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实施二季度外资招商“百日访千企”活动

0.3%

3 月份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3 月，

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分别

有 64 个和 57 个， 比上月分别增加 9

个和 17 个。

3 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 0.3%，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上涨 0.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

分点。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6%和

0.3%， 涨幅比上月均扩大 0.2 个百分

点。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 0.3%，涨幅与上月相同；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

涨 0.2%。

476

亿元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开局良好

水利部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我

国新开工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 安徽

凤凰山水库、宁夏贺兰山东麓防洪、四

川三坝水库、 云南腾冲灌区等总计 11

项重大水利工程， 总投资规模 476 亿

元，较去年同期多 6 项、新增投资规模

252亿元。

随着各地建设进度不断加快，全

国一季度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1898 亿

元，同比增加 76.2%。广东、云南、河北、

福建、浙江、四川 6 个省份完成投资均

超 100 亿元。 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

70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 51 万人。 南

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云南滇中引水、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等一批重大水利工

程加快建设，湖北碾盘山、江西花桥水

利枢纽工程实现下闸蓄水。 据统计，一

季度全国新开工水利项目 7239 项，较

去年同期增加 1948 项；新增投资规模

3206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56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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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走深走实 呈现全新格局

京津冀协同发展绘出波澜壮阔精彩画卷

数字图解

剧本娱乐管理新规征求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剧本娱乐管理，促

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文化和旅游部

近日发布《剧本娱乐管理暂行规定（征

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剧本娱乐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由

经营单位通过现场组织消费者扮演剧

本角色或者解谜特定场景等方式开展

的文化娱乐活动。 暂行规定设置内容

监管“十不准”和鼓励内容方向。“十不

准”包括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煽

动抗拒或者破坏宪法、法律、行政法规

实施； 危害国家统一、 主权和领土完

整，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损

害国家尊严、荣誉和利益，宣扬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等内容。 鼓励支持讴歌中

国共产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等方面的剧本娱乐创作

生产。

政策

协同发展九年来，京

津冀三地一张图规划、一

盘棋建设、 一体化发展，

结出累累硕果。 北京市、

天津市和河北省统计局

数据显示， 北京、 河北

GDP 跨越 4 万亿元量级，

均为 4.2万亿元， 分别是

2013 年的 2 倍和 1.7 倍；

天津达到 1.6 万亿元，是

2013年的 1.6倍。

CNSPHOTO提供

本报记者 张道正

2014 年 2 月，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国家发展全

局的高度，作出了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这一重大决策。从这个春天开

始，渤海湾畔起宏图，京津冀三地

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携手

共赢新发展。

时光荏苒， 历经九载春华秋

实，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不断走深

走实，交通网络日益通畅、公共服

务更加便捷， 碧水蓝天更多了，空

气也更加清新……京津冀大地上

绘就波澜壮阔的精彩画卷，已呈现

全新格局。

产业承接对接

跑出“加速度”

协同发展九年来，京津冀三地

推动产业承接对接工作跑出了“加

速度”。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

组书记、 主任戴永康介绍说，2022

年，北京投资来源单位在津新设机

构超过 1400 家， 其中重大项目

318 个， 新落地项目投资额 1721

亿元。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宝坻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分别新增注册

企业 837 家、365家。

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基

础上， 三地依托便利的交通优势，

产业链深度融合、互补。 北京企业

越来越多地将核心产业链延伸到

天津、河北。

数据显示，2022 年，天津吸引

京冀投资额 1989.4 亿元； 河北承

接京津转入单位 4395 个，2014 年

以来累计转入 4.39 万个， 其中近

八成为北京转入。

协同发展九年来，京津冀三地

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一体化

发展，结出累累硕果。北京市、天津

市和河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北

京、河北 GDP 跨越 4 万亿元量级，

均为 4.2 万亿元， 分别是 2013 年

的 2倍和 1.7 倍； 天津达到 1.6 万

亿元，是 2013 年的 1.6倍。

2022 年， 京津冀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 10万亿元，按现价计算，是

2013 年的 1.8 倍，区域整体实力迈

上新台阶。

海陆并进

共下港口集群“一盘棋”

3 月 22 日， 河北省党政代表

团到天津市学习考察。津冀领导在

工作交流座谈会上指出，共下港口

集群“一盘棋”，加强津冀港口高效

协作，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功能分

工，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

以经贸带产业， 实现错位发展、联

动发展、融合发展，共同构建现代

化的津冀港口群。

京津冀协同发展九年来，港口

服务地区对外开放的作用不断加

强。

天津方面表示，将深化津冀港

口合作， 完善天津港驻京服务体

系， 做实服务北京货物“绿色通

道”；实施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全

力打造以港口为核心的产业集群；

推进实施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

运枢纽补链强链项目。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党委委员、

副主任刘道刚介绍说，该市已建成

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在全国

率先批准建设港口自动驾驶示范

区。 天津港集装箱航线达到 140

条 ，2022 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2100 万标箱，居全国第六、全球第

八。

轨道上的京津冀

带来新机遇

4 月 6 日，天津至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铁路（以下简称津兴铁路）

安次站至胜芳站右线完成铺轨，标

志着津兴铁路正线铺轨工程全线

贯通。

津兴铁路是推进京津冀交通

一体化率先突破的标志性工程，预

计年内建成通车后，将实现天津与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直接连通。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党委委员、

副主任刘道刚介绍说，经过九年的

合力同心，如今“轨道上的京津冀”

呈现了一幅无比生动的画面，初步

形成以津秦客专、 津保铁路为横

向，京沪高铁、京津城际铁路为纵

向的“十字形”高铁网布局。

刘道刚表示，北京通州城市副

中心、宝坻、唐山、北辰这样充满活

力的区域， 通过轨道的互通互联，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我们要全力推进津兴铁路建

成通车，形成京津间第四条高铁通

道。”刘道刚说，届时，天津市、雄安

新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形成半

小时交通圈，实现两地三个机场和

多个高铁节点连点成网。

“串珠成链”

打造文旅目的地

京津冀地缘相接、 人缘相亲，

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

厚。 九年来，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

成效显著。

北京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围绕有序推进京津冀文化和旅

游协同发展“四个一体化（组织、管

理、市场、协调）”目标，各项工作取

得丰硕成果。

目前， 包括北京市平谷区在

内，联合天津市蓟州区、宝坻区，河

北省遵化市、三河市、兴隆县六个

区（市、县）组成了京东休闲旅游示

范区。六地以整合优势文化和旅游

资源为重点，广泛开展京津冀文化

和旅游交流活动。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

记、局长张剑表示，围绕落实天津

市委、市政府部署的京津冀协同发

展走深走实行动， 该局积极推动

“串珠成链”，加快形成“协同管理、

优势互补、形象共树、客源共享”的

良好格局，全力打造国内文化旅游

目的地城市。

今后，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还

将共同制定公共文化服务相关规

范。

一卡通行公共服务

带来幸福感

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

施以来，三地破除行政壁垒，积极

推进政策协同，促进公共服务共建

共享，让三地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

受到协同发展带来的获得感、幸福

感。

在社保协同方面，开通异地就

医住院、门诊直接结算医疗机构分

别达到 422 家、1146 家，京冀全部

三级和二级定点医疗机构计 1174

家纳入天津市互认范围。持续推进

三地社会保险待遇资格互认，2022

年办理京津冀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业务 2.47万人次。

围绕推动社会政策和公共服

务协同走深走实，三地推出一批便

民措施。

天津市日前发布的“十项行

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

实行动方案”聚焦养老、就业、就

医、就学等领域协同，推进“一卡

通”“一网通”“一次办” 等措施落

地。

目前，部分举措已经启动。 例

如，自 4 月 1 日起，全面实现京津

冀区域内异地就医住院、普通门诊

和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免备案”。

共守青山绿水

生态环境好起来

生态环境保护，是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的重点领

域之一。 九年来，三地生态联防联

控联治力度持续加大，生态环境改

善有目共睹，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空气常新的京津冀生态新貌正加

速呈现。

2022 年， 京津冀三地 PM2.5

平均浓度与 2013 年相比降幅均在

60%以上； 优良天数大幅增加；三

地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

（Ⅰ-Ⅲ类） 比例均动态达到国家

“十四五”目标要求，且全面消除劣

V 类断面；密云水库（北京）、于桥

水库（天津）、潘家口水库（河北）、

大黑汀水库（河北）水质稳定达到

水源地水质要求。

三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持续提高，北京密云水库入选全国

首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天津海河

河北区段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

提名案例，秦皇岛湾北戴河段入选

全国首批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今年 4 月 9 日，京津冀生态文

明发展研究院在天津揭牌成立。该

研究院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

迈出“新步伐”

京津冀协同发展九年，轨道上

的京津冀拉近距离，产业对接协作

优化资源， 协同创新步伐“快起

来”，生态环境持续“好起来”，民生

获得感“多起来”，京津冀三地正加

快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

市群。

如今， 城市群范围内的通勤

圈、产业圈、功能圈不断构建。京津

冀世界级城市群正在迈出“新步

伐”。

北京市党政代表团于今年 3

月 17 日至 18 日在河北雄安新区、

天津考察。考察团的一项重要任务

和考察内容是“推进京冀交流合

作，共商协同发展大计”。

北京市领导明确表示，北京要

自觉把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作为分

内之事， 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

展；京津同为超大城市，可携手拓

展合作广度深度， 共同打造区域

发展高地， 在构建现代化首都

都市圈和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

市群中发挥辐射带动和高端引领

作用。

4 月 7 日，天津市举行“十项

行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

实行动方案”新闻发布会，天津市

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刘桂平表示，

将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为

“牛鼻子”，唱好京津“双城记”，密

切与北京市、河北省各领域的协同

联动， 深度融入世界级城市群建

设。

李陶钧 庞春妮 本报记者 彭丽芳

近日，广西印发《2023 年广西

外资招商攻坚行动方案》， 定于

2023 年 4—6 月突出对接增量、挖

掘存量集中开展 2023 年广西外资

招商“百日访千企”活动，掀起大抓

外资、大招外资的热潮，推动全年使

用外资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目标。

据介绍，广西将利用 100 天左

右的时间，聚焦对接增量，集中拜访

对接区外目标外资企业或涉外商协

会机构 1000家以上，力争上半年全

区新签外商投资项目 50个以上，其

中世界 500强企业新签投资合作项

目 10 个以上；围绕挖掘存量，集中

精准服务重点存量外资企业 100家

以上， 梳理推动一批外资企业进资

增资扩产扩能， 力争上半年全区实

际使用外资、 重点开发区外资均实

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常态化驻点招商开展外企大拜

访活动。 全区各常态化驻点招商工

作队每月拜访对接区外目标外资企

业或涉外商协会机构 2 家以上，推

动达成一批意向投资项目、 一批新

签项目。 自治区三个片区驻点招商

工作办公室每月拜访对接跨国公司

在华企业、重点国家（地区）外商商

会、 省市县外商投资协会等 2 家以

上。

重点产业链招商开展外企大对

接活动。 自治区重点产业链招商专

班各牵头单位和各市、县（市、区）

“一把手”招商，着重围绕重点产业

领域的区外境内和境外目标外资企

业开展大对接专题招商活动， 其中

各招商专班对接洽谈 5家以上目标

外资企业，各市对接洽谈 10家以上

目标外资企业。

举办“投资广西”外资招商平台

活动。各市举办 2场次以上推介会、

对接会、交流会等外资招商活动；各

县（市、区）和重点产业园区举办 1

场次以上外资招商活动。 自治区重

点产业链招商专班各牵头单位开展

1 场次以上外资招商活动， 其中自

治区投资促进局牵头举办 3场以上

外资招商活动。

开展存量外资企业百日精准服

务活动。联合开展存量外资企业、外

资项目精准服务活动， 分级分批深

入外商投资企业开展上门走访服

务、座谈交流，推动企业加快履约进

资、增资扩股，重点梳理形成拟进资

增资企业名单，提供个性化服务，及

时精准做好后续跟踪服务。其中，各

市遍访市内重点外资企业和 2022

年以来新签约外商投资项目。 自治

区投资促进局牵头联合自治区有关

部门和有关市， 有针对性走访在桂

重点外资企业。

今年以来， 广西各级各有关部

门加快利用外资工作步伐。 自治区

投资促进局组织举办 2023 年中国

青年企业家助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暨投资广西峰会， 投资广西———

2023外商投资企业恳谈会、2023 日

企产业合作对接会、2023 德企产业

合作对接会，以及 2023桂港合作交

流座谈会， 拜访对接了中国德国商

会、 中国意大利商会、 中国美国商

会、中国英国商会、中国法国商会和

香港贸易发展局、 澳门广西社团联

合总会等涉外商协会组织， 为境外

投资者投资广西不断拓宽桥梁纽

带。同时，自治区商务厅牵头组织系

列广西经贸团分赴日韩、 东盟、欧

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谈合作、引投

资、 抢订单， 达成系列经贸合作成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