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新闻
2023年1月15日 星期日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9A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伟明 版面 / 晓梅 校对/ 晓峰

省级“两会”密集开启，各地 2022 年“成
绩单”和2023年“计划书”陆续出炉。

记者统计，三天内（1月11日至13日），上
海市、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等23省份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公布了2023年GDP目标增速，
数值在 4%至 9.5%，其中，最高的是海南省
（9.5%左右），最低的是 4%左右，其他省份该
数值多集中在5%至6.5%。有19个省份已公布
2022年全年GDP实际增速，其中，江西省、宁
夏回族自治区的增速最高，分别为5%、5%左
右，不过，19 个省份的实际增速未能达到
2022年初设定的目标。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扩大国内需
求放在今年经济工作首位的背景下，各地基
本都将扩内需尤其是促消费列入今年重点工
作安排，江西、重庆、山东、安徽等地将扩内需
放在首要位置；围绕制造业，部分省份也部署
了重点工作，比如，广东强调“制造业当家”，
山东表示将推进先进制造业强省行动，四川
将启动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多地还加码数字经济，在该领域明
确发展目标；此外，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
企业发展壮大，也成为多省今年重点工作部
署考量。

成绩：江西、宁夏去年GDP增速暂时靠
前，广东连续34年经济总量全国第一

记者统计，目前有19个省份公布了2022
年全年预计GDP增速，包括江西省（5%）、宁
夏回族自治区（5%左右）、湖北省（4.7%左右）、
陕西省（4.5%）、山西省（4.5%）、内蒙古自治区
（4%以上）、山东省（4%左右）、云南省（4%左
右）、河北省（3.8%左右）、安徽省（3.5%左右）、
浙江省（3%左右）、广西壮族自治区（3%左
右）、西藏自治区（3%左右）、辽宁省（2.3%左
右）、重庆市（2%左右）、贵州省（2%左右）、广
东省（2%左右）、海南省（正增长）等。

从已公布的数值来看，江西、宁夏 GDP
增速暂时靠前。根据政府工作报告，江西近年
成绩亮眼，GDP突破3万亿元，工业增加值突
破万亿元、居全国第 13 位，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保持33%左右、居全国前列，进入新
兴工业大省行列。此外，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
万亿元、占GDP比重提高到35%。

不过，与 2022 年初定下的预期增速相
比，19 个省份的 GDP 实际增速都未完成目
标。

去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叠
加超预期冲击的局面，外界普遍认为增长不
及预期，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预测，我
国2022全年GDP增长将达到3.3%，低于年初
定下的5.5%左右的增长目标。

从GDP总量看，第一经济大省广东依然
领跑，根据政府工作报告，预计 2022 年其达
到12.8万亿元，连续34年经济总量位居全国
第一。广东实力的背后离不开“制造业当家”，
据南方日报报道，2021 年，广东20 个战略性
产业集群实现增加值49069.97亿元，同比增
长8.3%，增加值占GDP比重约40%。

经济大省山东、浙江、四川 2022 年 GDP
总量同样可观，其中，山东预计为8.7万亿元；
浙江2021年达到7.35万亿元；四川预计超过
5.6万亿元。

湖北、福建去年GDP预计超5万亿元，其
中，福建是首次突破“5 万亿门槛”，湖北在
2021 年 GDP 达到 50012.94 亿元的背景下，
2022年实现增速4.7%。

上海连续两年突破 4 万亿元。此外，安
徽、河北2022年GDP总量分别达到4.5万亿
元、4.2万亿元。

目标：海南目标增速当前最高
拼经济、提振信心、回暖复苏，是2023年

的关键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

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2月13
日共同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23年中国经济
形势分析与预测》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
5.1%左右，呈现进一步复苏态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近期
也表示，5%是2023年GDP增长的一个底线。

从23个公布2023年GDP增长目标的省
份看，其数值在4%至9.5%，其中，最高的是海
南省（9.5%左右），其他省份该数值多集中在
5%至6.5%。在海南之外，西藏自治区、江西省
的今年GDP目标增速也都在6.5%以上，分别
为8%左右、7%。

与去年实际增速和目标增速相比，19个

已公布去年GDP实际增速的省份，其今年目
标增速都高于去年实际增速。但与去年目标
增速相比，23 个省份的变化不尽相同，有 16
个省份调低了目标增速，其中，11个省份下调
0.5个百分点，分别是山西、福建、宁夏、陕西、
湖北、山东、河北、安徽、广东、辽宁、四川，5个
省市下调1个百分点，分别是云南、浙江、广
西、贵州、天津，有4个省市目标与上年目标
基本一致，分别是江西、内蒙古、西藏、上海，
有3个省市调高了目标增速，分别是重庆、黑
龙江、海南。

布局：扩内需促消费，加码支持制造业、
数字经济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
时，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放在第一条，并提
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和

“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
会投资”。

在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 2023
年重点工作中，扩内需尤其是促消费成为重
点。上海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
作用。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深化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河北强调，着力提振

居民消费。制定恢复和扩大消费的实施意见。
加大对餐饮、住宿、零售等行业帮扶力度。四
川明确，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包括
大力促进消费复元活血，加快建设名扬天下、
享誉全球的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持续加大
项目投资力度，提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释
放新型城镇化投资潜力。山东将大力推动恢
复和扩大消费放在首要位置，并将在今年实
施“山东消费提振年”行动。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副所长徐奇渊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分享
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2023年经济复苏将呈现
出“内需表现强、外需相对弱”的格局：一方面，
外需不容乐观，稳外贸压力可能会陡然上升，
另一方面，内需在2023年的表现值得期待。

有关扩内需应该着重扩投资还是扩消
费，徐奇渊表示，2023年需要更加重视消费对
经济的拉动作用，“在经济重启修复的初期，
也是恢复消费者信心的关键时期，相关政策
在时间上要前置、在力度上要给足，要把市场
信心的‘第一把火’尽快点燃起来，推动形成
良性循环。”

中央经济工作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制造业、数字经济成为多个省市今
年的重点布局。

制造业大省广东强调以实体经济为本、
坚持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制造强省、质量强
省，将提质壮大现有8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
加快推动超高清视频显示、生物医药与健康、
新能源等产业成为新的万亿元级产业集群，
加快打造若干5000亿元级的新兴产业集群。
湖北提出，牢牢把握动能转换这个主攻方向，
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行动、制造强
省战略、服务业提质增效行动和数字经济跃
升工程，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此
外，山东表示将推进先进制造业强省行动，四
川将启动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

此外，如何提振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信
心也成为多个省市今年的关注重点。广东明
确提出将出台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浙
江强调，支持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制定
支持政策，建立专业化服务机制，鼓励平台企
业加强前沿技术研究和应用推广，支持平台
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
身手。 本报综合消息

23省份定下今年GDP增长目标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1月8日起，我
国对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
时值春运，人员流动增加，出行途中个人该
怎样做好健康防护？春节假期即将到来，聚
集活动应注意些什么？针对公众关心的热
点问题，国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司长雷
正龙、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研究员
常昭瑞作出解答。

1.问：春节假期即将到来，聚集活动应
注意些什么？

雷正龙：专家研判认为，一些地方疫情
流行的高峰期与春运、春节假期部分重合，
人员流动大、聚集活动多，特别是室内活动
增多，将进一步加大疫情传播的风险，也增
加疫情防控的难度和复杂性。

为确保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祥
和的春节，一是倡导大家避免去疫情高流
行地区探亲、旅游，倡导疫情高流行地区的
群众减少出行，老年人以及有严重基础疾
病的人，应该尽量避免出行。

二是尽量不要举办大规模的家庭聚集
活动，减少亲朋聚餐聚会的规模、人数，缩
短聚会时间，加强自我防护。

三是根据疫情情况，尽量不举办大规

模的庙会、大型室内文艺演出、展销等活
动，减少农村集市的规模和频次，落实通
风、消毒等防控措施。

此外，各地应根据当地疫情形势和实
际情况，及时发布疫情预警信息和出行安
全提示，指导群众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同
时，也请广大群众关注当地春节期间的疫
情防控要求，自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2.问：春运出行途中，可以采取哪些自
我防护的措施？

常昭瑞：在出行途中，要做好自我防
护。一是在环境密闭、人员密集的场所，比如
候机候车时，乘坐飞机、火车以及地铁、公交
等公共交通工具时，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二是在公共场所保持合理的社交距
离，减少近距离与他人接触。

三是做好个人卫生，尤其是随时关注
手卫生。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部遮
挡，将用过的纸巾及时丢入垃圾桶。如果接
触到呼吸道分泌物，及时洗手或进行手消
毒。在外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尽量减少
用餐次数，尽量错峰就餐。尽量不去人群密
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到景区等公共场所
时，遵守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在14日举行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介绍，通过
分析显示，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
12日，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新冠病
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59938例，其中新冠病
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病例 5503
例，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
54435例。

焦雅辉介绍，死亡病例平均年龄 80.3
岁，65岁及以上约占90.1％，其中80岁及
以上约占 56.5％，死亡病例中 90％以上合
并有基础疾病，主要合并疾病为心血管疾
病、晚期肿瘤、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
病、代谢性疾病、肾功能不全。“由于冬季
本身是老年人呼吸系统疾病高发和心脑血
管疾病加重季节，近期与新冠病毒感染相
叠加，因此老年人的病亡人数比较多。”

焦雅辉表示，下一步将按照“乙类乙
管”传染病有关规定，及时更新相关数据
信息并向社会公布。

新华社昆明1月14日电 云南省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4日选举
王宁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小三、宗国英、
王树芬（女，藏族）、李文荣、徐彬、任军号、罗
红江（傣族）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
予波为省长，刘非、张治礼、杨斌（彝族）、王
浩、郭大进、纳云德（傈僳族）、杨洋（女，彝
族）、岳修虎为副省长；选举冯志礼为省监察
委员会主任；选举张应杰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
家工作人员。

任命郑雁雄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事
务顾问。

免去骆惠宁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
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顾
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免去郑雁雄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职务。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在 14 日举行
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表
示，当前我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共开设发
热门诊1.64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
发热门诊或者发热诊室4.31万个。从门诊
情况来看，整体呈现出正常诊疗正在逐步
恢复态势。

“全国发热门诊诊疗量在2022年12月
23 日达到高峰，286.7 万人次，之后持续下
降，到2023年1月12日回落到47.7万人次，
较峰值时数量减少83.3％，目前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热门诊和

诊室的就诊人数均呈现达峰以后整体下降
趋势，农村地区也呈现下降趋势。”焦雅辉
介绍，发热门诊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检出
比例也持续下降，峰值是2022年12月20日
33.9％的检出率，到2023年1月12日下降到
10.8％，该趋势表明发热门诊高峰已过。

“2023 年 1 月 12 日全国普通门诊诊疗
总人次913.5万人次，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
水平。门诊患者中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占
比在 2022 年 12 月 19 日峰值是 5.7％，之后
持续下降，2023年1月12日占比0.9％。普通
门诊日诊疗量持续增加，目前正常诊疗正
在逐步恢复当中。”焦雅辉说。

2022年12月23日全国发热门诊诊疗量达到高峰

目前我国正常诊疗正呈逐步恢复态势

1 月 14
日，人们在山
东烟台一家商
场观赏花灯。

新春将
至，大江南
北 洋 溢 着
喜 庆 的 节
日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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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布
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全国在院新
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近6万例平均年龄80.3岁

春运期间怎样做好健康防护春运期间怎样做好健康防护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王宁当选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予波当选云南省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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