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7日，江西省委宣传部、萍乡市人民政府举行“江西这
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之萍乡专场新闻发布会。会上萍
乡市委书记陈敏，萍乡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刘烁介
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萍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去年全市生产总值
较2012年翻一番

这十年，面对资源枯竭、亟须转
型的严峻现实，面对新冠疫情和经济
下行的交织叠加，萍乡全面贯彻“三
新一高”要求，扎实推进国家产业转
型升级示范区建设，连续两年获评国
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优秀”城市，
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产业转型升
级工作先后两次获国务院通报表彰。

萍乡坚决淘汰落后产能，钢铁、
煤炭产业去产能分别占全省的 50%
和 20%，全国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
区建设全面提速。加快节能环保、装
备制造、电瓷电气等优势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典型做法
和经验获得工信部肯定和推广。

萍乡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做优做
强“一号发展工程”，全力培育电子信
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先后
引进中材锂膜、佳禾智能、喜临门等
一批“5020”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分 别 达 到 43.5% 、
38.9%。综合来看，2021年度全市生
产总值达 1108.30亿元，较 2012年翻
一番，三次产业结构明显优化。

海绵城市建设
连续三年“国考”第一

这十年，萍乡坚持外修生态塑颜
值、内修人文塑气质。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劣Ⅴ类水全面消除，空气
优良率持续提升，湿地保护率、森林覆
盖率分别列全省第一、第三，生态环境
质量显著提升。深入推进城市更新，
海绵城市建设连续三年“国考”第一。

萍乡以国家级标准推进省级城
乡融合示范区建设，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实现全覆盖，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向
乡村延伸的典型经验获国家发展改
革委通报表扬。统筹推进更高质量
全国文明城市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成为全国首批 12 个文明典
范城市创建试点城市、中部地区 2个
入选的地级市之一。成功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武功山入
选国家5A级景区。

“教育发展”考评
连续6年位列全省第一

2021年萍乡市城镇、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 2012 年的 1.9
倍、2.1 倍。萍乡市坚决打好打赢脱
贫攻坚战。全市 110 个贫困村全部
退出销号，75365名贫困人口一个不
落全部如期脱贫。

萍乡全力推动社会事业扩面提
质，累计投入民生资金 1648亿元，解
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获评全
国无障碍环境示范市，基本养老和医
疗 保 险 覆 盖 率 分 别 达 到 95% 和
99.76%，“教育发展”考评连续 6年位
列全省第一。

（金婉 实习生 郭曾艺）

淘汰落后产能 推进城市更新

萍乡打造“最美转型城市”

9 月 8 日，江西省财政厅官方微
信公众号“江西财政”发布消息，今年
1月-8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 2173.4亿元，同比增长 2.1%，扣除

留抵退税因素后同口径增长9.4%，其
中地方税收收入完成1263.6亿元；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726.7亿元，同
比增长3.7%。 （金婉）

前8月江西财政收入2173.4亿元
增长2.1%

江西省首根 220KV1x2500mm2
超高压电缆日前从吉安辖区内的江
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发货，实现了江
西省最大电压、最大截面电力电缆供
货“零”的突破，标志着江西电缆迈入

“超高压时代”。
据悉，江西电缆为完成超高压电

缆攻坚，成立项目攻关组，邀请芬兰

麦拉菲尔、美国陶氏及国内电缆行业
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支撑，成功解决大
型分割导体制作、交联生产工艺设
计、氩弧焊及挤塑机设备优化改造等
困扰超高压电缆生产的技术难点，培
养和锻炼了一支超高压领域人才队
伍，在全省高压电缆领域实现领先。

（吴广城）

吉安造出首根超高压电缆

江西电缆进入“超高压时代”

◎相关新闻

9月8日上午，两趟由中远海运承运的
满载着江铃集团整车集装箱铁海联运出口
专列，先后从南昌国际陆港铁路口岸出发，
班列将分别直达宁波舟山港和厦门港，货
物到海港后再经海运发往中东和南美地
区。标志着南昌国际陆港型枢纽中心又新
增汽车整车集装箱铁海联运出运功能，这
也是江西省乃至中部地区首次采用整车集
装箱铁海联运运输模式，将进一步助力全
省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南昌国际陆港先后开通南昌
至荷兰（鹿特丹）、越南（河内）、俄罗斯（莫
斯科）等9条国际直达班列和南昌至深圳
盐田港、宁波北仑港、福建江阴港、厦门高
崎港等 9 条铁海联运集装箱外贸班列。
2022年1月至8月，南昌国际陆港已累计开
行外贸班列累计 748 列、44408 个标箱、货
值11.6亿美元，铁海联运集装箱到发量位
居全省第一。

（据人民网）

南昌国际陆港首次开行整车集装箱铁海联运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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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开辟高水平开放新天地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一
带一路”重大倡议，如今，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不仅为各国开拓出一条通向共同繁
荣的机遇之路，更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
天地，越来越多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省份，
正在从开放末梢转身开放最前沿。

在西安国际港站，8 台龙门吊正在同
时吊装来自世界各地的集装箱。每天，从
这里出发和抵达的中欧班列“长安号”有十
余列，联通省内外 20多座城市和 45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目前西安国际港站集装箱年吞吐量
已达到 310 万标箱，运力达到 3850 万吨。
这要在十年前，想都不敢想。”西安国际港
站值班站长李沛说告诉记者，“那时这里还
是一个名叫新筑的四等小站，通往省内外
的货运线路只有5条，由于没有货场，被大
家称作‘直肠子’车站。”

转机发生在 2013 年。当年 9 月 7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10月3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同建设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共同构成“一带
一路”重大倡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
于时代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
当下、谋划长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陆省份考察调研期
间，多次强调内陆省份要主动积极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把独特的区位优势更好转化为
开放发展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从加快内陆开放通道建设，到打造内
陆高水平开放平台，再到打造内陆改革开
放高地，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让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省份，迎来了发展

重大机遇。
短短几年间，新筑站线路增加到 53

条，覆盖范围从最初的中亚国家，逐渐延伸
到俄罗斯、匈牙利、德国等欧洲腹地。2021
年4月，新筑站正式更名为西安国际港站，
一跃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国际物流枢纽中
心站。2021年，陕西对“一带一路”进出口
总额达到810.23亿元，是2013年的4倍。

不只是陕西，在河南，打造起陆上、空
中、网上三条丝绸之路，联通了196个国家
和地区，织起了一张链接世界主要经济体
的“云端大网”，一年的跨境电商交易额超
过2000亿元。

在重庆，三大国际贸易物流通道架起
互联互通桥梁，近 40条中欧班列线路，辐
射国内59个铁路站点和29个港口，通达亚
欧近百个城市。

在安徽，全面实施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和通关一体化，2021年，安徽进出口首
次跨上千亿美元台阶，十年来年均增幅达
到11.8%，居长三角第1位。

十年间，中西部地区开行的中欧班列
达到 44559列，占到全国的 75%，联通了欧
洲 24个国家。十年间，新开通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航线超过130条，占到新开通
国际航线的 60%以上，中西部地区重点城
市机场国际枢纽功能进一步提升。

2021年，中西部地区外贸总额是十年
前的2.5倍，占全国的比重从2013年的12%
提升到 17.7%。其中，郑州、重庆等城市的
外向型产业年均增速达到30%左右。

十年间，我国的自贸区快速向内陆省
份覆盖，已获批的 21个自由贸易区中，超
过三分之一来自内陆省份。

如今，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省份，正
成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为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据央视新闻）

今年今年88月月2323日日，，陕西首趟中越国际货运班列装载着陕西首趟中越国际货运班列装载着4141个车皮的石棉个车皮的石棉，，从西安国际从西安国际
港站出发港站出发，，开往越南河内开往越南河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