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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行

持续擦亮民营经济“金字招牌”
民营经济是浙江的活力所在，民营企业强则浙江经济强。我们

将以三个“一号工程”为牵引，与各地各部门一起持续擦亮民营经济

这块“金字招牌”。

一是强力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针对民营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们将推动金融服务的科技化、数字化和

便利化，推动融资服务“一次不跑、又快又好”。

二是强力推进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创新是民营

经济的活力源泉，新的一年我们将持续推动“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工程和“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同时，积极推动传统产业

的改造升级，新增3个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加快建立产业覆盖

全面、省市互补的快速获权通道，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三是强力推进“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我们将在

新的一年千方百计稳外贸稳外资，并积极优化民营企业的境外布局，

鼓励民营企业“勇敢地走出去、坚强地走下去、成功地走回来”。

重要的事情说7遍
对于集群培育，政府工作报告从2018年起连续部署了7年，说明

这件事情对浙江来说非常重要、极端重要。

为什么？首先，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关键指数要看集群。

2023 年，浙江“415X”产业集群营收贡献了全省规上工业营收的

70%，“核心区+协同区”的营收增量占90%，投资增量占80%。全球先

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主体是集群、重点靠集群、希望在集群。

其次，产业发展，高级形态是集群。2023 年，浙江工业增加值近

3 万亿元，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超过 2.3 万亿元，增速达 6%，领跑全

国。产业发展正处于从分散向集聚、从集聚向集群的演进中。

对于浙江来说，集群培育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须作出高

分答卷的必答题。怎么推进集群培育？省委省政府已经作了顶层设

计、整体部署，我们要把这些部署真正落实、落地、见效。

“医食住行”系统推进养老工作
我省步入老龄化时间早，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严峻。目前，全省

60 岁以上户籍老人达到 1340 万人，占比 26%。预计未来 10 年，每年

都净增 70 万人以上，到 2035 年将超过 2000 万人。随着老年人越来

越多，养老的关注度和期望值也越来越高。

我省养老服务总体呈现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可归纳为三个

有：有床、有网、有底。全省建成1800多家养老机构、31万多张床位，

完成困难老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4.3 万户，初步形成居家社区服务网

络，困难老人得到有效兜底保障。

接下来，将从“医、食、住、行”四方面入手系统推进养老工

作。让老年人“医得尽心”，患病能够及时看；“食得暖心”，到点

能够吃上饭；“住得安心”，养老能在家门口；“行得舒心”，银龄能

有新活力。

做好另一种“加减乘除”
省委主要领导曾强调，浙江的营商环境还远没有到天花板。我

们要做好“加减乘除”四篇文章，为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作出法治部

门的应有贡献。

“加”，就是加大涉企制度优质供给，综合应用公平竞争审查、合

法性审查等法治工具箱，有效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

“减”，就是减轻企业不合理的负担，打出一套以增值化改革理念

提升行政执法质效的组合拳，实现行政执法效率最大化，对企业的生

产经营活动影响最小化。

“乘”，就是放大法治服务乘数效应，综合集成各类法律服务资

源，企业需要什么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服务。

“除”，就是预防消除企业法律风险。有些企业家违法了，还不知

道为什么违法。我们将组织法律专业力量，梳理企业可能面临的纠

纷风险形成合规指南，为企业打造一面法治“防火墙”。

本报讯 权威发声，通达民心。1 月 23 日中

午，省人民大会堂气氛火热。省十四届人大二次

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后，“厅（局）长通道”集中采

访活动在省人民大会堂中门厅启动。在省内外媒

体的话筒和镜头前，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省民政

厅、省司法厅的4位主要负责人，依次走上省两会

“厅（局）长通道”，从容答记者问。

“政府工作报告从 2018 年起连续部署了 7

年，说明这件事情对浙江来说非常重要。”省经信

厅党组书记、厅长詹敏围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

工作展开详细解读。他表示，浙江正全力建设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兴战略性产业集群和数字产业

集群，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2024 年，将力

争“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的营收达到 9.3 万亿

元，带动全省工业增加值增长6%。

营商环境一直是两会上的热门话题，今年省

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将审议《浙江省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草案）》。通道上，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

任杜旭亮与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王中毅不约

而同地谈到了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

杜旭亮介绍，新一年将强力推进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在塑造最好法治化营商

环境的同时，加快推动“8+4”政策体系、浙江“民

营经济32条”的落地实施。

“今年政府将继续过紧日子。”杜旭亮透露，将

计划安排省级财政资金1023亿元，支持经济高质

量发展，精准落实惠企政策，为市场经营主体减负

2500亿元以上。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王中毅从提

升法治化营商环境水平的角度透露了省司法厅的

新年计划：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贯通发

力，为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提供法治支撑和服

务。他将具体工作总结为“加减乘除”四篇文章。

比如“减”，指的就是减轻企业不合理的负担。他

在调研时发现有企业一天接受多个部门上门检

查，烦不胜烦。“我们将统筹各个执法部门的检查

计划，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减少不必要或重

复的检查。”他说。

人口老龄化是当下社会关注热点。省民政厅

党组书记、厅长陈斌在答记者问中郑重表示，将从

“医、食、住、行”四方面入手，“四心联动”系统推进

养老工作。包括重点加强失能失智老人的早干预

早治疗，试点建设一批社区认知障碍干预中心。

年内，将在全省 8000 多个老年人助餐点的基础

上，因地制宜再建 2500 个；将对低保老人增发

10%的基本生活补助。

厅（局）长们的回答干货满满，聚焦发展重点，

直面民众关切，向全社会作出了庄严承诺。

4位部门主要负责人走上省两会“厅（局）长通道”答记者问

今年政府将继续过紧日子
为市场经营主体减负250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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