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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东盟经贸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办
本报讯 中国(新疆)—东盟经贸交

流会 5 月 20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鲁木齐市举办。来自东盟 10个成员国
以及日本和韩国的驻华使节、商协会代
表、企业家代表等相聚新疆，就推进东
盟国家同中国新疆各领域交流合作展
开讨论。本次经贸交流会由东亚商务

理事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主办。
活动中，新疆相关政府部门代表进行推
介。2024年，新疆与东盟成员国的进出
口总额同比增长超 191%，增速显著高
于其他主要市场。当天，与会代表还就
先进制造业、新能源、现代农业等领域
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胡嘉琛）

本报讯 财政部数据显示：1—4月，全国
财政收入降幅比一季度收窄，中央收入、税
收收入4月份实现正增长；财政支出保持强
度，支出进度加快。1—4月，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80616亿元，同比下降0.4%，降幅
比一季度收窄0.7个百分点，财政收入累计

降幅继续收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3581 亿元，同比增长 4.6%，完成预算的
31.5%，支出进度为 2020年以来同期最快。
分中央和地方看，1—4月，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下降3.8%，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9个
百分点，其中4月份增长1.6%，为今年以来

首次实现正增长；1—4 月，地方收入增长
2.2%，增幅与一季度持平。重点领域支出
得到较好保障。1—4月，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教育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分别同比增
长 8.5%、7.4%、3.9%。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使用加快，1—4月，全
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6136亿元，同比增
长17.7%。 （曲哲涵）

中央收入、税收收入4月实现正增长

成都外贸 11.2%增速的背后

兴义市位于贵州省西南部，地处黔、
滇、桂三省（区）结合部，是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素有“三省通
衢”“黔桂锁钥”之称。

地理环境与人口民族
兴义市辖区总面积2911平方千米，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峦起伏、河流纵
横，境内喀斯特地貌发育完好，属典型的
锥状喀斯特峰丛地貌。这里地跨东经
104°51'-104°55'，北纬 24°38'-25°
23'，东与安龙县接壤，南与广西壮族自治
区的西林、隆林两县隔江相望，西与云南
省罗平、富源两县毗邻，北与兴仁县、普
安县和盘州市连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兴
义市常住人口为 100.41 万人，户籍人口
96.49万人，有汉、布依、苗、彝、回等35个
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25.28%。

气候生态与宜居环境
兴义气候绝佳，生态宜居，平均海拔

1200 米，是世界公认的黄金气候生态
带。年均气温 16℃，全年晴好天气 200
天以上，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达到30000
多个，空气指数优良天数达到 100%，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被誉为“空气罐头”

“小春城”，是居住、养生、养老、养心的最
佳城市。全市森林覆盖率为61.02%，良
好的生态环境最利于健康、疗养、运动、
休闲和人居，曾先后获“中国最佳休闲旅
游城市”“中国最适宜人居城市”等二十
余张亮丽名片。

交通区位与经济发展
兴义区位优越，交通便捷，位于贵

阳、昆明、南宁三个省会城市的中心位
置，可同时承接多重辐射。境内南昆铁
路及汕昆、惠兴等四条高速横贯市境，兴
义环城高速建成，盘兴高铁建设顺利推
进，还有西南水运出海中通道、西南成品
油及天然气管道工程投用，形成了“五位
一体”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与全国和东盟
自由贸易区实现互联互通。

在经济发展上，兴义成果斐然。
2024 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563.78 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4%。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5.52 亿元，增长
3.1%；第二产业增加值145.69亿元，增长
12.7%；第三产业增加值 362.57 亿元，增
长3.1%。从产业结构来看，兴义正不断
优化产业布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工业经济方面，兴义从改革之初以
供水供电等民生国营工业为主、基础薄
弱的状况，逐步发展为如今以煤炭、电

力、冶金、白酒等行业为支柱产业。2024
年1-12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20.6%。分门类来看，规模以上采矿业
增加值增长24.2%；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50.7%；规模以上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7.1%。

兴义的第三产业同样发展迅猛。其
中，文化产业、养老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
展态势良好。境内拥有中维金州翠湖宾
馆、兴义富康国际酒店等五星级酒店，贵
州峰林悦山酒店等四星级酒店，以及兴
义商城、欢乐橙购物中心、汇金中心等大
型商业综合体。2024年1-12月，全市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3%，批发业商
品销售额增长9.7%，零售业商品销售额
增长5.0%，住宿业营业额增长5.1%，餐饮
业营业额增长6.9%。“流光溢彩夜金州”
夜游品牌愈发响亮，星光里旅游街区、万
峰林乡愁集市等夜间消费业态不断壮
大，夜间经济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兴
义还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推进“商贸
强市”建设，抢抓“以旧换新”政策机遇，

向群众发放补贴 1.74 亿元，拉动消费
11.94亿元。

兴义市的综合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在2024年综合经济实力排中国西部百强
县市第 25 位。其经济发展正朝着多元
化、高质量的方向稳步迈进，持续释放出
强劲的发展活力。

旅游资源与特色景观
兴义地处中国西南黄金旅游线上，

旅游资源丰富奇特。万峰林景区，堪称
中国锥状喀斯特博物馆，峰林密集奇特，
气势宏大壮阔，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

“中国最美的五大峰林”之一，徐霞客曾
赞叹“天下山峰何其多，惟有此处峰成
林”。马岭河峡谷有“地球上最美丽的伤
疤”之称，峡谷内群瀑飞流，翠竹倒挂，溶
洞相连，两岸古树名木点缀其间，景色极
为壮观。此外，还有万峰湖，是国家重点
水电工程天生桥高坝电站建成后蓄水形
成的人工湖，湖面宽阔，湖内上千座山峰
构成上千个全岛或半岛，景色迷人。

历史文化与社会事业
兴义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

里的少数民族文化多姿多彩，布依族的
“摩教”有着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祭祀礼
仪，苗语、布依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也保留
着独特的文化印记。

在社会事业方面，兴义市拥有兴义
民族师范学院、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
院两所高等院校，还有众多中小学，教育
资源较为丰富。2022 年专利授权数达
608个，科技水平不断提升。文化方面，
有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黔西南州博物
馆、贵州龙博物馆等6家博物馆，为人们
了解兴义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貌提供了
窗口。

兴义这座城市，凭借其独特的地理
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交通区
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的经济，
正不断绽放出迷人的魅力，向着更加美
好的未来迈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
来观光旅游、投资兴业、安居乐业。

■文/杨 富

规模逾 2700 亿元，增速为 11.2%——
这是今年前4月成都外贸的“成绩单”。面
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成都进出口以两
位数增速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其韧性何
在？动力源又何在？

策马扬鞭
成都对全省外贸增长拉动明显

“成都进出口拉动同期四川外贸增长
8.7个百分点，成都拉动作用明显。”成都海
关统计分析处相关负责人称，这是今年前
4月四川外贸运行中的一大特点。前4月，
四川实现外贸进出口额 3419.4亿元，规模
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7.9%。

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哪
些因素推动了外贸发展稳增长？“共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表现活跃，市场
需求提升，带动业务增长。”四川省外贸机械
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洪治称，前4月
公司整体出口业务同比增长了26%。

在洪治看来，今年以来公司出口业务

保持增长态势，既有公司近年来多元化市
场布局降低风险、建立新增长点的“内在活
力”，也有更为重要的是国际营商环境不断
优化形成的“外在拉力”。

出口作为“三驾马车”之一，成都策马
扬鞭。4月15日召开的成都市对外开放发
展大会提出，要强化经贸合作，统筹用好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力以赴推动

“蓉品出川”“蓉品出海”。

空地联动
为蓉品出海拓宽市场空间半径

蓉品扬帆远航，离不开国际通道的连
接。今年以来，成都加大了国际航线拓展
力度，从直飞迪拜、马德里、巴黎到槟城、
布拉格、东米德兰等，一条条国际客货航
线从成都延伸而出，不断织密连接全球航
线网络，在为蓉品出海提供空中捷径的同
时，也为蓉品出海扩大了空间半径。数据
显示，成都航空口岸进出口在今年前 2月
突破千亿元，同比增长逾两成，创下历史
同期新高。

笔者从成渝市口岸物流办了解到，截

至目前，成都在飞的定期直飞国际及地区
航线为 77条，其中客运航线 55条、货运航
线22条，航线数量继续保持我国中西部地
区之最。接下来，成都还将新开通至雅典
等国际航线，计划全年新开、复航和加密国
际及地区航线28条，进一步提升内畅外联
的全球通达水平。

“国内、国际物流系统建设是产业链供
应链协同的重要支撑。”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院高级顾问专家、研究员汪鸣认为，物流供
应链服务支撑产业集群、产业走廊和产业
链体系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不断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

在“空中丝路”推动适航产业畅连全球
市场的同时，“陆上丝路”则推开了成都另
一扇开放大门，构建起全球陆海货运配送
体系。从成都至明斯克的蓉欧速达班列、
TCL 雷鸟显示器铁海联运班列到中亚二
手车出口班列、图定中亚班、五金机电产品
专列等——今年以来，成都国际铁路港密
集开行特色专列，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
供了强大支撑。目前，成都国际班列已畅
连境内外 150个城市，一季度货运量同比
增长11.4%。

双向奔赴
企业组团接力出海抢机遇抓订单

通道畅，贸易旺。四向拓展的国际通道
为蓉品出海扩宽了道路，也为蓉企加速“走
出去”扩大国际合作，增强了优势和竞争力。

4月 21日，由 33家企业组成的成都工
业领域政企代表团前往沙特阿拉伯对接洽
谈，顺利签下超50亿元订单；

同一天，37家成都经贸企业组团奔赴日
本，对日发布经贸合作机会清单173条，集中
签约10个合作项目，签约金额超10亿元；

4月22日，成都物流供应链领域企业组
团相继前往泰国、老挝，推动在国际物流、国
际贸易等领域形成18项海外合作项目；

4月 25日，成都科技企业组团前往德

国慕尼黑，参加德国国际创新科技合作交
流会，现场达成18项合作意向，签署2项重
要合作协议；

鼓励企业“走出去”，把握机遇抢抓订
单，成都制定出台了《支持成都企业组团出
国（境）拓市场政策》，根据不同区域、规模、
订单量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今年 3月，
成都还集中发布了 2025“蓉品出海”政策
机会清单，涵盖支持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口
岸通道支撑保障等方面内容。

数据无声，发展有痕。一组最新外贸
数据，既展示了成都进出口发展的韧性和
活力，也高度概括了成都建强开放平台、强
化经贸合作、扩大对外交流、优化服务保障
的开放发展故事。成都以持续扩大开放的
不竭动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
力，也为外贸稳增长发展打开了引擎。

本报讯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4月份我国全社会用电量 7721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4.7%。从分产业用电看，
第一产业用电量 1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8%；第二产业用电量 5285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3.0%；第三产业用电量1390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9.0%；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93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0%。1 至 4 月
份，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31566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3.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发

电量为 29840 亿千瓦时。从分产业用电
看，第一产业用电量424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0.0%；第二产业用电量 20497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2.3%；第三产业用电量 585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城乡居民生活
用电量478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

（王梦瑶）

4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4.7%

本报讯 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近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交通运输部
大力推进实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纲要》，在建设世界一流港口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
吐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上海港成为全球

首个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5000万标箱的港
口。港口的智能化和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
进，已建成全自动化码头52座，数量全球领
先。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等23个港口纳
入“亚太绿色港口奖励计划”。 （朱怡）

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1-4月内蒙古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大幅增长
本报讯 1—4月，内蒙古实现边民互

贸交易额 1.566亿元，同比增长 155.4%，
参与边民 2.64 万人次，边民增收共计
163.2 万元。其中落地加工 1.279 亿元，
落地加工占比 82.2%。其中二连浩特市
着力推进“互市贸易+落地加工”发展，
推广边民合作社、互助组参与互市贸易
模式，扩大进口商品品类，探索与跨境
电商合作，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1—4
月实现交易额 4281.43 万元，同比增长

19.61%。满洲里市进一步加强公路、铁
路运输衔接统筹，实现公铁互贸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公路互贸区
稳定蜂蜜、黄油、松子、食用油、冷冻淡
水产品进口，拓展预包装食品进口；铁
路互贸区稳定油菜籽、亚麻籽进口，增
加燕麦、燕麦片、葵花籽（仁）、小米进
口。1—4月实现交易额 11357.05万元，
同比增长445.2%。

（高 慧）

中外记者走进重庆探访长江经济带发展
本报讯 40余名中外记者 5月 19日

探访重庆，了解当地推动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的情况。采访团成员来自美
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澳大利亚、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卡塔尔、
日本等国的记者。《澳大利亚人报》记者
葛士伟在参观后表示：“这次看到重庆

处理生活垃圾的全流程，希望未来能进
一步了解中国大城市对玻璃等可回收
物的处理及利用情况。”本次活动由中
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接下来，采
访团还将走进重庆内陆国际物流枢纽
展示中心、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等地
采访。 （梁钦卿 景诗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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