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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4月
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加蓬过渡
总统恩圭马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
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加蓬传统
友好，两国友谊历久弥坚。半个

世纪来，任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中加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双边
关系不断提质升级，为两国人民带
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
加关系发展，愿同恩圭马总统一道
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

赓续中加传统友谊，深化双边务实
合作，丰富中加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内涵，携手构建高水平中非命
运共同体。

恩圭马表示，建交50年来，加中
两国相互信任、真诚相待，双边关系

稳定发展，经济、社会和军事等领域
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加方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方愿同中方一
道，推动加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不断巩固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同加蓬过渡总统恩圭马
就中加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本报讯 记者方亮报道 4 月
18日至20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郝鹏率辽宁省友好经贸代表
团来到日本访问，在东京密集拜访
政府部门、重点企业，与日本政界
商界人士深入交流，在各种场合积
极宣传推介辽宁，巩固深化双方友
好合作基础，共商合作、共谋发展、
共话未来。

代表团一行拜会了日本国土交
通省，与日本国土交通大臣齐藤铁夫
举行会见。郝鹏说，中日互为重要近
邻和合作伙伴。去年 11 月，习近平
主席会见岸田文雄首相，两国领导
人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的两国关系定位，为中日友好关系
发展提供了关键政治引领。辽宁省
友好经贸代表团访问日本，主要目的
是发挥辽宁与日本地缘相近、人文
相通的优势，巩固友好交往传统，持
续深化拓展双方经贸、产业、人文等
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辽宁在中日
合作交流上继续走在前列，为推动
中日关系健康发展贡献辽宁力量。
日本是辽宁第一大主要贸易伙伴国
家，辽宁与日本合作，既有历史基础

又有现实条件。希望日本国土交通
省继续支持日本与辽宁的交流交
往，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
往来、文化旅游、防灾减灾等方面推
动更多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地百
姓。齐藤铁夫欢迎代表团来日本访
问，他表示，双方人员往来越密切，
越能增进彼此的了解。国土交通省
愿更好发挥职能作用，致力于推进
日本与辽宁间在相关领域的友好合
作，实现互惠共赢。

4月19日，辽宁—日本经贸合作
说明会在东京举行。来自日本经济
产业省、日中经济协会和三菱日联金
融、日本航空、欧力士、瑞穗银行、立
命馆教育集团、佳能医疗、罗森、东风
日产、日本财产保险、正兴电机等日
本政界、知名协会和企业代表共500
余人应邀参会。郝鹏在说明会上致
辞，并与参会代表进行会见交流。

郝鹏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
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支持
辽宁振兴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
感谢。他说，当前，辽宁经济社会发
展态势持续向上向好，各方面发生
很多新变化。今天的辽宁，战略地位

更加凸显，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
发挥重要骨干支撑作用；产业转型
升级实现了新跃升，在新材料、新能
源、航空装备、机器人等领域集聚了
深厚的产业底蕴；科技创新催生了
新动能，不断在新赛道上抢占先机；
全面开放激发了新活力，在中国高水
平对外开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良好的营商环境展现了新气
象，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当前，辽宁正在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以
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培育壮大
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优
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为我们与
日本各界加强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和广阔空间。我们愿以此次说明会
为新起点，共同深化经济贸易合作，
持续巩固扩大贸易规模；共同深化
重点产业合作，在高端装备制造、精
细化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
持续扩大双向投资；共同深化科技
创新合作，更好助推辽宁产业发展；
共同深化绿色低碳合作，共享绿色
发展机遇。共同深化文化体育旅游
合作，开辟发展新空间。长期以来，

在辽日资企业在辽宁振兴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支持日本企业在辽发展，提供更加
优质高效的服务，让各位企业家朋
友放心投资、安心创业、顺心发展。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在说明
会上致辞，他说，辽宁在中国拥有最
为齐全的工业门类，又是和日本地理
位置最近的省份之一，双方合作基础
深厚，人文往来密切，长期走在中国
对日合作交流的最前列。辽宁代表
团在疫情后率先到访日本，体现了持
续扩大开放合作的鲜明态度和积极
意愿。衷心期待辽宁与日本企业深
挖合作潜力，不断打造新的增长点，
助推中日经贸合作发展行稳致远。
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佐佐木伸彦、
日本经济产业省审议官荒井胜喜在
致辞中表示，辽宁非常重视同日本
发展友好经贸合作，这里的投资环
境令人印象深刻，大批日本企业持
续来到辽宁投资发展，受到了政府
的关心帮助，获得了很好的回报。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未来的合
作一定会更加紧密，更富成果。

（下转第二版）

郝鹏率辽宁省友好经贸代表团在日本访问
辽宁—日本经贸合作说明会在东京举行

发挥独特优势 深化务实合作
推动辽宁在中日合作交流上继续走在前列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4 月 19 日，记者从国网辽宁省
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辽宁电网建设将重点在全力推动清
洁能源发展、重大项目建设电力保障、配网投资和核心城市电力
保障四方面发力，推动辽宁电网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今年国家电网在我省总投资将达 256 亿元。其
中，将建设 6 项 500 千伏电网工程，以畅通辽西、辽北新能源富
集地区至辽中、辽南负荷中心的新能源“高速路”。同时，建设
16 项新能源送出工程，满足 15 项总投资 216 亿元的 305 万千瓦
新能源项目并网需求。

在重大项目电力保障上，将建设 3 项电源外送工程，以满
足 3 项总投资 442 亿元的核电、火电项目并网需求；建设 10 个
专项供电工程，保障 16 项总投资 159 亿元装备制造、采矿等项
目开工建设。

今年，辽宁电力将全力完成配网投资111亿元，新建及改造
线路长度 18666.62 千米，新增及改造配电容量 264.44 万千伏
安。其中，城网建设主要通过老旧小区、高层双电源改造、配网
智慧升级等工程推动城市更新，提升人民获得电力满足感；农网
主要通过防灾减灾、隐患治理、网架完善促进农网巩固提升，带
动乡村经济发展。

此外，今年辽宁电力在沈阳和大连发展总投入将达74.43亿
元，推动“电靓沈阳”和“能动大连”工程，开工建设10项220千伏
和14项66千伏主网工程，新增220千伏和66千伏变电容量107
万千瓦、输电线路362千米，以“双核”驱动为加快实现辽宁全面
振兴新突破蓄势赋能。其中，作为“电靓沈阳”核心工程的沈阳
宁山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建设一流沈阳电网的关键部署，总
投资达 13.7亿元，投运后将贯通皇姑、沈河、大东 3个核心区的
220千伏电网主动脉，为沈阳“北方算谷”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在
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大连青岛220千伏输
变电工程总投资3.03亿元，新建220千伏变电站1座、电缆线路
4.08千米。投运后将为大连金普新区创新发展提供充足电力，
助力大连数谷和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为清洁能源发展和重大
项目落地提供助力。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国家电网
还将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电网基础设施智能化建
设，提高电网对清洁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例如，将
依托铁岭 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围绕一次设备关键材料自
主，二次设备标准、芯片、软件平台自主和数字化系统创新等
16 类原创技术，开展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技术示范应用，打造国内首个
500千伏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原创技术策源地科技示范工程，实现输变电
材料装备、一二次设备及系统的全面自主化，推动新型电力系统自主可控产业
链和创新链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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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位于葫芦岛高新区的
连石化工混二硝基苯项目现场，机器
轰鸣、大型运输车辆穿梭不停，项目从
3月份开工便进入冲刺节奏。

“项目的顺利推进，归功于‘项目
管家’的贴心帮助，为我们项目分阶段
办理施工许可证，让项目开工时间大
幅提前。”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管
家”在了解企业需求后，为了帮助企业
尽快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争取为项目
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先办理地
下基础部分，待条件满足后再办理地
上建筑部分，让地下基础部分提前顺
利施工。

葫芦岛高新区建设局局长李响介
绍，目前，高新区按照“一个项目、一家
企业、一名领导、一支队伍”的要求，健
全“项目管家+企业联系人+相关职能
部门联系人”的服务体系，当好“店小
二”和“急郎中”的角色，为企业量身定
制专项服务内容，提供“一对一”精准、
高效服务，及时帮企业解决在项目落
地和建设中遇到的难题。

今年以来，葫芦岛市坚持以服务
企业发展为中心，以“项目管家”为服
务载体，搭建政企沟通桥梁和纽带，积

极为企业纾困解难，聚力打造营商环
境“升级版”。

葫芦岛市以“1+1+N”服务体系为
核心，持续优化管家队伍结构，开展“项
目管家”选配工作。同时，进一步延伸
服务触角，发挥综治网格员、镇村（社
区）基层工作人员优势，组建一批分布
广、经验多的公共管家队伍，为中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点对点精准服
务，目前全市管家队伍已达6229人。

“项目管家”积极探索服务企业发
展新模式，建立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
服务机制，围绕项目从手续办理到调
试生产，紧扣项目谋划、审批、开工、建
设、投产全流程，通过主动沟通联系，
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在项目建设和企
业生产过程中，“项目管家”还为企业
生产急需原材料提供供应链保障，为
特殊时期企业发展提供必要保障，通
过“一对一”精准、高效服务，助力企业
按下发展的“快捷键”。

截至目前，全市“项目管家”已累
计为企业服务15032次，解决问题139
个。今年一季度，葫芦岛全市共有
281 个重点项目实现开复工，总投资
1769.7亿元，99个项目完成立项批复。

葫芦岛市多举措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店小二”送服务
“急郎中”解难题

本报记者 姜 帆

本报讯 记者史冬柏报道 4月
20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
组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
会议和常务会议暨辽宁全面振兴新
突破三年行动指挥部第五次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
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分析研
判全省当前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
署下步工作。

会议听取了一季度经济运行和
15项重大工程推进情况的汇报。会

议指出，二季度在全年发展中承上启
下，各级各部门要聚焦经济建设这
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
任务，既要看到成绩，坚定信心、鼓足
干劲，又要头脑清醒，正视问题、破解
难题，强化机遇意识、竞争意识、市场
意识、法治意识，“跳起来摘桃子”，乘
势而上力争上半年取得好成绩，为完
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坚决打好打赢攻坚之年攻坚之战。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纪学习教
育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促进，心无

旁骛谋发展，拼抢争实抓落实，努力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一要
稳增长稳预期。坚决打通政策落地

“最后一公里”，让政策红利及时精
准充分落地；以深入实施 15项重大
工程为抓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招
商引资、服务保障各项工作，持续扩
大有效投资；抓紧落实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充分激发
消费潜能。二要扬优势锻长板。防
止低水平重复项目建设，避免恶性
竞争、无序投入，聚力打造重大技术

创新策源地，下好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一盘棋”。三要补短板强
弱项。围绕建设 4个万亿级产业基
地、22个重点产业集群，坚持精准招
商，深化央地合作，强链补链延链，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
企业创新能力，优化企业融通发展
的产业生态。四要保安全护稳定。
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继续做好
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紧筑
牢安全生产防线。（下转第二版）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暨辽宁全面振兴
新突破三年行动指挥部第五次会议召开

李乐成主持

谷雨时节，春耕进入关键
时期，我省各地农民不误农时
开展农业生产，田间地头到处
一派繁忙景象。连日来，朝阳
北票市南八家子乡红村村民
加紧实施深翻、旋耕、起垄、铺
设滴灌带等工序，确保 5 月初
蜜薯栽种顺利进行。

图为村民驾驶农机加紧
起垄，为之后的蜜薯种植积极
准备。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谷雨时节
农事忙

本报讯 记者刘乐报道 记者
日前从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获悉，2018
年至2023年，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推动
全省县区级人民政府及时确认表彰
363 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颁发政府
奖励抚恤金 1388.8 万元，并大力开展
形式多样的全省见义勇为表彰活动及
一系列弘扬社会正气的见义勇为宣传
活动，在全省积极营造尊崇英雄、学习
英雄、争当英雄的良好社会氛围。

据悉，今年，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将
为见义勇为负伤、致残、牺牲者提供更
多关爱，主动为见义勇为人员提供法
律援助。深入挖掘长期坚持见义勇为
的无名英雄，积极表彰见义勇为的群
体英雄，开展高频次、多层次、多元化

的奖励慰问活动。加强与各有关部门
协作，推动见义勇为奖励抚慰工作群
众化、社会化进程，切实让见义勇为者
有荣誉、受尊重、得实惠、有地位。

与此同时，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将
加强同企业界的联系，倡议动员企业
在推进辽宁振兴发展中承担社会责
任，进一步拓宽见义勇为基金筹资渠
道，做大做强见义勇为基金规模，
为见义勇为表彰奖励和保护工作提
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把企业员工中见
义勇为的先进事迹发掘出来，把企业
回馈社会的文化理念宣传出去，建立
覆盖面更广的社会参与机制，不断巩
固和深化见义勇为事业的良好发展
态势。

2018年以来我省表彰
363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颁发政府奖励抚恤金1388.8万元

据新华社4月20日电 农业
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 4 月
20 日发布的《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2024—2033）》预计，2024 年，随着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
面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有力有效推
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将继续稳步
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
供给能力将持续增强，农业高质量
发展继续保持强劲势头。

报告显示，2023年，粮食产量再

创历史新高，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
有力，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6.5亿
吨以上，比上年增长1.3%，大豆油料
扩种成效明显。2024年在稳面积、
增单产有利政策支撑下，预计全年
粮食产量有望达到 7.04 亿吨，比上
年增长 1.3%。其中，稻谷产量保持
相对稳定，小麦、玉米、大豆产量将
比上年增加1.5%、2.3%和3.6%。

报告还显示，2024 年农产品消
费总体相对稳定，消费结构升级呈

加快趋势。营养与健康需求导向更
加明显，预计奶制品、果菜鱼消费增
加，肉类消费稳中略降。同时，受国
内产量增加、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等
影响，大宗农产品进口量将减少。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4—
2033）》总结回顾了稻谷、小麦等
20种（类）主要农产品2023年市场形
势，对未来10年的生产、消费、贸易、
价格走势进行了展望，为农业生产
经营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

报告预计今年我国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供给能力将持续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