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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唐小未）1月17日，记者从2023年四川
民生调查数据新闻发布会获悉，2023年
四川民生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回升向好
态势。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14
元，比上年增长 6.0%；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23550元，比上年增长5.6%。

2023 年，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
务，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居民收
入实现平稳增长。从收入来源看，居
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6154元，经营净收
入 6433 元，财产净收入 2049 元，转移

净收入 7878 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持
续发挥“压舱石”作用，经营净收入增
长最快。这主要得益于市场主体活力
不断激发，尤其是接触型、聚集型服务
行业经营活动持续快速恢复，以及农
业增产增收形势良好的积极影响。

消费支出稳步回升。2023 年四川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教
育文化娱乐消费强势复苏，人均消费
2418元，增长20.6%。这主要因为随着
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居民文娱消费
意愿充分释放，加之文艺演出、体育赛
事持续火爆，西博会、大运会等活动成

功举办，推动文化娱乐消费大幅增
长。同时，家长对子女教育愈发重视，
在艺体培训、研学活动等方面投入加
大，助推居民教育支出快速增长。此
外，随着各项恢复和扩大消费政策出
台，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渐释放，居民
对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等接触性、聚
集性服务消费意愿增强，服务性消费
持续恢复，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
10247元。

据了解，2023年四川以建设新时代
更高水平“天府粮仓”为引领推进粮食生
产，全年粮食总产量3593.8万吨，比上年

增加83.3万吨，创历史新高。四川粮食
总产量继续稳居全国第9位，增幅在13
个粮食主产省中居第3位。同时，由于
2023年粮食生产期间，四川农业生产气
候条件总体适宜，良种良法大力推广，作
物长势良好，四川粮食综合单产374.1公
斤/亩，比上年提高12公斤/亩。

此 外 ，2023 年 全 省 生 猪 出 栏
6662.7 万头，比上年增长 1.7%，出栏量
创 2017 年以来新高，继续保持全国第
一。牛、羊、禽养殖结构进一步优化，
肉蛋奶供应能力稳步提高，人民群众

“肉盘子”稳定有保障。

四川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
我省民生经济运行回升向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14元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孟浩） 1 月 16 日，“京诚所至·引以
为蓉”成都会展推介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中国国际
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展览会、成都文
化用品交易会、西南奶业大会暨展览

会等9个项目签约落地成都，将在智能
制造、体育消费、文化创意、乡村振兴
等方面为成都相关产业注入新的发展
势能。

“2024 年，成都会展业将继续高水
平推进产业建圈强链，推动会展产业

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积极引进
像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全国医院
建设大会这样标识度高、显示度强、影
响力大，与成都产业主导方向高度契合
的品牌会展活动，推动会展业持续高质
量发展。”成都市博览局相关负责人称，

将不断优化会展营商环境，为来蓉办展
办会提供一站式、专业化、人性化的会
展服务，互惠共赢，共谋发展。

据悉，2024 年成都将举办第 110
届全国糖酒会、第 25 届全国医院建设
大会暨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
会、第41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成都工业博览会等重大展会活动预计
超过 1100 场，展出总面积预计超过
1300 万平方米，会展业总收入预计将
突破1500亿元。

9个展会项目签约落地

我市今年将举办重大展会1100余场

1月17日，成都海关发布2023年四
川和成都全年外贸数据：四川实现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9574.9亿元，规模位列
全国第八。其中，成都实现全年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7489.8亿元，占四川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的 78.2%。过去一年
里，外贸运行稳住了基本盘，呈现出新
亮点，取得了新突破。

稳步向好
四川进出口规模逐季抬升

一季度规模2240.6亿元，二、三、四
季 度 分 别 环 比 增 长 1.1% 、1.5% 、
20.3%——2023年四川外贸运行走出一
条进出口规模逐季抬升的“爬坡线”。

“四川外贸展现出较强的韧性，
向好趋势明显，呈现逐季稳步向好的
运行态势。”成都海关相关负责人称，
特别是进入 2023 年四季度，单月进出
口规模连续刷新年内月度高点，推动
四季度实现进出口 2767.4 亿元，成为
四川外贸运行史上季度规模的次高
点，在 2022 年同期高基数的基础上仍
然实现 1.8%的同比正增长，回升态势
显著。

数据表明，四川外贸运行中的一
般贸易、新业态快速增长，贸易结构进
一步优化。一般贸易是指从研发、设
计、生产制造一直到知识产权以及品
牌的拥有，都是本地企业自己独创的
一种出口贸易方式。据成都海关统
计 ，2023 年 四 川 一 般 贸 易 进 出 口
3754.5 亿元，同比增长 18.8%，占同期
四川进出口总值的 39.2%，比重较上年
提升7.5个百分点。

同期，四川实现市场采购出口 365
亿元，同比增长14.8%；对外承包工程出
口 41.1 亿元，同比增长 42.4%。一般贸
易快速增长且占比提升，市场采购、对
外承包工程等新业态出口快速增长，都
体现出了四川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开拓市场
东盟成为四川最大贸易伙伴

数据显示，2023 年四川有进出口
实绩的企业为 8250 家，较上年增加了
901 家。“这说明四川的外贸主体队伍
在稳步扩大，特别是民营企业表现出
较强的活力。”据成都海关相关负责人

介绍，2023 年四川有进出口实绩的民
营 企 业 7328 家 ，合 计 实 现 进 出 口
4381.1 亿元，同比增长 25.1%，占四川
进出口总值的 45.8%，比重较上年提升
了 10.6 个百分点，进一步增强了四川
外贸的自主性和内生动力。

过去一年里，四川外贸企业加大新
兴市场开拓力度，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
效。东盟成为四川最大贸易伙伴。
2023年四川对东盟进出口1796.6亿元，
占四川进出口总值的 18.8%；对俄罗斯
进出口 268.5 亿元，同比增长 54.5%。
2023年，四川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
出口 4154 亿元，同比增长 10.3%，占四
川进出口总值的 43.4%；对非洲进出口

426.4亿元，同比增长68.9%。
值得关注的是，四川外贸新支撑力

量正在形成。据成都海关统计，全年四
川共有18个市州外贸实现两位数及以
上的快速增长，内江、遂宁等地外贸首
次突破百亿元，全省已有 10 个城市跨
越外贸百亿门槛，较上年新增了3个。

表现抢眼
“新三样”出口同比增长46.7%

去年，来自四川的四种商品外贸
规模创下了全国最大规模，还有部分
商品外贸规模位列全国第二或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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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川外贸进出口总值达9574.9亿元，位列全国第八

成都实现外贸进出口7489.8亿元

交通路网是一座城市的血脉和骨架。“要想富，
先修路。”道路的“通”与“断”、“阔”与“仄”，既关系

到城市发展的“快”与“慢”，也关系到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的“高”
与“低”。

大力推进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成都着力打通市域“断头路”，
治理交通堵点，提标改造产业、乡村道路，努力疏通城市血脉。随着
一个个道路项目的推进实施，市民的出行方便了，物资的流通更快
了，城乡之间的融合也更紧密了。

即日起，成都日报锦观新闻推出“城乡融合在‘路’上”特别策划，
多路记者将走进城市、乡村中发挥不同功用的道路，走近那些行走在
路上的人，感受因为道路带来的变化，讲述关于路的故事⋯⋯

开栏语

走进城乡道路 感受融合之变
本报即日起推出特别策划，讲述城乡中“路”的故事

今日关注：

一条“浪漫之路”的打通
详见02版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 著名
的社会活动家，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六届、七届
中央委员会主席和第七届中央委
员会名誉主席，中华全国台湾同
胞联谊会第四届、五届会长，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张克辉同志的
遗体，17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
墓火化。

张克辉同志因病于2024年1月
11 日 15 时 18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6岁。

张克辉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
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
种 形 式 对 张 克 辉 同 志 逝 世 表 示
沉 痛 哀 悼 并 向 其 亲 属 表 示 深 切
慰问。

17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
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
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
痛 悼 念 张 克 辉 同 志 ”，横 幅 下 方
是 张 克 辉 同 志 的 遗 像 。 张 克 辉
同 志 的 遗 体 安 卧 在 鲜 花 翠 柏 丛
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
党党旗。

上 午 9 时 30 分 许 ，习 近 平 、
赵 乐 际 、王 沪 宁 、蔡 奇 、丁 薛 祥 、
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
到 张 克 辉 同 志 的 遗 体 前 肃 立 默
哀，向张克辉同志的遗体三鞠躬，
并与张克辉同志亲属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
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张克辉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
也前往送别。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 1 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费利克斯·齐塞
克迪致贺电，祝贺他当选连任刚果民
主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刚果（金）是中国的
传统友好国家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近年来，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传统友好不断深化。我愿

同齐塞克迪总统一道，深化彼此政治
互信，丰富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内涵，推动中刚合作实现新的更大
发展。

习近平致电祝贺齐塞克迪
当选连任刚果（金）总统

张克辉同

志
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张克辉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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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杨升涛） 1月17日，成都市高龄津
贴“免申即享”和长护险与居家养老服
务融合试点现场推进会在成都高新区
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未来成都将
在全市范围内持续优化高龄津贴办理
认证方式。

据悉，以往高龄津贴发放，需要由
老年人或代办人带着身份证、户口本
等材料，到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提
出申请，填写申请表。

去年，成都高新区在全市率先进
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创新试点工
作，探索解决高龄津贴发放中普遍存
在的痛点难点。“很多老人腿脚不便，
一来一回要忙活大半天。我们完善了
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打通数据壁
垒，实现辖区内老年人数据共享，老年
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高龄津贴。”成都
高新区社区治理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试点以来，《成都高新区高龄津贴
“免申即享”改革实施方案》《成都高新
区高龄津贴“免申即享”发放管理办
法》等配套文件印发，为推进高龄津贴

“免申即享”试点工作奠定全方位制度
保障。

在“智慧蓉城”成都高新区智慧养
老综合服务平台下，由民政部门牵头，
建立部门间数据互通和信息共享机
制，线上打通公安、卫健、智慧运行局
等部门数据信息壁垒。同时，线下通
过“党建引领微网实格”机制，持续采
集和完善辖区内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信息，建立基础数据动态调整机制，实
现老年人数据的精准动态实时调整。

如何让老年人不出家门就能享受
这一福利津贴？以三瓦窑社区为例，社
区依托“成都高新区智慧养老综合服务
平台”，持续采集更新数据。同时，定期
收集“微网实格”人房数据、社区老协会
员数据、老年大学户籍学员数据等，从
中筛查出 60 周岁及以上老人名单，与

“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人员进行比
对，对未录入人员，工作人员逐一入户，
采集相关信息，录入平台。

截至2023年12月底，成都高新区
已通过“免申即享”方式，新增 1737 名
政策受惠老年人，全区享受高龄津贴
老年人增至1.83万人。

成都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未来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优化高龄津
贴办理认证方式，利用系统数据和线
上办理方式，推动实现“免申即享”。

成都试点开展高龄津贴“免申即享”
80岁以上老年人足不出户即可领取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 2023 年
中国经济运行数据 17 日公布：国内生
产总值（GDP）1260582 亿元，按不变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2%，增速比2022
年加快2.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当日在国新
办发布会上表示，2023 年，我国顶住外
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国民经济回升
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主要预期
目标圆满实现。

从主要经济指标看，2023 年，按照
可比价格计算，中国经济增量超6万亿
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经济总
量。人均 GDP 达 89358 元，比上年增
长 5.4%。城镇调查失业率比上年下降
0.4 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 同 比 上 涨 0.2% 。 货 物 出 口 增 长
0.6%，年末外汇储备超3.2万亿美元。

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初步测
算，2023 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 费 投 入 达 33278.2 亿 元 ，
R&D 经费投入强度达 2.64%，比上年
提高 0.08 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增至54.6%；最终消费支出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82.5%，比上年提
高43.1个百分点。

“观察中国经济表现，不仅要跟自
己纵向比，也要跟其他国家横向比。”
康义说，2023 年我国经济增速高于全
球 3%左右的预计增速，在世界主要经
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
献率有望超 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

最大引擎。
这份经济“成绩单”来之不易、成

之惟艰。
回顾2023年，世界经济低迷，外部

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国内周期性、结构性矛盾较多，自然灾
害频发。围绕做好经济工作，党中央
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各地各部门有
力有效贯彻落实，推动中国经济在攻
坚克难中奋进。

展望2024年，康义表示，外部环境
依然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
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
隐患依然较多。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决策部署，有效应对困难、解决问
题，不断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国内生产总值1260582亿元

2023年中国GDP同比增长5.2%
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

□中国经济增量超6万亿元
□人均GDP89358元，比上年增长5.4%

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82.5%，比上年提高43.1个百分点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望超30%，
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成绩单”来之不易、成之惟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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