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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 4月 13日，随着
挖掘机的开挖，康（安康）渝（重庆）高铁陕西
段余家梁隧道 1号横洞进洞施工全面启动，
标志着康渝高铁陕西段首座隧道正式开工
建设。

康渝高铁余家梁特长隧道位于安康市岚
皋县境内，全长 14499米，是康渝高铁陕西段
最长的隧道，也是康渝高铁全线第二长隧道。

该隧道洞内围岩稳定性差，多段落存在
较长断层破碎带，山体陡峭，进洞难度大，隧
道涌水量大，安全风险高，是全线的重难点、
控制性工程。

为确保施工顺利推进，建设单位西成客
专陕西公司针对隧道施工难点，多次组织设
计、监理人员对现场施工进行指导。施工单
位中铁十四局康渝高铁项目部详细制定施工
方案，并集结优质施工人员、作业机械和生产
物资，快速完成了洞口标准化布置，驻地安全
评估及验收工作。在隧道进洞施工过程中，

项目部积极优化施工工艺工法，狠抓工序衔
接，确保了余家梁隧道 1号横洞的安全顺利
进洞。

安康至重庆高速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
高铁网北京至昆明的京昆通道和包头、银川
至海口的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路
网地位十分重要。

线路自安康西站起，经陕西省安康市，重
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
川区、北碚区，引入重庆枢纽重庆西站，共设安
康西、岚皋、城口、樊哙、宣汉南、达州南、大竹、
广安东、合川东、北碚南、重庆西11座车站，其
中重庆西为既有车站，其他为新建车站。

西成客专陕西公司康渝指挥部指挥长巩
玉江介绍，康渝高铁接续已经开工建设的西
康高铁，将形成西安至重庆的高铁大通道。
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重庆的出行时
间有望从现在的 6小时左右缩短至 2.5小时
左右。

开工现场开工现场。。

西安湾子村
安 置 楼 EPC 项
目由中建股份牵
头，中建一局三
公司作为联合体
成员单位之一负
责DK-3地块施
工总承包任务。
项目建成后将解
决1116户近5000
余名村民的回迁
安置问题。项目
目前处于主体结
构施工阶段，总
进 度 约 完 成
35%。图为项目
航拍图。

□田佳豪 摄

本报讯（崔鹏宇 陈练斌） 4
月 6 日，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
2023年第二次科技成果鉴定会在
杨凌召开。陕西化建《50万吨/年
煤基乙醇项目成套建造技术》《工
业射线底片高清晰成像设备与底
片管理系统研制》《大型卧式反应
器翻转吊装技术》三项技术成果通
过鉴定。

由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技

术部八名专家组成的鉴定组听取
了相关情况汇报，严格审查了技术
资料后一致认为，陕西化建三项技
术成果思路新颖、技术先进、实用性
强，并认定《50万吨/年煤基乙醇项
目成套建造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工业射线底片高清晰成像设
备与底片管理系统研制》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大型卧式反应器翻转
吊装技术》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陕西化建公司三项技术成果通过鉴定

本报讯（关颖） 4月 12日，笔
者从陕西省科技厅了解到，2023
年度第二批秦创原引用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项目申报推荐工作正
式启动，6月 1日前提交项目申报
相关材料。

秦创原人才项目采取“项目单
位保障薪酬+项目配套补贴”的方
式，财政经费以“人才+项目”形式，
按每个人才项目最高 50万元进行
资助。对企业急需的“高精尖缺”

特殊人才，实行“一人一策、一事一
议”，重点支持。

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韩城
市所辖单位申报人才项目由各自
科技局推荐；西咸新区、国家级高
新区人才项目由所在管委会推荐；
中央在陕企业及省属科研院所直
接推荐报送；省属大型企业集团作
为推荐单位，推荐所属企业人才项
目；各高校推荐“高校引进，企业使
用”人才项目。

秦创原开始申报今年第二批创新创业人才项目

康渝高铁陕西段首座隧道开工建设

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6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
币 贷 款 占 同 期 社 会 融 资 规 模 的
73.6%……最新出炉的首季金融统计
数据亮点不少，呈现信贷供需两旺
势头，释放出经济加快复苏积极信
号。信贷投放靠前发力，为经济发
展注入活力，进一步推动经济运行
持续整体好转。

一季度我国广义货币（M2）继续
保持较快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和人
民币贷款合理增长。这背后一方面
是前期稳增长政策效果显现，有效
融资需求正在加快回升；另一方面
是金融机构抓住信贷投放旺季，加

快节奏、靠前发力。金融支持力度
不断加大，正逐步夯实我国经济复
苏基础、稳固向好势头。

随着企业融资需求持续回暖、
银行信贷投放主动性增强，要保持
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
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助力实
现促消费、扩投资、带就业的综合
效应。

在保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的同
时，要优化信贷结构。在基建投资
和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的带动下，
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明显，成
为推动一季度信贷增长的主力。提
升金融对实体经济新增长点的支持
质量和适配性，需要引导更多信贷
资源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
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

展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当前经济恢复正处于关键期，进

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要
把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
置，为后续经济加快复苏提供关键动
力。我国企业复工复产进程加速，消
费环境逐步改善，企业和居民的融资
需求展现出较强增长势头。金融稳
增长政策的持续发力将进一步稳定
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

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
足，巩固拓展向好势头，要保持金融
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政策
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继续保持稳健
的货币政策环境。同时，合理把握
信贷投放力度和节奏，提升资金使
用效率，为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
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吴雨

信贷投放靠前发力为经济注入活力

□袁小康

4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我国新能源
汽车延续良好发展态势，产销继续
保持较快增长，当月产销分别达到
67.4万辆和65.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4.8%和 34.8%，同时，新能源汽车出
口7.8万辆，同比增长3.9倍。

业内专家表示，一季度以来，我
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开门
红”，出口成为市场发展的强劲动
力。但在产业持续向好的同时，车
企本身面临盈利能力分化问题，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也仍存制约，新
能源汽车产业还需扫清障碍。

新能源汽车市场首季“开门红”
中汽协数据显示，3月，新能源

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67.4万辆和 65.3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22%和24.4%，同
比分别增长 44.8%和 34.8%，市场占
有率达到26.6%。1至3月，新能源汽
车产销累计完成165万辆和158.6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 27.7%和 26.2%，市
场占有率达到26.1%。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
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持续
增长，市场占有率比上年同期有了
较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在全球新
能源汽车市场，中国市场占有率达
到了64%，继续保持全球领先。

近期部分车企披露的年报显示，
新能源汽车成为其主要营收增长来
源。广汽集团近期披露的年报表示，
2022年，集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705.8万辆和688.7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96.9%和93.4%，新能源汽车销量
占比约 43%。集团营业收入 1093亿
元，同比增长约 45.57%，旗下新能源
汽车品牌广汽埃安实现营业收入387
亿元，同比增长约124.17%。

华西证券在研报中表示，2023
年新能源汽车进入抢份额攻坚期，
碳酸锂供需趋向平衡，价格持续下

探，为新能源车型提供降价空间。
长期来看，电动化、智能化的趋势将
继续保持，未来新能源渗透率有望
进一步提高，坚定看好新能源汽车
产业。

竞争力增强出口猛增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保持

较快发展，出口也持续迅猛增长，成
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 3月，我
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7.8万辆，同比增
长3.9倍。1至3月，新能源汽车出口
24.8万辆，同比增长 1.1倍。具体到
企业来看，1至 3月，比亚迪出口 4.3
万辆，同比增长 12.8倍。此外，3月
21日，在广州南沙港，3600台哪吒汽
车启动出海发运，成为中国造车新
势力中最大单批次出口。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
许海东指出，未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出
口仍然将保持较高增速，国产品牌目
前具有高竞争力，海外市场对中国新
能源汽车品牌认可度也不断提升。

“根据协会持续跟踪的情况来
看，国际市场对中国品牌的需求仍
然非常旺盛，尽管海外供应能力有
所提高，但中国品牌的出口势头发
展趋势仍然向好。”许海东说。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
崔东树也表示，伴随着中国新能源
的规模优势和市场扩张需求，中国
制造新能源产品品牌越来越多地走
出国门，在海外的认可度持续提升，
服务网络不断完善，新能源出口市
场向好，前景可期。

提档升级应对发展瓶颈
在产业前景普遍乐观的同时，

产业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分
化的趋势。

陈士华提到，目前部分新势力
车企还面临着较大的盈利压力，未
来如果新势力销量不能保持高速增
长势头，将很难实现盈利。

“传统车企向电动化转型的步

伐不断加速，不少企业成立新的电
动品牌，在向新势力企业学习经营
理念和模式的同时，其品牌、技术和
研发等方面仍然具备较强竞争力。”
陈士华强调，“从未来新能源汽车的
竞争格局来看，新势力企业的盈利
能力仍然需要关注。”

东莞证券也在研报中提到，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多个环节价格继续
下行，行业竞争呈加剧趋势，高成本
同质化产能逐步面临出清，降本提
效为产业发展趋势。

许海东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
市场未来还将持续做大，各个企业
如果能跟上节奏，都将取得一定的
市场份额。

另一方面，不少专家也提到新
能源汽车产业还需应对基础设施建
设等问题。

作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我国充换电基础设施发展迅
猛，但还存在部分问题。根据中国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发
布的数据，截止到 3月，全国充电基
础设施累计数量为 584.2万台，同比
增加 87.9%。其中公共充电基础设
施 195.8万台，随车配建私人充电设
施 388.4万台，私人充电桩数量显著
高于公共充电桩。

西南交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主
任张祖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与充电桩数量之
间尚不均衡，原因包括缺失顶层设
计，资源配置错位、市场资源供给受
阻，行业标准尚未统一等。

“目前已有充电设施在部分场景
下成为了阻碍电动汽车发展的重要
因素。”张祖涛说，“建议从国家层面
全方位制订充电设施发展指引细则，
从‘重建轻管’向‘建管并重’转变。
同时，理顺资源配置模式，鼓励优势
互补。此外，希望由部委牵头，尽快
联合主流企业制定统一行业标准，包
括开发统一的充电设施APP等。”

出口强劲 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

□杨露雅

4月 7日，笔者走进汉中航空智慧新
城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建设项目现场。
高大的部装厂房气势恢宏，工人们正忙
着对厂房的屋面网架进行焊接。未来，
一架架飞机将在这里“诞生”。

“汉中航空智慧新城高新技术产业
孵化园主要建设飞机组装维修车间，配
套停机坪、机棚等保障设施，预计2023年
底建成投用。”孵化园建设项目负责人李
泰山说。

近年来，汉中市坚持把航空装备制
造作为首位产业，按照“做大主机、做强
园区、做优配套”的思路，建成了以汉中
航空经开区为代表的重要承载园区，形
成了集飞机研发、整机制造、零部件配
套、试飞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

2022年，汉中航空制造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近200户，总产值388.3亿元，占全
市装备制造业总产值的71%、工业总产值
的20%。同时，汉中还培育了省级专精特
新企业 15户、国家“小巨人”企业 2户、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10户。

陕西正骏金果有限公司位于智造机
加（浙商）产业园一期项目A区，是一家从
事汽车、拖拉机零部件生产加工的企
业。“该企业是去年 5月入驻我们产业园
区的，投产后，年产值达到 5000万元，今
年有望突破1亿元，带动就业500余人。”4
月7日，智造机加（浙商）产业园一期项目
负责人李晓全说。

智造机加（浙商）产业园一期的建设
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减少企业在
厂房、配套设施和后勤服务方面的投
入。同时，实现汽车零部件生产的智能
化、自动化、科技化，将为新能源汽车建
立专业生产线，打造专业从事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生产、研发的综合型科技企业，
提高制造业产业集聚效应。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汉中工业三大支柱产业之
一，2022年实现总产值 546亿元，年均增速 11%以
上，制造业、高新技术制造业分别完成投资 17.1%、
7.8%，高于全省10.5个百分点、14.5个百分点。

近年来，汉中市积极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初步
形成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集群，成为全省三大传感
器制造基地之一。

2023年，汉中市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文化旅游等产业，全力推进17条重点产业链延链补
链强链，不断完善“3552”现代产业体系，谋划实施省
级重点建设项目 57个、总投资 659.13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 201.1亿元，目前开工率达到 73.7%，投资完
成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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