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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超

据朝中社19日报道，朝鲜在东部水
域进行了“海啸-5-23”水下核武器系统
试验，旨在应对美日韩近日举行的海上
联合演习。朝鲜进行试验的水下核武器
系统为何物？朝鲜为什么进行该试验？
朝鲜半岛局势未来会否升级？

水下核武器系统是什么

据朝中社19日报道，朝鲜此次在东
部海域试验的是一种水下核武器系统，
名为“海啸-5-23”。报道未具体介绍该
武器系统的特点、性能和用途等细节。
但据朝中社去年3月报道，朝鲜当月曾
进行新型潜水式攻击武器系统试验，该
武器系统名为“海啸”核无人潜水攻击
艇，从名称上看这两款武器系统十分相
似。

朝中社当时报道的试验细节显示，

“海啸”核无人潜水攻击艇沿预设航线在
80米至150米深度潜航约59小时，到达
假想敌港水域目标点后进行了水下爆
破。

当时的报道还说，该潜水式核战略
攻击武器系统旨在“隐秘潜航至作战水
域，通过水下爆炸造成超强放射性海啸，
从而消灭敌方舰队，破坏主要作战港
口”。该武器系统于2012年开始研发，
已进行过数十次不同形式的最终阶段试
验，可在任何海岸和港口投入作战。

朝鲜为什么进行该试验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此次试验旨在
回应美日韩三国日前举行的联合军演。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7日宣布，韩
国、美国和日本15日至17日在济州岛
以南公海举行海上联合军演，美国“卡
尔·文森”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参与演习。

去年以来，半岛局势持续紧张，美国

频频向半岛部署战略核资产，美韩以及
美日韩持续进行联合军演。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在劳动党和最高人民会议召
开的重要会议上多次强调，朝鲜须加强
国防，特别是发展核威慑力，以应对半岛
地区紧张态势。

朝鲜国防省发言人19日就水下核
武器系统试验发表谈话说，朝鲜军队水
下核应对态势正在进一步完善。分析人
士指出，朝鲜进行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
意在推动朝鲜核打击能力多样化。

朝鲜半岛局势未来会否升级

韩国国防部19日在其官网发表文
章称，朝鲜近期的行为威胁半岛和平，韩
国对此表示严重警告，并强烈要求朝鲜
立即终止相关行为。韩国军队将在韩美
联合防卫态势下应对朝鲜的挑衅。

日本外相上川阳子19日表示，日本
绝对不能容忍朝鲜研发核导弹。日本政

府将与美韩等国合作，推进充分履行联
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要求朝鲜完全废
除核导弹计划。

今年伊始，朝鲜半岛延续了贯穿去
年全年的紧张态势。朝韩不仅继续互相
释放敌意，还在边境附近地区持续举行
演习，导致紧张态势加剧。朝鲜最高人
民会议16日发布决定，废除祖国和平统
一委员会、金刚山国际旅游局等朝韩事
务机构。金正恩近日表示，应在宪法中
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国”和“永远的主
敌”。韩国总统尹锡悦16日召开国务会
议时表示，一旦朝鲜发起挑衅，韩方将加
倍反制。

分析人士认为，从历史经验看，美
国大选年往往是半岛局势动荡年。朝
鲜采取强硬对强硬的政策，不排除半岛
局势进入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的可能
性。

（新华社首尔1月19日电）

朝鲜进行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 朝鲜半岛局势未来会否升级

据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记
者 宋晨 朱涵）19日，朱雀三号可
重复使用火箭垂直返回技术在我国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首次飞行试
验。此次试验由蓝箭航天VTVL-1
试验箭完成，验证了低空低速状态下
的火箭垂直回收能力、控制系统与发
动机调推性能的匹配性以及火箭垂
直回收的制导控制算法。

“这为朱雀三号实现2025年‘首
飞’奠定重要技术基础。”朱雀三号总
指挥戴政说。

据悉，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火箭
是我国首款不锈钢液体运载火箭，以
液氧甲烷为燃料。朱雀三号箭体直
径4.5米，一子级设计复用次数不少
于20次，具备一箭多星、平板堆叠卫
星集群发射的能力。朱雀三号贮箱
结构采用高强度不锈钢材料，发射成
本相较一次性使用火箭可降低百分
之八十至九十。据介绍，朱雀三号火
箭一级发动机在火箭回收后可不下
箭检查，加注完成即可再次飞行，能
实现真正的航班化运营。

朱雀三号火箭完成
首次大型垂直起降飞行试验

新华社北京 1 月 19 日电 （记
者 董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9日表
示，截至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公开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弗朗西斯日
前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重申联大
工作将以联大第2758号决议为指
引，遵循一个中国原则。连日来，东
盟、阿盟、非盟、上合组织也以不同方
式重申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
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
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毛宁表
示，截至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公开重申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

“除了此前提到的国家和组织以
外，又有马来西亚、也门、阿尔及利
亚、苏丹、南苏丹、尼日利亚、科特迪
瓦、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赞比亚、加
纳、贝宁、毛里塔尼亚、多哥、塞舌尔、
加蓬、马拉维、佛得角、格鲁吉亚、克
罗地亚、塞浦路斯、波黑、北马其顿、
萨摩亚、瑙鲁、墨西哥、厄瓜多尔、乌
拉圭、巴拿马、多米尼加、哥斯达黎
加、格林纳达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国
家和组织以各种方式公开表明立
场。我们对这些国家和组织表示高
度赞赏。”毛宁说。

外交部：已有10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月19日下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十六号
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3名航天员从太空返回80
天后首次正式公开亮相。 新华社发

神十六航天员乘组太空归来后首次公开亮相

奉节 探索政企联动新路子 激发民营经济新活力

去年8月，奉节县举行
第二届民营企业家节启动
仪式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论坛，吸引了上百名民营
企业家参加。近年来，百
度、京东、罗普特、禾丰食
品、万大眼镜等一大批民营
企业接连落户奉节，民营经
济已成为奉节县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主力军。

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
季度，全县GDP增速5.2%，
其中，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总量的71.5%、税收收
入同期增长 24.05%；截至
2023年底，奉节县民营市场
主体 9.1 万户，民营企业数
量占比 98.5%，民营市场主
体占比99.5%。

“民企发展状况直接影
响奉节的县域经济发展水
平，民营经济强则奉节强，
民营企业好则奉节好。”奉
节县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奉节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探索政企联动新路子，
建立“快帮快办”服务企业
机制，搭建起政府服务企业
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桥梁，蹄疾步稳实现民营
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搭建连心桥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当“群主”

去年2月，重庆潮汐眼镜有限公司
企业负责人在奉节县“重点企业服务微
信群”里发信息反映“传统融资方式额度
不高，与企业新的发展需求不匹配。”奉
节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看见后主动领办，
对接专业担保机构，促成“奉节担贷”等
贷款产品落地。去年4月，奉节县与重
庆市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约合
作，截至目前，累计为 72 家企业放贷
1.71亿元，有效解决了一批企业的融资
难题。

这是奉节县助力民营企业发展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奉节县创新推行“快帮
快办”服务机制，构建起“微信＋走访＋
热线”联络网，变管理为服务、变被动为
主动，推动政企沟通便捷高效、纾困解难
精准务实、营商环境更优更好，以改革的
力度和服务的温度，换取民营企业的满
意度。

“企业服务微信群对问题的回应速
度快、办事效率高，拉近了政企沟通距
离，让企业感受到政府助企发展的真诚
真心。”奉节县民营经济促进中心相关负
责人说。

奉节县利用微信覆盖面广、使用便
捷等优势，创新建立以县委、县政府主要
领导为群主的“重点企业服务微信群”，

邀请纳税大户、“专精特新”等企业负责
人入群，36名县领导化身“在线店小二”，
实现企业家与县领导直接沟通。去年以
来，已有45名企业家与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直接对话，反映企业难题18件
次，提出发展建议8件次。

针对民营企业涉及行业多、需求差
异大等情况，奉节县组建7个“行业群”，
探索建立“行业归口、帮办到底”服务模
式，将全县1.1万家企业归口到现代农
业、生态工业、商贸服务等7个领域，有
效实现行业归口、资源共享、多跨协同、
同台解难。

为了实现政企沟通全覆盖，奉节县
还组建33个属地企业群、392个村（社
区）服务群，覆盖全县镇街、村（社区）的
属地企业、个体工商户，实现就地解难
题、就近送服务。

“自建群以来，9.1万户市场主体分
层分类全覆盖进圈入群，高效便捷反映
企业发展所需，随时随地找得到、找得准
纾困解难‘贴心人’。”奉节县民营经济促
进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企业
服务微信群共计接报企业反映“急难愁
盼”问题586件，已化解575件。

合力破堵点
开展联席会议提升纾困解难效能

在奉节县民营经济促进中心，“您
好，民营经济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
帮您？”“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

将马上对接相关部门，并及时给您反
馈”……类似的暖心对话时常上演。

去年3月，重庆西禾新材料公司准
备购地建厂、增设镜架镜片产业板块延
长产业链。企业负责人了解到，相关审
批事项涉及9个部门、17项，一时犯了
难，于是拨打“96018”民营经济服务热
线求助。县民营经济促进中心收到后，
立即联合发改、规资、住建等部门组建专
班全力推进项目审批，完成时间较以往
缩短了一半。

近年来，奉节县不断创新服务理念，
奋力破除企业发展堵点、痛点，尽量使企
业生产经营安心省心、投资发展有恒心。

为了进一步提升行政服务效能，针
对问题重叠、职能交叉、多头牵扯的综合
事项，奉节县建立“1+7+N”联席会议机
制（即县民营经济促进中心、7个县级行
业主管部门、N个涉及单位），采取“同台
办公、分级审批、分类联办”多跨协同方
式，解决跨部门、跨领域等企业多头跑路
的问题。

去年以来，全县累计召开联席会议
12次，推动解决涉企综合事项93件，研
判化解历史遗留问题25个。

此外，奉节县还实行重点事项“领导

领办”制度。针对涉及范围广、遗留问题
多、解决难度大的重点事项，由36名县
委、县政府领导“挂帅”，实行“每月调度
进展、两月现场办公、季度专题研判”机
制，跨层级解决用地、用工、用能、融资等
影响民营企业生产发展的“大难题”。
2022年以来，县领导牵头领办影响企业
生存发展问题67件。

壮大产业链
“补链强链”助民企集群创新发展

今年1月11日，第五届中国·重庆奉
节国际橙博会开幕。奉节脐橙早已成为
重庆农业的一张金色名片，奉节全县种
植面积 37.5 万亩，预计今年产量达到
48.1万吨，综合产值超60亿元。

目前，奉节脐橙品牌价值高达182.8
亿元，位居全国橙类第一方阵。然而，现
代产业发展越来越强调产业链集群化，
如何加快推动奉节脐橙全链条高质量发
展，成为奉节经济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去年11月16日，奉节县与北京汇源
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约，项目
总投资30亿元，达产达效后可实现年产
值20亿元、年税收1亿元，提供就业岗
3000余个，助推奉节脐橙延伸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带动更多的相
关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助力民营经济“补链强链”推动产业
集群发展，类似奉节脐橙的案例越来越
多。如，引进海思、万大、目奢克、科大等
眼镜企业146家，打造100亿级眼镜产
业集群，创成重庆市眼镜产业示范基地，
形成年产成镜1.8亿副、年产值25亿元
的眼镜全产业链；加快推进禾丰食品
1000万只肉兔全产业链项目，引进香辣
汇、巴薯粉匠等知名企业，做靓乡坛子等
本土品牌，打造100亿级特色食品加工
产业集群……

此外，奉节县还深入实施工业倍增
计划，定制个性化扶持方案，引导企业走
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之
路。

未来，奉节县将继续培植民营经济
稳定发展的热土，进一步释放民营经济
活力，助力奉节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
化建设。

王琳琳 孔德虎 马菱涔
图片由奉节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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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18”民营经济服务热线

奉节县第二届民营企业家节颁奖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王悦阳

当全球制造业遭遇多重挑战，中国
制造能否经受考验？

1月19日发布的最新“榜单”给出
了回应：工业经济在波动中实现稳步恢
复，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保持
全球第一。

一头连市场、一头连工厂，一边是国
内、一边通国际，坐稳制造业规模的头把
交椅，“Made in China”的分量不言
而喻。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块钢铁、一块香
皂要靠进口。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
值世界排名第一，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
大国。即使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大国制造始终走得坚实又有力。

主打一个“稳”，“大块头”托举了大
国经济。

机器声响起来，企业就活起来，就业
就有了更多保障。产业链转起来，国内
国际循环起来，也就“呵护”起了大市场
的烟火气。

2023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6%，比2022年提升1个百
分点。钢铁、石化等传统行业复苏加快，

电子行业走出低谷，汽车生产更是实现
两位数增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
比重超过27%，不断扎稳经济发展的根
基。

突出一个“新”，大国重器、国货潮牌
提气。

刚开年，C919京沪航“飞起来”，国
产大型邮轮出海远航，操作系统、关键软
件等领域实现新突破。“新三样”出口额

首次破万亿元，造船市场份额连续14年
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努力向上，背后是
创新体系不断完善，创新动能不断孕育。

瞄准一个“精”，提升质量更给力。
曾几何时，人们对制造业有些刻板

印象。从“地条钢”到“手撕钢”，生产传
统设备到攻坚精密仪器，由“黑笨粗”转
向“高精尖”，制造业不断上演“变形记”。

今天，全球每销售3辆新车，就有一

辆“中国造”，平均每10辆电动汽车中就
有6辆车的电池来自中国。10.3万家专
精特新企业深耕产业链各环节，5095家
国家层面绿色工厂，彰显着制造业向

“绿”升级。
从小到大不易，由大到强更要加劲

儿。
从大企业到“小巨人”，一个个深耕

实业的经营主体，成千上万名科研人员、
产业工人，是中国制造的底气；完整的工
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提升的
创新能力，是中国制造的魅力。

但我们还要增添硬实力。补短板，
继续强链补链，把产业基础打得更牢，让
传统产业加快升级，增强竞争力；锻长
板，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让优势
产业做得更好、新兴产业不断壮大，厚植
发展的潜力。

2024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产
业变革，新兴市场也在不断崛起。激烈
竞争中，大国制造既要守住家底、攻关核
心技术，更要开辟新赛道、抢抓先机。

变的是环境，是赛道；不变的是实体
经济的根基。面向未来，不断提升核心
竞争力，中国制造，走起！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工业经济在波动中实现稳步恢复

连续14年规模全球第一，中国制造有实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