数据反映出行业发展向好态势。

一方面，快递业稳中向好。 国家邮政局9月7

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361.5，

同比提升16.2%。

“随着我国航空快件运输体系进一步完

善，行业协同发展能力有所增强，快递业稳中向

好趋势将更加巩固。 ”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9月，在湖鲜、海鲜消费季与中秋假日经济

推动下，预计行业将继续实现良好发展。

另一方面，电商物流稳步增长。中国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9月5日公布数据显示，8月中国电商物

流指数为111.1点，比上月小幅提高0.2个点，连续

八个月回升，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助理何辉表示，

总体来看，电商物流保持较强供给韧性，服务质量

较好、物流时效平稳，多项指标为历史高位。 “随

着国家在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等领域相关政策

出台见效， 电商物流指数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

势。 ”何辉表示。

中小企业投资意愿增强

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从中小企业

发展指数看，随着扩内需、减税费、促民企、活资本

等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出台实施， 中小企业发展信

心增强。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协会9月11日发布数据显

示，8月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为89.4，比

上月上升0.1点，连续三个月回升，且高于2022年

同期水平，与2021年同期持平。 分项指数中，宏观

经济感受指数、综合经营指数、市场指数和投入指

数连续三个月上升，效益指数由平转升。

值得一提的是，中小企业开工状况略有改善，

完全开工的企业占比上升。 样本企业开工率调查

显示，8月，完全开工的企业占45.45%，比上月上

升1.70个百分点。（下转A03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

推动更多符合条件在闽优质台企在大陆上市

●本报记者 昝秀丽

新华社9月12日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意见》提出，突

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努力在福建全

域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意见》 明确， 支持建设多层次两岸金融市

场，创新两岸社会资本合作方式，推动设立两岸产

业融合发展基金，支持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

板” 创新升级，加强与新三板合作对接，推动更多

符合条件的在闽优质台企在大陆上市， 鼓励更多

台企参与大陆金融市场发展。

加强闽台产业合作

《意见》提出，促进闽台经贸深度融合。 支持

福建省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引导台胞台企共

同建设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制定促

进闽台融合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的意见。 鼓励

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对台先行先试。 支持对

台小额贸易创新发展。 建设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

台，鼓励两岸产学研企共同制定行业共通标准，探

索建立台企资质评估及认证体系。 完善台胞台企

权益保障协调联动机制，建立健全政企沟通渠道，

推动在闽台商台企量增质升。

在深化产业合作方面，《意见》提出，支持有

条件的地区建设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加强

闽台产业合作， 提升两岸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

全水平。 加强要素保障，支持古雷石化产业基地、

宁德动力电池集群等建设集聚两岸资源要素有全

球竞争力的产业基地、先进制造业集群。支持福建

企业与在闽台企共建企业合作联盟。

《意见》提出，加强科技创新合作。 鼓励闽台

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 推动在

闽台企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支持福州、厦门

建设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闽台人才集

聚平台。 打造海峡两岸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支持台胞台企参与绿色经济发展。

《意见》明确，促进台湾农渔业和中小企业

在闽发展。 鼓励台湾农渔民参与福建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参与乡村振兴。深化闽台旅游

资源合作开发， 支持台湾业者参与福建乡村旅

游提质升级。 加大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支持力

度，开展海洋经济等领域交流合作，支持台企台

农集聚地区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下转

A03版）

★推动设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 ★支持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板” 创新升级

★制定促进闽台融合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的意见 ★提升两岸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南水北调工程累计调水654亿立方米 逾1.76亿人直接受益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旭光12日表示，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自2014年12月全面建成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

水654亿立方米，成为40多座大中城市280多个县市区的重要水源，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76亿人。

蒋旭光在第18届世界水资源大会“国家水网及南水北调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说，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实施生态补水近100

亿立方米，扭转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逐年下降的趋势，助力京杭大运河连续两年实现全线水流贯通，永定河、滹沱

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现生机。 蒋旭光表示，南水北调东线将优化二期工程布局方案，力争早日开工建设；中线高标准、高质量建设

好引江补汉工程，规划建设好沿线调蓄工程；西线加快规划编制和先期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争取早日上马，加快实现“四横三纵、南北

调配、东西互济”的规划目标。

图为位于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运盐闸、邵仙套闸、邵仙闸洞（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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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投资布局 培育增长引擎

国资央企打造助力东北振兴“新样本”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务院国资委9月12日消息， 国资委党委

11日召开扩大会议提出，要梳理推动新时代东

北全面振兴工作任务， 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

支持指导中央企业深化与东北地区全方位合

作，以更大力度投资东北、布局东北、建设东

北、发展东北。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 国资央企正加强

与东北地区合作，打造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新

样本” 。

“投资正过山海关”

一场场投洽会相继召开，一份份合作协议

纷纷达成……东北三省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吸

引各类企业“投资正过山海关” 。

看黑龙江，8月29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国际新材料产业博览会产

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 现场签约项目25个，

签约总额358.6亿元。 加上场外签约项目，共签

约产业合作项目100个，总金额530.3亿元。

看辽宁，8月28日，在辽宁省与中央金融机

构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暨银企对接会上，辽宁省

政府分别与17家中央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相关驻辽金融机构与省内36家重点项目

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涉及项目38个，融资意向

金额达1460亿元。

记者获悉，将于9月25日至27日在沈阳市

召开第四届辽洽会，将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知名企业、 商协会以及重点国内企业约

3000人参会，共组织900多家企业参展。 截至

目前，共汇总签约项目138个，签约金额3277

亿元。

看吉林，8月22日，2023“外资进长春” 投

资促进大会暨外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现场有

25个项目签约，签约金额为120.1亿元。

“国资央企‘先过山海关’ ，为其他所有

制企业特别是民企做表率，其他所有制企业

也会接踵而至，共同为东北振兴发力。” 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谭浩俊表示，国资大

规模进入东北地区， 是对东北地区投资环

境、营商环境的一次考验。 签约的投资项目，

若能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并在最短的时间内

形成产出， 将激励更多投资者前往东北，产

生“鲶鱼效应”“葡萄串效应” ，让东北成为

新的投资热土，也为民间资本等寻找到新的

投资空间。

发挥更大牵引作用

作为东北全面振兴“重头戏” ，东北地区

国企改革正加快向纵深推进。

专业化整合稳步实施。“在鞍本重组取得

成功的基础上，今年成功参股凌钢，完成凌钢

49%股权划转。鞍凌重组后粗钢产能占辽宁区

域、东北三省粗钢产量比例分别为67%、51%，

将使全国排名前十位的钢铁企业产业集中度

增加到44%，巩固了‘南有宝武、北有鞍钢’ 钢

铁产业新格局。 ”鞍钢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股权激励积极推进。“股权激励这种真金

白银的付出， 将员工与企业利益绑定在一起，

更加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 （下转

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