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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众多全球好货汇聚上海，并沿长江溯源而上直抵广阔的全国市场

按一年计， 累计意向成交 578.3 亿美

元———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交出了一

份亮眼的成绩单。 这一全球首个以进口为

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 “卖手团 ” 是世界

3600 多家企业组成的顶尖阵容 ， “买手

团 ” 则主要由全国几十万家采购商构成 ，

照见着自由贸易流通的盛景。

长江经济带恰似一条巨龙，“龙头 ”上

海引领着这条巨龙舞动， 走高质量发展之

路。 进博会溢出效应正是一大契机———立

足区位优势，上海在理念引领、路径示范、

协作共赢的过程中，肩负着重大责任。

理念跃升，以开放促进高质
量发展

“开放、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

的品格。 这种品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

的生动写照。 ” 在进博会开幕式主旨演讲

中， 习近平主席对上海城市品格作出精准

阐释。 也正是在上海，作为去年我国四大主

场外交之一的进博会， 向世界宣示中国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的决心。

进博会演绎着中国开放融通的精气

神。 短短六天会期，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先进

技术、最优质产品，与有着 13 亿多人口的

中国庞大市场需求充分对接， 碰撞出巨大

商机。 来自德国的莱茵 T?V 是一家第三方

检验认证企业，原以为行业“冷门”，结果一

场进博会就收到了 220 多个咨询———大量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企业手拿小纸条来找展

位，为莱茵 TüV 打开中国市场找到了方向。

抓住进博会契机， 上海也以扩大开放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作为长江经济带和

“一带一路”的重要交汇点，上海的优势在

于拥有较为完善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 ，

集聚着一大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海港、空

港均具备世界级枢纽功能和贸易保障能

力， 这些功能平台有助于扩大进博会溢出

效应，进一步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路径示范 ， 制度创新支撑
“买全球”

绿地贸易港是进博会常年展示交易平

台之一，承接着进博会的溢出效应。 开港月

余， 已迎来 2500 余组全国专业采购商，采

购订单近 4 亿元。 这个“中转枢纽”把全球

好货源源不断地送往武汉、 重庆等长江中

上游城市。

中国正迎来一轮消费升级， 进口优质

商品需求量不断扩大，进口结构也在变化。

从“卖全球”到“买全球”，进博会带来的不

光是交易量的增长， 还有其背后的制度创

新。 2017 年 12 月，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与长宁区政府签署 《关于推动质量共治开

展便利化试点合作行动计划》，实行“验放

分离”，实现通关速度“零等待”。 “验放分

离”政策试点一年来，纽仕兰新云董事长盛

文灏感慨很深，“便利化的精准监管加上外

检内放的制度创新，大大缩短了通关时间，

过去新西兰鲜奶最快八天入沪， 如今最快

三天就能上架， 为企业布局长江中上游城

市带来更多可能。 ”

协作共赢，推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

2016 年 9 月，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

纲要》 正式印发， 确立了长江经济带 “一

轴、 两翼、 三极、 多点” 发展新格局。 其

中， “三极” 指的是长江三角洲、 长江中

游和成渝三个城市群。 进博会上， 长三角

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对推动长三角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都有

着重要促进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是进博会的奉献者， 也

是受益者。 近水楼台的沪苏浙皖企业深度

参与进博会， 有利于企业紧跟全球产业和

科技发展趋势 ， 引进先进技术及管理经

验； 而苏州、 嘉兴等上海周边城市， 享受

着进博会溢出效应， 在产业分工、 城市功

能上实现互补， 加快对接融入上海发展的

进程。

进博会将年年举办 ， 而且会越办越

好， 长三角协作共赢的经验也必将越来越

丰实。 今年 1 月 3 日， 上海、 江苏、 浙江

和安徽签署长三角地区市场体系一体化合

作备忘录，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攻坚

突破， 对优化营商环境等改革举措加强系

统集成， 不断提升市场主体的感受度和获

得感， 共同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 增强对长江经济带的辐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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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

层。 ”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审视两岸关

系， 如同站在高山之巅看大江东去，历

史大势清晰可见、浩浩荡荡。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两岸同属一

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

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两岸同胞都是中

国人，血浓于水 、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

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

改变的！ 台海形势走向和平稳定、两岸

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是任何人任

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国家强大、民族

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 ，更是任何

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在《告台湾

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 以高屋建瓴、掷

地有声的话语，深刻昭示了两岸关系发

展的历史大势， 明确指出了大势所趋、

大义所在 、民心所向 ，充分反映了全体

中华儿女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决心

和底气。

海峡两岸分隔已届 70 年。 台湾问

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命运休戚相关。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

来， 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统一、分

裂、兴衰、荣辱紧密相连。 可以说，国家

强大、民族复兴 ，从根本上决定着两岸

关系的走向和祖国完全统一的最终实

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积累了势不可挡的磅

礴力量，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各方面条

件更加充分，祖国完全统一既是中华民

族的共同夙愿，更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阻

挡的浩荡潮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的，“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

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

194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

府、 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

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

任务。 从推动打破两岸隔绝状态，到实

现全面直接双向 “三通”； 从推动达成

“九二共识”，到实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

会晤；从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

主张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形成坚

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基本方

略 ； 从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的格局 ，到坚决挫败各种制造 “两个

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 ”的图谋 ，

我们团结台湾同胞 ， 推动台海形势从

紧张对峙走向缓和改善 、 进而走上和

平发展道路 ， 两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

性进展。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

兴的进程中， 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

系于民族复兴。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维

护两岸和平 、促进两岸共同发展 、造福

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 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要两岸同胞共同推动，靠两岸同胞共

同维护，由两岸同胞共同分享。 新时代

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也是

两岸同胞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 “广大

台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要做堂

堂正正的中国人”，两岸同胞携手同心，

共圆中国梦，就一定能共担民族复兴的

责任，共享民族复兴的荣耀。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这是

70 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

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

求。 顺应历史大势，共担民族大义，我们

就一定能早日达成国家统一愿景，让我

们的子孙后代在祥和、安宁、繁荣、尊严

的共同家园中生活成长。

（载 1 月 5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
京 1 月 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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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好 ， 中国才能好 ；

中国好， 世界才更好。 这是

一条简单而深刻的道理。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

变幻 ，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

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

变 ， 中国维护世界和平 、

促进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善

意不会变 。” “祝福中国 ！

祝福世界 ！” 习近平主席在

2019 年新年贺词中 ， 以庄

严承诺和殷殷祝福， 道出了

中国人民一以贯之的坚定立

场， 道出了世界人民对和平

与发展的共同心声， 展现了

一个大国的责任担当， 赢得

了国际社会一致赞誉。

揆诸历史， 中国和世界

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

化 。 犹 记 1919 年 ， 面 对

“外忧内患 ， 更起迭乘 ” ，

《晨报》 发出 “果能顺应时

变， 力图自新， 则起死回生

之机， 又未必不在今日” 的

祝新之辞。 犹记几十年前 ，

因为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

中国曾有被开除 “球籍” 之

虞。 百年跌宕， 百年奋起 。

我们见证改革开放这场中国

第二次革命， 不仅深刻改变

了中国 ， 也深刻影响了世

界； 我们见证中国站上新的

历史起点， 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

景； 我们见证我国日益走近

世界舞台中央， 成为国际社

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 。 “中国发展

离不开世界 ， 世界发展也

需要中国”， 成为常识更成

为共识。

放眼全球， 我们正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已逾百年， 但

在不少地方和平的征程依然

荆棘密布； 经济全球化大势

所趋， 但逆全球化潮流也正在悄然抬头。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 人类社会

向何处去？ 当世界经济整体发展环境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

性， 我们可以如何作为？ “所当乘者势也， 不可失者时也”。

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 这要求我们要善于化危为机、 转危

为安。 准确体认变局， 把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主动顺

应变局， 用好发展的时与势。 不畏浮云遮望眼， 把握历史规

律， 认清世界大势， 中国可以大有作为。

面向未来， 中国的道义与担当不会改变。 中国是一个大

国， 大有大的使命， 大有大的责任。 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

长贡献率超过 30%， 中国贡献有目共睹； “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决心坚定不移； “面向未

来， 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中国初心始终不改。 中国人民历

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 历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各国人民

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始终愿意尽最大努力为人类和

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我们将积极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继

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世

界而不懈努力。 中国这个港口， 永远欢迎善意靠岸， 也会让

正义的风帆畅行无阻。

“积土而为山， 积水而为海。” 愿中国日新日强， 愿世

界繁荣昌盛。 新的一年， 我们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

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 祝福中国！ 祝福世界！

（载 1 月 5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1 月 4 日电）

至忠至毅的抗日英雄罗忠毅
罗忠毅，1907年出生，早年参

加进步学生运动。 1927年入冯玉

祥部当兵。1931年，随国民党军第

26路军到江西， 同年12月参加宁

都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罗忠毅 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起任福建军区司令

部作战科科长、连（城）宁（化）（龙）岩军分区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

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罗

忠毅任福建军区第 3 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闽西南第 1 作战分

区司令员、闽西南游击队第 1 纵队司令员、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司

令员，在闽西南地区坚持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罗忠毅任新四军第 2 支队参谋长、江南指挥

部参谋长，参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他参与指挥

了水阳伏击战、官陡门奇袭战等战斗。 1940 年 7 月新四军江南主

力北渡长江后，罗忠毅任重建的江南指挥部指挥，留苏南坚持敌后

抗日游击战争，指挥部队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清乡”和国民党

顽固派军队的进攻。

1941 年皖南事变后，罗忠毅率部艰苦作战，接应新四军突围

北撤人员。同年 4 月，他任新四军第 6 师参谋长兼 16 旅旅长，率部

转战于句容、丹阳、武进、溧水地区，曾指挥部队在黄金山地区同国

民党顽固派军队作战，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1941 年 11 月 28 日，日伪军 3000 余人袭击溧阳塘马村，罗忠

毅与第 16 旅政治委员廖海涛率部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壮烈牺

牲，时年 34 岁。

新华社记者 侯文坤 （据新华社武汉 1 月 4 日电）

上海浦东、武汉光谷，杭州互联网、苏州高端装备制造、合肥人工智能、成都军民融合、湖南创新文化、贵州大数据……长江经济带

上各具特色的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速成长。 图为俯瞰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三年述评

这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

略———

2016 年 1 月 5 日，重庆，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从

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理念生根发芽。

2018 年 4 月 26 日，武汉，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

会，擘画新时代中国发展新坐标。

3 年时光，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生力军正在崛起。

绿水青山“敲开”金山银山之门

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在生态

保护中实现经济发展———

2018 年 1 月至 9 月， 长江经济带水质

断面优良比例为 77.2%，较 2015 年年底提

高 10.2 个百分点 ； 劣Ⅴ类水质比例为

1.8%，比 2015 年年底下降 4.6 个百分点。

同期，沿江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7.5%， 占全国比重达44.1%， 比2016年和

2017年分别提高0.9个和0.4个百分点……

实践证明，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不是矛盾对立，而是辩证统一；共抓大保护

非但没有影响经济发展， 而且推动长江经

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3 年来，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为统领，10 个专项规划 、11 个实施方案及

一系列支持政策为支撑的规划政策体系基

本形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绘制蓝图。

1361 座非法码头全部完成整改， 其中

彻底拆除 1254 座并实现生态复绿，规范提

升 107 座；“化工围江”初步遏制……

“凡是‘两山论’践行好的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不仅不会因生态环保而迟滞，反而更

具活力、质量更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绿水青山，从来都不

是金山银山的拦路虎，而是敲门砖。 ”

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

3 年来，长江经济带以创新驱动转型升

级，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牵引力。

近日，上海嘉定区与江苏苏州、浙江温

州决定，整合各自创新资源要素，打造长三

角科技“双创券”服务平台。 “双创券”覆盖

高校院所、检验检测机构等 130 家，提供大

型仪器设备 1705 台，支持异地结算 ，是科

技创新的通用“粮票”。

发挥上海科技创新中心龙头带动作

用，依托长三角雄厚产业基础，率先构建区

域协同创新共同体，长江经济带上，一个引

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正在形成。

上海浦东、武汉光谷，杭州互联网 、苏

州高端装备制造、合肥人工智能、成都军民

融合、湖南创新文化、贵州大数据……各具

特色的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速

成长。2017 年，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

总产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高达 53.9%。

3 年来，新型城镇化步伐加快，打造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支持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长江

中游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

不断提升，重庆、成都、武汉国家中心城市

加快建设， 浙江梦想小镇等一批产城融合

特色小镇成为双创主基地……

3 年来，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为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大开放促大改革。黄

金水道联通“一带一路”，上海、浙江、湖北、

重庆、四川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持续推进，

撑起全方位对外开放新一极。

2018 年 1 月至 11 月，长江经济带开行

中欧班列 3562 列 ， 占全国开行总数的

63%，同比增长 67%。 2018 年前三季度，沿

江 11 省市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达 44%。

推动共抓大保护再上新台阶

做减法，切割的是利益，转变的是长期

发展模式，并非易事。

相关部门组织暗访发现， 有的企业供

对外检查的法定排污口出水清澈， 却私设

排污口将污水排向长江； 沿线一些生态保

护区被侵占； 一些生活污染物倒入城市雨

水收集井后流向长江。 问题背后，是违法成

本低、惩罚不到位，是一些地方政府监管不

力，甚至纵容包庇、利益勾连。

看不到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看到了

问题而回避问题就是严重错误和失职。

2018 年年底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 坚持问题导

向 ， 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取得新

进展 。

始终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 严厉打击

污染长江违法犯罪行为； 建立长江经济带

联动机制；加快长江保护法立法进程……

长江经济带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是

一个有机整体， 共抓大保护， 关键在一个

“共”字。

突破利益藩篱，关键靠制度，核心是问

题导向。

针对长江流域“多龙管水、多龙治水 ”

的监管体系， 加快推进长江流域管理体制

改革———

设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

主要负责流域生态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

加快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坚决把

最需要管住的岸线、河段、区域管住，坚决

把产能严重过剩、污染物排放量大、环境风

险突出的产业管住；

建立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机制， 完成

长江水环境质量预警……

针对上下游生态保护和产业错配等利

益问题，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探索建

立生态补偿机制———

云贵川 3 省共同出资 2 亿元设立赤水

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安徽 、江

苏、浙江、重庆、湖北、江西等省市相继建立

省内生态补偿机制。

针对沿江省份利益协调问题， 不断创

新完善协同发展体制机制———

相关部门会同沿江 11 个省市建立长

江经济带“1+3”省际协商合作机制，下游、

上游、 中游多层次协商合作机制架构逐步

形成……

这是一场攻坚战，突破利益藩篱、构建

长效机制，为高质量发展集聚动力；

这是一场持久战， 既要一张蓝图干到

底，更要苦干实干，久久为功。

1000 多个日夜， 中华民族母亲河展现

新容颜，为中国经济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新路子。

新华社记者 安 蓓 刘红霞
何欣荣 邬慧颖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4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