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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起跑
——看九江加快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围绕建设“江西江海直达开放门
户城市、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
国际山水文化旅游城市”，九江市在
过去的一年里，防疫、复工、抗洪、脱
贫退出……加试题一道又一道，攻坚
战一场接一场，场场都是大考，场场
取得胜利——

聚力江海直达
打造双向开放城市

去年，国家跨境电商综试区获批
建设，航运交易中心、红光国际港两
大航运标志性工程建成运营，全年港
口集装箱吞吐量突破60万标箱……
依水而生、因水而兴的九江正阔步向
前，书写大开放的精彩篇章——

放大江海直达的独特开放优
势。夯实“通”的基础，全面提升港口
通过能力和货物集散中转能力；增强

“运”的能力，加快发展船舶运力，大
力构建水水、水铁、水公、水空等多式
联运体系，引导“赣货浔出、入赣浔
进”，扩大皖鄂湘货源市场；提升“达”
的层次，加强与省内、沿江、沿海港口
联动协作，尽快开通九江至日本大阪
等国际近洋航线。

打造功能集成的立体开放平
台。顺应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趋势，搭建航运交易电子商务平台，
加速信息发布、代办业务、保险保理、
航运金融等航运市场要素集聚，使航
运交易中心成为吸引企业、服务企
业、支持企业的助推器。

加快内外并举的全面开放合
作。加强与大南昌都市圈和赣江新
区联动发展，加快昌九一体化进程，
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推进赣鄂
皖长江两岸合作发展试验区建设，打
造区域合作新高地，进一步扩大九江
内外开放影响力。

实施“四大工程”
构建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

你追我赶，争先进位。九江各地
形成了项目聚集落户、集中开工、源
源不断的局面，真正体现了项目为

王、项目引领的发展导向。去年，全
市新增规上工业企业131家，总数接
近 2000 家；集中开工重大工业项目
399 个，总投资近 2000 亿元，新增过
千亿元产业2个。

产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撑。九江市将聚焦“产业基础再造工
程、质量提升行动”，以十大千亿元产
业集群为重点，以产业链长制为抓
手，大力实施“工业强市提升年”，加
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实施

“四大工程”。
大力实施先进制造提能工程。

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平台化、绿色化转型发展，推进
一批省级、国家级“智能制造”“互联
网+先进制造”示范项目，把战略性
新兴产业打造成再造九江工业新辉
煌的中坚力量，全力打造百亿元企业
和百亿元产业园，坚持先进制造业与
生产性服务业“双轮驱动”。

大力实施数字经济提速工程。
加速布局大数据、云计算、5G 商用、
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VR等数
字产业，着力把鄱阳湖生态科技城打
造成长江中下游地区数字产业化集
聚区、产业数字化示范区，引领带动
全市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大力实施产业招商提效工程。
坚持以“换位”的思维抓招商，把招商
的着力点由“我要招什么”转向“企业
要什么”；以“投资”的理念抓招商，大
力推行“园区+平台公司+投资基金+
项目+产业”的招商模式；以“挑剔”
的眼光抓招商，严格实行产业园区

“准入门槛+负面清单”管理，精挑优
选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发展前
景好、环境友好型的项目。

大力实施园区发展提级工程。
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进集
群式项目“满园扩园”行动，强化“亩
产论英雄”导向，扩大工业企业“亩产
效益”综合评价试点，加大标准厂房、
多层厂房建设力度，清理盘活闲置土
地、厂房和“僵尸企业”，提高各类资
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山江湖城”联动
赋能国际山水文化旅游城市

“我从庐山写信给你，期待你的
晶莹之旅，你若厌倦冬日萧索，这里
一片琼楼玉宇……”一曲动听的《我
在庐山等你》拨动心弦。

近年来，九江市紧紧围绕构建
“山江湖城”联动发展和“两圈两带”
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全面打响“庐山
天下悠”品牌，把文旅产业链作为全
市十大重点产业链之一，重点打造，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2020 年，庐山西海晋升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修水县黄庭坚故里、德
安县博阳河、永修县鄱阳湖吴城候鸟
小镇获批4A级旅游景区。武宁县成
功创建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庐山市获评中国夏季休闲百佳
县市。修水县双井村、武宁县长水村
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庐山国
际爱情电影周举办，浔阳江号游轮投
入运营。全市共接待游客 1.85 亿人
次，旅游总收入1779亿元。

该市积极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
消费试点城市，全力打造文化特色鲜
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深化庐
山管理体制改革，努力把庐山打造成
全省旅游的龙头、全国旅游的标杆、
世界旅游目的地；加快石钟山创

“5A”步伐，推动庐山西海向世界级
旅游景区和度假区迈进，加快构建

“山江湖城”联动的全域旅游发展格
局；全力实现从“一季游”到“四季
游”、从“一业旺”到“多业旺”的完美
转变，完成从庐山山上开花向山下燎
原成片转变、从景区景点向城区城乡
全域转变、从游山玩水向文化内涵活
化物化转变。

开局“十四五”，呼唤新作为。时
下，九江正主动适应新发展阶段，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奋力绘就我
省“江海直达开放门户城市、长江经
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国际山水文化旅
游城市”的精彩画卷。

（刘小荣龙群 姚星宇）

省工信厅4个党支部赴南昌军事主题公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近

日，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军工发
展处、军民融合产业推进处、航空
和船舶工业管理处、安全生产和民
爆物品管理处等4个党支部，联合
前往南昌军事主题公园开展“铮铮
誓言表决心，赤诚永恒守初心”主
题党日活动，重温革命历史，弘扬
军工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践行为
民初心。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人
民军工诞辰90周年。在党的领导
下，人民军工从无到有、由弱变强，
逐步发展成为完整配套的国防科
技工业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为实现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功绩，
为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发挥
了重大作用。

在军事装备展示中心，全体党
员面对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
词。党员们边参观边交流，时时心
潮澎湃，刻刻百感交集。大家纷纷
表示，要正确把握“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人民

军工精神内涵，大力发扬红色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切实把人民军
工精神传承好，在明理、增信、崇
德、力行上走前列、作表率，真正把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献身国
防科技事业，为企业谋发展的强大
动力，全面推进全省工业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

（金婉）

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我
国正式调整部分钢铁产品关
税。其中，对生铁、粗钢、再生
钢铁原料、铬铁等产品实行零
进口暂定税率；适当提高硅
铁、铬铁、高纯生铁等产品的
出口关税。同时，取消合金钢
粉末、不锈钢丝等部分钢铁产
品出口退税。

当前，大宗原材料价格上
涨，钢价、进口铁矿石价格高
位波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下，钢铁行业碳减排压力明
显。钢铁进出口关税调整，凸
显怎样的政策导向？中国钢
铁工业协会有关负责人就此
进行解读。

导向一：有利于减少
对进口铁矿石依赖

根据调整目录，对生铁、
钢坯、再生钢铁原料等产品实
行零进口暂定税率。这些产
品为什么要鼓励进口？

“能生产而不生产是一种
主动选择，或者说未必都从铁
矿石开始生产，这对缓解资源
和 环 境 压 力 都 会 有 一 定 作
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执行
会长何文波说，以美国为例，
2019 年其粗钢生产量为 8800
万吨，而粗钢表观消费量为
1.08亿吨，粗钢净进口为2000
万吨，且20年来进出口数据基
本如此。

我国钢铁行业铁矿石对
外依存度高达 80%以上，而
炼铁工序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最多。今年以来，铁矿石价
格大幅上涨，且同比涨幅远
高于同期钢价涨幅，加大行
业运行风险。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
长骆铁军多次公开表示，钢铁
行业要转变传统自给自足观
念，鼓励钢坯等初级钢铁产品
进口，促进再生钢铁原料进口
便利化，提高铁素资源供给，
减少能源、铁矿石消耗。

导向二：有利于改善
国内钢铁供需关系

鼓励初级产品进口，同时
抬高一般钢材出口门槛。此
次取消出口退税的一般钢铁
产品多达146个。

“出口策略调整是必要
的，没有理由在资源和环境高
度受限条件下继续大量出口
普通产品。”何文波指出，钢铁
行业首要任务是保障供给。

工信部明确提出，2021
年，要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

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中钢
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份，
在国内市场消费旺盛和国际
市场需求复苏拉动下，全国粗
钢产量达2.71亿吨，同比增长
15.6%，离国家确定的全年粗
钢产量压减要求有较大差距，
供需平衡面临考验。

如何平衡下一阶段需求
与产量成关注热点。骆铁军
表示，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下，钢铁行业出发点和落脚
点应重点放在满足国内需求
上，同时充分发挥进出口补充
和调剂作用，积极应对我国钢
铁供给格局改变。

导向三：有利于参与
高水平国际合作竞争

保留23个以电工钢、汽车
和家电用钢等高附加值、高技
术含量钢材产品出口退税，凸
显了鼓励我国高端钢铁产品
继续参与国际竞争的导向。

“资源与环境是发展前
提，保障供给和提升竞争力是
发展目的。”何文波表示，高附
加值产品出口的是技术和服
务附加值而非资源，鼓励高附
加值产品出口有利于倒逼钢
铁行业参与高水平的国际产
能合作，着力打造国际竞争新
优势。

骆铁军表示，汽车板、家
电板、石油套管、钢帘线等高
端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强，
鼓励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
品出口，既符合构建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要求，也有利于树立
我国钢铁品牌形象。

导向四：有利于压减
粗钢产量和降能减排

钢铁行业作为能源消耗
高密集型行业，是制造业31个
门类中碳排放量最大行业，压
减粗钢产量是落实我国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重要举措。今
年以来，我国钢铁消费持续增
长，钢材出口明显恢复，带动
钢铁生产高位运行，碳减排压
力巨大。

中钢协报告分析称，在当
前全球国别碳排放核算体制
下，我国钢铁碳排放中有部分
是通过出口贸易满足其他国
家 生 产 和 消 费 需 求 而 产 生
的。考虑到进出口贸易中隐
含碳排放的影响，通过调整钢
铁进出口政策优化贸易结构，
有利于引导和促进压减粗钢
产量和降能减排。

（据新华社）

钢铁进出口关税调整
凸显怎样的政策导向？

记者日前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
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可再生能源发
电装机达到9.48亿千瓦。其中，水电
装机3.71亿千瓦（其中抽水蓄能3179
万千瓦）、风电装机2.87亿千瓦、光伏
发电装机2.59亿千瓦、生物质发电装
机3148.5万千瓦，我国可再生能源装
机规模稳步扩大。

从新增装机分布看，一季度全国
风电新增并网装机526万千瓦，中东
部和南方地区占比约54%，“三北”地
区占 46%，风电开发布局进一步优
化；光伏新增装机533万千瓦，其中，
光伏电站 252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
281万千瓦。

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持续增

长。一季度，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达4754.7亿千瓦时。风电和光伏发电
消纳利用水平整体较高，一季度，风电
平均利用率96%，较上年同期提高0.7
个百分点；光伏发电平均利用率
97.5%，较上年同期提高 0.75 个百分
点；水能利用率约98.95%，较上年同期
下降0.79个百分点。（据《人民日报》）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9.48亿千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