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香港 5 月 8 日电（记者
刘明洋）“候选人李家超先生当

选！”8日 12时 20分许，香港会展中

心，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

官选举的选举主任郑重宣布。

话音刚落，现场响起热烈掌

声。这掌声，既为香港顺利完成

新选制下首轮三场重要选举的收

官之作而庆贺，更为香港向着良

政善治再迈关键一步而喝彩。

在当天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中，李家

超高票当选第六任行政长官人

选。这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的

首次行政长官选举，是有香港特

色民主的又一次重要成功实践。

“投下对香港未来负责的一

票！”从当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

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委员陆续来

到会展中心，以一人一票方式，对

候选人李家超进行无记名投票。

香港基本法附件一规定，行

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

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

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委员会

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新

选制下，选举委员会的法定人数

为 1500 人 ，候 选 人 须 获 得 超 过

750 张的支持票，方可当选。

设于会展中心的中央点票站

气氛庄重、热烈，大厅前方正中央搭建起点票

及公布台。巨幅背景板上，五星红旗和紫荆

花区旗鲜艳夺目。

投票结束后，工作人员以手工

逐一清点、确认选票。在香港特区

选举管理委员会、选委、候选人及

其代理人、媒体及公众的监督下，

选 举 及 点 票 工 作 紧 张 而 有 序 进

行 。 点 票 结 果 显 示 ，李 家 超 获 得

1416 张支持票。

现年 64 岁的李家超今年 4 月辞

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职务，报名参

选。选举结果揭晓后，李家超站上中

央点票站的公布台，向在场的选委会

委员及香港市民代表鞠躬致谢。

他现场发表当选感言，衷心感

谢到场投票的每一位选委以及电

视机前的香港市民，感谢大家给予

的支持和鼓励。

李家超在竞选政纲中强调“强

化政府治理能力，团结一致为民解

困”。他提出，未来施政将以结果

为目标，带给市民会做事、做成事

的政府，全面提升香港的竞争力，

奠定香港发展的稳固基石。

选委会委员邓飞在选举结果产

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22年香

港迎来回归祖国 25周年，承前启后，

意义重大。未来 5年，香港急需巩固

和把握好由乱到治的安定环境，破解

深层次矛盾，迈上发展新台阶。“选委

们都期待新一届特区政府管治团队，

团结社会各界，抓住机遇，翻开‘爱国

者治港’下由治及兴的新一页。”

香 港 特 区 第 六 任 行 政 长 官 的 任 期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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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祝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成 立
100 周年大会 10 日上午隆重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 5 月 8 日电 庆祝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将

于 5 月 10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

将 对 大 会 进 行 现 场 直 播 ，人 民 网 、央

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

人 民 日 报 客 户 端 、新 华 社 客 户 端 、央

视 新 闻 客 户 端 等 新 媒 体 平 台 同 步

转播。

因位居东江之畔，盛产莞草可制席

而安梦，又因盛产莞香树可制沉香而安

神，东莞成为香飘天下的历史名城。

这里因“世界工厂”而为更多人所

知 ，成 为 改 革 开 放 精 彩 而 生 动 的 缩

影 。 全 球 每 3 件 玩 具 、每 5 部 智 能 手

机、每 5 件羊毛衫、每 10 双运动鞋，其

中之一就是东莞造；每 10 台口罩机，

也有 6 台是东莞造。特别是 2021 年，

东莞进入“双万”俱乐部，地区生产总

值迈过万亿元门槛，是我国第 15 个拥

有 万 亿 GDP、常 住 人 口 过 千 万 的“ 双

万”城市，人均 GDP 达到高收入经济

体水平。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中

美经贸摩擦深刻演变、支柱产业和重

点企业持续承压等严峻复杂形势，东

莞 交 出 了 一 份 亮 丽 答 卷 。 成 绩 单 背

后，是奋斗与拼搏、坚持与坚韧、辛劳

与智慧，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思考和有

益启迪。

做制造，就得有“一根
筋”的劲

1978 年 7 月，中国大陆第一家“三

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东莞正

式创建。这颗“种子”一经播下，便迸发

出蓬勃生命力，从此万木萌发，引来万

般气象。

“厂里打破大锅饭，按件计酬、多

劳多得，大家干劲特别足，有时忙起来

三天三夜地赶工。”今年 68 岁的谭月

娥是 1981 年厂里的生产冠军，说起当

年情景难掩兴奋：“以前我每个月挣 20

多 元 钱 ，1983 年 工 资 已 经 涨 到 了 300

多元。”

借改革开放的“天时”、毗邻港澳的

“地利”、华侨投资的“人和”，1978 年

底，东莞在全国率先设立对外加工装配

办公室，在无资金、无基础、无先例的艰

难条件下，巧用“三堂”（祠堂、饭堂、会

堂）当工厂，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业务，

饮上了外向型经济的“头啖汤”。从此，

“东莞制造”越来越精彩，行销全球。

（一）坚信，实体经济是务本有前途。
东莞的 GDP 构成中，工业占比超

过一半。当不少城市把太多土地用于

房地产挣快钱时，东莞坚定不移将工业

用地摆在第一位，将足够多的资源倾斜

到制造业。这种做法似有些“傻”，但在

许多东莞人看来，这是大智若愚，是东

莞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发展

至关重要，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

“对东莞来说，不管我们发展到什么程

度，都不能离开实体经济，不能忽视制

造业，要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地做好实

体经济。”东莞市委书记肖亚非说，“虽

然做制造业很辛苦，而且市场搏杀得非

常激烈，但做好制造业是东莞经济发展

的底色和本分，也大有前途。”

事实最有说服力。昔日雄居“广东

四小虎”的东莞，今天“虎劲”更猛。在我

国 41个工业大类中，东莞就拥有 34个大

类、6 万多种产品，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达

到近万亿元级规模；全市市场主体突破

150 万户，相当于每 7 个东莞人里就有

1 个是“老板”，民营经济从为外资企业

“跑龙套”到“唱主角”；R&D 经费投入

占比提升至 3.54%，科技创新综合竞争

力挺进全国城市 20强、地级市第三。

相较于个别地方脱实向虚、一时繁

荣、不可持续，东莞制造业立市的路子

走得对、走得好、走得稳。

（二）坚持，在风吹雨打中制造之根
更坚韧。

因 为 坚 信 ，更 加 坚 持 。 从 应 对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国际金

融危机到中美贸易摩擦再到新冠肺炎

疫情⋯⋯一路风雨兼程，东莞凭着“顶

硬上，一定得”的精神，在自我革新中去

腐生肌，在迎击风浪中强筋壮骨。

“东莞塞车，全球缺货”，一度被用

来形容东莞制造业影响力之大；也有人

用“空气”来比拟东莞制造，赞其“无所

不包、无处不在”。但硬币的另一面，是

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以及自有品牌

和核心技术的相对缺失。1995 年，东

莞外向依存度曾达到 433.8%的历史最

高值，2008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东

莞 经 济 增 速 放 慢 至 个 位 数 ，甚 至 在

2009 年一季度出现负增长。

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今

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

业结构所调整”的警告高悬东莞头顶。

破与立、危与机，对东莞而言，既是方法

论，也是实践观。自我反省、迎难而上

的探寻求索，浓缩在东莞展览馆一张张

历史照片中，也内化在百万市场主体的

发展基因里。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企

业。”在中国建筑陶瓷博物馆里，全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获 得 者 杨 晓 光 以 刀 为

笔、以瓷作纸，让水墨丹青跃然于瓷砖

之 上 。 在 传 统 文 化 和 科 技 创 新 交 融

中，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寻找

到了拉长“微笑曲线”的秘诀，实现了

“ 建 筑 陶 瓷 艺 术 化 、艺 术 陶 瓷 大 众

化”。公司还在美国田纳西州建厂，与

欧美品牌同台竞技。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机会留给有

准备的人。”2015 年，在玩具业摸爬滚

打多年的曾静，用借来的 3 万元开始了

第三次创业，并在 2018 年抓住机遇成

功切入潮玩赛道，打造出变色龙、半机

械等一系列火爆的原创潮玩 IP。2021

年，曾静的乐之宝（东莞）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实现工业总产值近亿元。从一人

身兼多职的代工小作坊，到打造集潮流

文化原创、研发设计、潮玩产品制造于

一体的创意基地，这是企业升级换代的

过程，也是东莞制造华丽蝶变的一个

侧影。

（三）坚守，择高立、宽处行。
2021 年，尽管受到外部环境影响

和疫情冲击，但东莞工业经济有两大

“突破”，十分亮眼。一是规上工业增加

值首破 5000 亿元，同比增长 10.2%，继

2013 年和 2017 年之后再次实现双位数

增长；二是工业投资首破 1000 亿元，同

比增长 25.3%。

从曾经的“只见星星不见月亮”到

“星月齐辉”，以先进制造体系为主体的

实体经济，已成为东莞稳定增长、抵御风

险、抢抓风口最坚实的压舱石、基本盘。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我国经济是

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

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让东莞

更加坚定了做好实体经济的信心。心

怀“国之大者”，东莞的制造业底色必须

要守住，还要守好。

守住守好底色的底气从哪里来？

东莞倾力作答：聚焦“科技创新+先进

制造”，筑牢实体经济的“根”和“魂”。

（下转第九版）

﹃
一县一策

﹄
推进城镇化建设

金观平

县域治理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也与老百姓的幸福

感、获得感紧密相连。作为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一环，

县城承载了近三分之一的全国城镇常住人口，是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有力

支撑。

近日，中办、国办出台《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县城建设的

指导思想、工作要求、发展目标、建设任务、政策保障等，

对于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

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

发展阶段。今后一段时期，将是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窗口期。县城“城尾乡

头”的区域特征，决定了其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

体属性。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既顺应

了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满足了广大农民到县城安家就

业的需求，又有利于带动乡村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有助于强化县城与邻近城市的衔接配合。

我国县城数量大、类型多，自然禀赋和发展路径也各

不相同。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充分

尊重县城发展规律，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

产业基础、功能定位，统筹县城生产、生活、生态、安全需

要，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县城的发展路径。对此，意见特别

强调要坚持“一县一策”，强化规划引领，兼顾县级市城区

和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发展要求，精准补齐短板弱项。

产业是县城建设发展的根基，有产业才有就业、才

有人口集聚，有产业才能筑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意见明确，要增强产业支撑能力，突出特色、错位发

展，重点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

容量大的产业，统筹培育本地产业和承接外部产业转

移。要提升产业平台功能，根据需要配置公共配套设

施，引导县域产业集中集聚发展。要健全商贸流通网

络，发展物流中心和专业市场，打造工业品和农产品分

拨中转地。要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和

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改善县城消费环境。

推动县城建设，亟需破解包括资金缺乏在内的诸多

重点难点问题。对此，意见以增强县城可持续发展能力

为目标，提出了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建立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和集

约高效的建设用地利用机制，强调新落户人口与县城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务，支持

符合条件企业发行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保障县城建设正常用地需

求等。这些举措强化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的力度，将为县城建设提供政策保障。

推动县城建设，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导支持各类

市场主体参与县城建设，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制定规划政策、

提供公共服务、营造制度环境等方面职责。在这一过程中，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守住历史文化根脉，

防止盲目建设、贪大求洋，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总量做“加法”、价格做“减法”、服务更精准——

金融助企纾困政策加速落地
本报记者 陈果静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

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

要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实施

好退税减税降费等政策，用好各类

货币政策工具。要稳住市场主体，

对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一揽子纾困

帮扶政策。

近期，《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以下简称

“金融 23条”）、降准、科技创新再贷款

等金融支持措施迅速出台，各地紧锣

密鼓制定实施细则，金融机构积极行

动，保障助企纾困政策加速落地。

支持力度明显加强

“这 200 万 元 贷 款 真 是 帮 了 大

忙。”浙江全食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

汪伟润说。

浙江全食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

从事食品原材料和食品添加剂批发

的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物流停

摆等不确定因素增加，汪伟润不得

不多备货，以确保按时完成订单，但

采购资金缺口成了摆在公司面前的

一道难题。

汪伟润了解到，光大银行杭州

分行针对抵押类客户推出了创新产

品“e 抵双贷”，在不增加抵押物的情

况下，为企业提供 200 万元以内的信

用贷款，非常适合缺少抵押和担保、

现金流短缺的小微企业。正是这笔

贷款，解了汪伟润的燃眉之急。

今年以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在

总量上做“加法”。数据显示，一季度

新增人民币贷款 8.3 万亿元，同比多

增 6636亿元。3月末，M2和社会融资

规模增速分别为 9.7%和 10.6%，较上

年末分别上升 0.7 个百分点和 0.3 个

百分点。同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在

价格上做“减法”。今年以来，人民银

行引导市场利率下行 0.1个至 0.15个

百分点，带动一季度企业贷款利率同

比下降 0.21 个百分点至 4.4%，为有

统计以来的记录低点。

金融支持政策“组合拳”快速落

地。4 月 18 日，“金融 23 条”落地，从

支持受困主体纾困、畅通国民经济

循环、促进外贸出口发展 3 个方面，

提出了加强金融服务、加大支持实

体经济力度的 23 条政策举措。4 月

25 日，央行全面降准 0.25 个百分点，

投放长期资金约 5300 亿元。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

院院长连平表示，“金融 23 条”体现

了及时性、精准性、适应性，有助于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政策覆盖了中

小企业、民营企业，既关注到保障物

流畅通，还涉及房地产市场、粮食和

能源安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等，兼

顾了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和国家经

济长远发展问题。

目前，“金融 23 条”相关支持措

施正加快落地。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辖内

银行向 681 家抗疫物资保供、相关物

流企业发放贷款 310 亿元，其中 80%

为信用贷款。3 月份，上海辖内中资

银行累计向中小微企业、小微企业

主和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 2250.65

亿元，涉及市场主体 43698 户；办理

延期还本付息 240.55 亿元，涉及市

场主体 80916 户。

精准性直达性提升

在总量支持力度增强的同时，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直达性和精准

性也在提升。

近期，浙江义乌市迅驰货物运输

有限公司收到了金华银行发放的 400

万元贷款，年化利率为4.35%。这笔贷

款背后，就有央行再贷款资金支持。

交通运输、物流等行业企业受

疫情影响较大。为此，金融机构积

极运用央行货币政策工具，为市场

主体发放优惠利率贷款。

（下转第三版）

东 莞 豪 迈东 莞 豪 迈

□ 本报调研组

李家超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

东莞市松山湖科学城宜居宜业东莞市松山湖科学城宜居宜业。。 松湖宣松湖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