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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积极拓展内外贸航线

沧州加快推进黄骅港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建设

一座姑苏城，半部江南诗。
打开这座“最江南”的城，可以用

截然不同的方式，就像苏绣中的至品双
面绣。

“我慕名而来，昨天看了苏州工业园
区，今天又来看了苏州的优秀传统文
化。”6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有
2500 多年历史的平江路，感受古城之
韵。前一天下午，总书记甫抵苏州，乘
车前往马上“三十而立”的苏州工业园
区，考察创新发展。

在苏州采访，有一种突出的感觉：
过去从未走远，未来无限可能。

平江路入口处的展厅，展板上，一
幅刻制于南宋年间的《平江图》，清晰展
示着八百年前平江府的平面轮廓和街巷
布局。总书记走近前，细细端详。

展厅另一侧，是一幅视野开阔的俯
瞰图——一头是古城最高点，始建于南
朝梁时的北寺塔，另一头是苏州工业园
区拔地而起的城市新地标。

古城，脉络肌理未变；新区，高楼
大厦林立。古今同框、新老对望，这是
人文底蕴与时代潮流兼备的独特风景。

走进苏州工业园区展示中心，一种
科技感、未来感扑面而来。

明亮的展厅里，苏州在高端装备制
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纳米新材料、生
物医药等领域的“明星产品”琳琅满目。

方寸天地、指尖乾坤，在高精尖技
术领域，以有限造无限的功夫被发挥到
了极致，与苏州人“一石代山、一勺代
水，以小观大、含蕴天地”的园林造景
艺术颇有一脉相承之意。

还有这些直观数据展示的产业之
城、创新之城、开放之城的“硬实力”：
苏州 2022 年 GDP 达 2.4 万亿元、全国第
六，规上工业总产值 4.36万亿元、全国
第 二 ，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产 值 占 比 高 达

52.5%，科创板上市企业 50 家、全国第
三，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超 1500 亿美元、
全国第三……

考察中，总书记深刻道出他的苏州
印象：“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
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
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
来的发展方向。”

正因“结合”，打开了新的空间，创
造了新的可能。

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文化与
科技、人文与经济，本就可以共生共
荣。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问题进行着长
期深入的思考。

翻开 《之江新语》，《文化是灵魂》
这篇文章中说：

“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
值”；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
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
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
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
剂’”。

另一篇 《“文化经济”点亮浙江
经济》，则深刻阐释了“文化经济”的
概念：

“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
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
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

党的十八大后，从指出“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
因素”，到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
是重要支点”，再到要求做好经济工作必
须 “ 敬 畏 历 史 、 敬 畏 文 化 、 敬 畏 生
态”……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相融互
促、相得益彰的发展之道，更加鲜明。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苏州，是
读懂人文经济学的绝佳样本。

在平江路，当地负责同志自豪地向
总书记细数苏州的文化遗产：

苏州园林、大运河苏州段，昆曲、
古琴、宋锦、缂丝、香山帮传统建筑营
造技艺、苏州端午习俗、碧螺春……精
工细作，垒筑起“虽由人作，宛自天
开”的鼎盛人文。

“‘百步之内，必有芳草’，这句话
可以用在这里。”总书记形象地点赞。

在街边一家商铺内，总书记见到了
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卢建英。看着心静如
水地飞针走线，听闻四代人传承的故
事，总书记十分感慨：

“中华文化的传承力有多强，通过这
个苏绣就可以看出来。像这样的功夫，
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韧性、耐心和定
力，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一番话阐明了自古以来中国人血液
里不变的根、本、魂，流贯的意、蕴、
脉，传承的精、气、神，“不仅要在物质
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

历来手工业繁盛的苏州，厚文之
“道”与精工之“技”融为一体，造就驰
名中外的苏工、苏作。精密的高科技和
细致的传统工艺一样，需要的是“致广
大而尽精微”的功夫。

“苏工、苏作就是当年的‘专精特
新’。”采访中，一名当地干部的话给人
启迪，也总会听到一些充满辩证关系
的表达，比如“苏州人说的是吴侬软
语，干的事却很‘硬’”“听着声声慢
的 评 弹 ， 酿 出 时 时 争 第 一 的 城 市 气
质”“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更
有达到目的、为了更高目标仍不罢休的
韧劲”……

文脉千秋贯，江河万古流。文化的
表现形式或有不同，内在灵魂始终如一。

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
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精
神文化为内核。

“城，所以盛民也。”这是总书记曾

引用过的一句古语。
平江河边、大樟树下，碧螺春茶飘

香，琵琶三弦，曲乐悠扬，吴侬软语，
百转千回。总书记饶有兴致地同当地居
民和游客一道欣赏评弹表演，一曲唱
罢，总书记带头鼓起掌来。

“住在这里很有福气”，总书记笑着
同大家说。

平江街道钮家巷社区党委书记张英
缨就在人群中，听到这句话心头一热。
15 年来在古城里工作的往事，涌上心
头：从古建老宅保护修缮，到协调处理
街坊邻里的家长里短……辛苦指数，换
来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老百姓的口碑，往往是沧桑巨变中
里程碑的缩影。人群中，喊出“幸福！”

“开心！”的由衷之语。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人文经济，归根结底是要体现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是推进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应由之路，也
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活实践。

见到总书记时，苏绣代表性传承人
卢建英正在创作的作品是“太平鸟”
图。她说，取的是“太平盛世”的美好
寓意。

如今，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图
景正徐徐展开。

一个五千年的文明走向现代化，必
然是渊源有自、匠心独运，必然需要当
代中国人汲古润今、守正开新。

车辆驶离苏州工业园区，遥见金鸡
湖畔，“东方之门”高高矗立。“当高楼
大厦在中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
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总书记曾经说过的这句话，回响在耳畔。

透过“东方之门”，历史、现实、未
来交相辉映，一派潮起东方万象新的恢
弘气象。 新华社苏州7月9日电

跟着总书记感悟人文与经济共生共荣的发展之道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张 研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员杨诗）企业
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再优化。近日，
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发布公告明确，自 2023
年起，允许企业在7月份预缴申报时就上半年发
生的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政策。

7月 3日，在税务网格员的在线辅导下，唐
山松下产业机器有限公司申报享受了今年上半年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1729 万元，经初步测
算，这将减免企业所得税259万元。

“从允许企业在 10 月份预缴申报时申报享
受，到可以在7月份申报期申报享受，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红利提早兑现，让企业的现金流
更为充裕。”唐山松下产业机器有限公司财务负
责人介绍，公司正在加快开展新一代全数字
MIG/MAG 弧焊电源及全新机器人控制器开发
项目，通过税惠政策节省下的资金将用于购买
焊接实验设备和原材料，助力项目研发，增强
市场竞争能力。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激励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的专项优惠政策。企业研发投入越多，所减
免的税款也就越多。

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新政策的出台意味着，在原有 10 月份预缴
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两个享受时点的基础上，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再新增一个享受时点，
将企业享受优惠的时点再提前三个月，帮助创
新型企业及时补充现金流，激发企业研发创新
的内生动力。

新政策出台后，省税务局第一时间通过河
北省电子税务局向全省研发和科技企业“一对
一”精准推送政策。依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落实工作推进台账和重点培育企业清册、研
发政策清册、辅导服务清册“一账三册”，对企
业实行“立项—核算—归集—享受”全流程精
细辅导。编制 《研发政策一本通》《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享受流程“九步法”及模板》，为企业提
供便捷式操作的流程图、工具书。指导各市税
务部门加强服务辅导，持续推动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新政策应享尽享。

更多的河北企业正从中受益。位于衡水市枣
强县的河北裕冷节能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
术企业，主要生产节能环保设备。新政策出台
后，枣强县税务局政策辅导团队第一时间同企业
财务人员联系，并辅导企业于7月4日申报享受
今年上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82.56 万元，
为企业持续开展电机余力回收热能转换装置等的
研发增添了底气。

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按
照最新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7月份预缴
申报期未选择享受优惠的企业，在 10 月份预缴
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能够准确归集核算研发费
用的，可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自主选择
在10月份预缴申报或年度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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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 （记者苑立立
通讯员任树春） 从 省 水 利 厅 获
悉，2022年7月至2023年6月，河
北通过引黄入冀渠村、位山和潘
庄三条引水线路，累计引黄河水

（渠首供水） 达 10.1 亿立方米，沿
线 河 渠 形 成 有 水 河 道 长 1040 公
里，引水总量超额完成国家下达
的计划。

黄河水北上，为冀东南地区农
业灌溉和河湖生态用水提供了水资
源支撑和保障，有效助力华北地区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河湖生态环
境复苏。

一年来，围绕多引多调黄河
水，省水利厅紧盯源头水情，强

化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
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等单位以及
山东、河南的沟通对接，会商研
判。该厅紧抓引水时机，提前制
定计划，及时提交用水申请，努
力争取多方支持。同时，结合引
黄渠道运行多年实际，提前开展
闸涵、泵站、涵洞等工程维修养
护和渠道清淤等行动，确保引黄
入冀输水渠道安全、畅通，让黄
河水引得来、用得好。

在用水管理方面，省水利厅适
时开展用水需求调查摸底和汇总，
坚决抑制不合理需求，并全面加强
计划用水管理，把引黄调水方案分
解到年、到月、到旬。（下转第三版）

有效助力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河湖
生态环境复苏，2022年7月至2023年6月——

河 北 引 黄 水 量
突破10亿立方米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 6月
28 日，青兰 （青岛至兰州） 高速
涉县至冀晋界段改扩建工程建成
通车。

该工程是交通运输部“十四
五”重点项目，是河北“五纵六横
七条线”高速公路主骨架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河北第一个山区地带高
速改扩建工程。工程采用“4+3”

双向7车道模式建设。“3”表示长
治至邯郸方向新建分离式 3 车道，
全长13.792公里。“4”表示邯郸至
长治方向利用既有 4 车道进行改
建，全长13.529公里。

该工程的建成通车，对增强
全省高速路网通行能力，满足人
们多样化出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我省第一个山区地带高速改扩建工程

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段
改扩建工程建成通车河北日报讯 （记者张岚山） 6 月 28

日，伴随着响亮的起航汽笛声，“黄骅
港—俄罗斯远东”外贸集装箱航线、

“黄骅港—泉州港、厦门港”内贸集装
箱航线正式通航。“黄骅港—俄罗斯远
东”航线是河北省首条通往俄罗斯远东
地区的国际集装箱航线。今年以来，沧
州黄骅港在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内外贸
航线拓展及软环境建设上取得一系列突
破性进展，在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
建设上跑出“加速度”。

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黄骅港高质量发

展。日前，沧州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
和支持黄骅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结合黄骅港“建设国际贸易港、‘一带
一路’重要枢纽和雄安新区便捷出海
口”的定位，修订 《黄骅港总体规划

（2016—2035 年） 》，编制完善综合港
区、散货港区基础设施、支持系统等系
列专项规划，努力建设安全便捷、智慧
绿色、经济高效、支撑有力的世界一流
港口。

完善提升港口功能，做好能源枢
纽港，做强综合服务港。作为我国西

煤东运、北煤南运的重要枢纽港口，
黄骅港煤炭港区持续强化泊位和航道
功能提升。目前，煤炭港区已拥有泊
位 22 个 ， 实 现 5 万 吨 级 船 舶 双 向 通
航。下一步，将推进煤炭港区煤五期
工程等项目，加快实施 7 万吨级双向航
道一期、二期工程，不断增强能源供
应保障能力。同时，打造综合港口新
优 势 ， 沧 州 市 破 解 黄 骅 港 “ 一 煤 独
大”格局，完善码头建设，拓展货种
货源渠道和内外贸集装箱航线，进一
步提升黄骅港辐射带动力、产业集聚

力、开放竞争力。
加快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总

投资 558 亿元的集装箱、滚装、原油、
LNG 等 21 个码头项目建设，实施综合
港区、散货港区 20 万吨级航道改造提
升工程，加快 6 条铁路专用线和 1 个中
心站以及油品管道、皮带管廊等集疏
运 体 系 建 设 。 完 善 大 宗 商 品 储 运 基
地，全力打造石化产品、建材、粮油
等商品交易中心，推动港口物流发展
大跨越。

（下转第三版）

近 日 ，游
客在张家口市
崇 礼 区 翠 云
山 银 河 滑 雪
场体验山地滑
车。崇礼瞄准
后奥运经济的
广阔市场，推
出了露营、草
地滑车、山地
骑 行 等 特 色
旅游项目，消
夏度假旅游持
续升温。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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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苑立立 通讯员
贾权公） 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1至
5月，河北对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 其他 14 个成员国 （以
下简称“RCEP其他成员国”） 实现外
贸进出口总值 779.3 亿元，同比 （下
同） 增长 6%。其中，出口 404.3 亿元，
增长14.7%。

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近7成。1至5
月，河北民营企业对RCEP其他成员国
进出口 517.7亿元，增长 8.2%，占进出
口总值的 66.4%。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16.1亿元，增长4.4%。

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
长均超 3 成。1 至 5 月，河北对 RCEP
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 167.1 亿元，

增长38%。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77.4亿
元，增长 37.3%。出口农产品 32.5 亿
元，增长13.7%。

进口以能源资源类产品为主。1
至 5 月 ， 河 北 自 RCEP 其 他 成 员 国
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263.6 亿元，增
长 4.6% 。 进 口 原 油 15.3 亿 元 ， 增 长
1.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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