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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等举措加快落
地，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推进，有效
投资持续扩大。根据日前发布的经济半
年报，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245391亿元，同比增长3.9%。其中，基
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4%，拉动全部投
资增长1.2个百分点。

业内专家表示，考虑到三季度政府
债券发行将明显提速，有望带动基建投
资增速边际回升，投资对于宏观经济运
行的关键性作用将进一步发挥。

据中国债券信息网 7 月 22 日消息，
重庆公布了2024年8月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计划表。计划表显示，8月重庆计划
发行335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包含90亿
元的一般债券与245亿元的专项债券。

在此之前，7月19日，浙江也公布
了8月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计划。浙江
计划在 8 月下旬发行合计规模为 361.56
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其中包含 61.56
亿元的再融资专项债券和300亿元的新
增专项债券。

此外，海南、安徽、四川等地也在
近日陆续公布了 8 月的地方债发行计
划。数据显示，截至7月22日，今年以
来各地已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合计约
达到 38562.2 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
合计发行规模超过 1.5 万亿元，约达到
15736.5 亿元，占全年限额 （39000 亿
元）的四成以上。

作为促进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今
年以来，专项债券的发行使用为投资增

长提供了资金保障。7月15日，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就2024年上半年国民经
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时表示，扩大有效
益的投资、发挥好政府投资对全社会投
资的带动效应是今年投资工作的一个关
键。有关部门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
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和中央预算资金，
合理安排发行、使用进度，推动重点领
域、重点项目建设，为推进投资领域提
质增量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

同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245391 亿元，同比增长
3.9%。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5.4%，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1.5 个百分
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1.2 个百分点。

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27.4%，航空运输
业投资增长 23.7%，铁路运输业投资增
长18.5%。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在7月19日中共中
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积极的
财政政策要更好发力见效，加快专项债
发行使用进度，确保基层‘三保’按时
足额支出，发挥好财政资金对经济增长
和结构调整的杠杆撬动作用。”

多位受访专家预计，下半年专项债
券发行或将提速。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
由于专项债券在四季度发行可能会影响
资金在年内的使用进度，6月以来各地
加快部署地方债券发行工作，三季度专

项债券发行会明显提速。
“按以往年度的惯例，地方一般在

当年10月要发完专项债券。”巨丰投顾
高级投资顾问陈宇恒表示，从目前的发
债进度来看，下半年的专项债券发行节
奏将会明显加快。陈宇恒进一步表示，
专项债券加速发行将在拉动有效投资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项目的加速开工，形
成实物工作量，也有利于提升总需求，
助力经济稳增长，从而改善企业盈利预
期。对于金融市场而言，经济复苏和企
业盈利回升的边际改善，将有助于提升
资金的风险偏好。

与此同时，近期，多地也已在部署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安徽表示，下
一步，要抢抓三季度施工关键期，推进

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同时，聚焦“两
重”建设等，持续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
目，尽快落实开工条件。新疆表示，要
在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形成更
多实物工作量的同时，补强投资增长的
后续动力。

业内专家表示，后续看，专项债发
行提速叠加超长期特别国债的陆续发
行，项目资金加速到位并形成实际工作
量，预计基建投资增速在三、四季度将
有所回升。不过，从近期的石油沥青开
工率、水泥产量等高频数据来看，新发
特别国债和已发专项债对基建实物工作
量的带动作用依然有所欠缺，基建投资
回升的幅度仍需要观察。

（本报综合报道）

专项债券发行或将提速 下半年基建发力空间足

本报讯 湖南省统计局近日发布数
据：上半年，该省建筑业企业实现产值
6543.37亿元，同比增长5.3%，高于全国平
均增速0.5个百分点。一大亮点是，装配
式建筑工程产值达到 194.78 亿元，增长
51.1%。

按产值构成分，上半年，该省建筑业
企业完成建筑工程产值5676.48亿元，增
长 5.9%，占全部建筑业产值的比重为
86.6%；完成安装工程产值553.81亿元，下
降1.0%，占比8.5%；完成其他产值313.08
亿元，增长6.3%，占比4.9%。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上半年，该省建

筑 业 企 业 完 成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业 产 值
1526.36亿元，增长10.6%，占比23.3%；完
成房屋建筑业产值 4612.20 亿元，增长
3.3%，占比 70.5%；完成建筑安装业产值
276.89亿元，增长8.0%，占比4.2%；完成建
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产值127.92亿
元，增长9.1%，占比2.0%。

其他方面，上半年该省建筑业企业共
签订合同额22792.35亿元，增长2.2%；房
屋建筑施工面积48413.27万平方米，下降
11.3%；本年新开工面积 10108.74 万平方
米，增长2.5%。

（王亮 吕涛）

上半年湖南实现建筑业产值超6000亿元

近日，日兰高铁庄兰段正式
通车，标志着日兰高铁全线贯通
运营。

日兰高铁线路全长 472 公
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此次开
通的日兰高铁庄兰段全长 48 公
里，设庄寨站、兰考南站两座车
站，均为既有车站。

郭绪雷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 2024
年第三季度“三个做优做强”重大项目现
场推进活动举行。成都全力推动 208 个
重大项目在三季度顺利开工，总投资
1227亿元。其中，100亿元以上项目1个，
为成都市域铁路公交化运营改造二期工
程，总投资 103.4 亿元；30 亿~100 亿元项
目7个，总投资258.3亿元；10亿~30亿元
项目18个，总投资296.9亿元。

成都市有关负责人表示，该批重大项
目建设启动，将持续牵引需求回升、带动
供给改善，为成都全市经济发展持续向好
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 1—6 月，成都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6.1%，拉高该省投资1.4个百
分点。具体来看，在比亚迪、京东方等重
大项目顺利入库、加快建设带动下，该市
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43.2%。在轨道交通
续建、TOD示范工程等重大项目加快建
设下，该市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6%。

从活动上了解到，成都重点项目智慧
调度平台已正式启用。该平台可通过大
数据分析建立开工经验模型，对未及时开
工的项目发出预警，从而确保项目按时甚
至是提前开工。同时，成都还通过“行
业+综合”机制，推动项目高效运行。5月

以来，成都市发改委赴119个重大项目现
场办公，印发重大项目“啄木鸟”专报 8
期，跟踪推进解决项目问题，发起“行业”
调度77次，“综合”调度13次，一批项目用
地、规划、审批问题有效解决，一批项目竣
工投产得到保障。

“用好‘组合拳’，我们推动全市拟于
第三季度开工的 21 个重点项目、58 个
5000 万元以上项目提前至 6 月底前开
工。”成都市发改委主任王锋君介绍，1—6
月，该市91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占年度
计划的60.8%，高于时序进度10.8个百分
点，127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占年度计

划的 69.6%，高于该省 5.2 个百分点。该
市“应开未开”项目同比大幅减少 75%，

“在下半年的重点项目推进过程中，将进
一步用好重点项目智慧调度平台的调度
功能，确保全市重点项目工作顺利推进。”

抓开工、促投建外，抓好项目储备同
样重要。王锋君透露，今年来，成都项目
新增入库态势持续攀升，“我们建立了
5000 万元以上新入库项目台账，推动天
府站配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等 503 个重
大项目在6月顺利入库，较上月提升23.1
个百分点，有效缓解入库项目接续不足压
力。” （蒋君芳 肖莹佩）

成都推动 208 个重大项目开工
总 投 资 超 千 亿 元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福建省水利
投资建设实现“双过半”目标，全省完
成水利投资 303.1 亿元，占年计划的
52.3%，306个国债项目全部开工，霍口
水库下闸蓄水。这是近日在福建漳州召
开的2024年福建省水利工作年中推进会
上透露的信息。

今年以来，福建水利防洪抗灾取得
阶段性胜利，成功抵御17轮暴雨洪水特
别是“6·9”特大暴雨洪灾，有效保障
防洪安全，争取到中央水利救灾资金
1.24亿元。河湖水质得到改善，主要流
域Ⅰ～Ⅲ类水质占比99%，比增1.9个百
分点，高出全国平均10.2个百分点，居
全国第2位，同比进步4个名次。

会议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加快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
展，从三个方面做了重点部署。

聚焦福建水网，加快“四大”工程
建设。加快项目前期和市县水网规划编
制，推动更多项目纳入全国水利重点领
域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加快骨干工
程推进进度，逐一组建工作专班、制定
路线图，做好对上沟通衔接；加快在建
项目建设，全力抓好质量、安全和进
度；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研究出
台具体措施；加快国债资金支付，确保
2024年12月底前使用完毕。

聚焦数字赋能，升级行业监管能
力。项目化推进水利数字化规划编制，

升级优化数字孪生防汛“千库联调”，加快
建设水库现代化雨水情监测系统、大坝安
全监测设施，开发应用易受淹地区的孪生
模块，推进4348座水文站网落地建设。

聚焦安全度汛，全力防抗水旱灾
害。关注机制的完善、流程的具体化，
确保打一仗进一步；关注重点领域排
查，抓好土坝、土堤等隐患整治；关注
平时防护，强化库堤闸专业化管护，提
升水库物业化管理能力；关注应急处
置，备足应急抢险物资，强化日常培训
演练；关注救灾资金使用，做好全过程
监管，杜绝挤占挪用。

会议提出，在安全方面，必须高度
重视工程建管、资金使用、干部廉洁。

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确保已建、
在建水利工程安全，重点抓好水库安
全；要加强各类资金监督管理，扎实推
进根治欠薪工作；要规范权力运行，确
保干部廉洁。在河湖治理方面，必须把
水质稳定提升作为河湖长制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要持续推进河湖库“清四乱”、
水葫芦整治保洁等专项行动，提档升级
河湖长制信息化平台，加密水质监测，
提高河湖管理保护水平。在数字赋能，
必须以防汛抗旱和数字孪生防汛为抓
手。加快各类数据整合，健全水利数据
汇交机制，加强分析应用，优化升级现
有数字化应用，为决策部署工作、提升
治理能力提供支撑。 （宗禾）

福建水利投资建设实现“双过半”
306 个 国 债 项 目 全 部 开 工

从河北省水利厅获悉，截至6月底，
该省 483 个增发国债水利项目已全部开
工，累计完成投资338.5亿元，投资完成额
居全国第一。为确保在建水利工程安全
度汛，该省对有度汛任务的374个在建水
利工程，全部实行清单管理。同时，将其
中重大水利工程，特别是保护重要城镇、
工矿企业、交通干线的119个工程纳入重
点监管范围。

河北省水利厅水利工程建设处副处
长牛继坤介绍，该省增发国债水利项目
涉及范围广、工程项目多、资金投入大，
抓好增发国债项目建设是今年全省水利
工作的重中之重。

着眼补短板、强弱项、惠民生，河北

水利部门持续发力。今年以来，一大批
保障流域防洪安全和供水安全的骨干水
利项目陆续启用或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在涿州市，北拒马河涿州段应急防
洪治理工程主体工程已全线贯通，具备
防洪能力。4 座涵闸均已完成闸门及启
闭机安装，并完成了土方回填，具备了启
闭功能。

涿州市水利局工程建设管理股股长
马振州介绍，北拒马河涿州段应急防洪
治理工程计划总投资超10亿元，其中国
债资金占比80%。工程将涿州市的防洪
标准由5年一遇提高至50年一遇，完工后
将系统性解决涿州市城市防洪问题，保
障主城区北部、东部的防洪安全。

作为子牙河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位于邢台市的青山水库正在有序建
设。目前，青山水库工程已完成一期围
堰的土石方填筑工作。同样受益于国债
资金，青山水库工程累计支付资金超 13
亿元，国债支付完成率占已下达国债资
金的53.5%。

邢台市水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水
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子牙河流域防
洪体系，有效控制白马河流域洪水，降低
蓄滞洪区启用概率，保护下游南水北调
总干渠、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等重要基
础设施的安全。

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
干。据了解，该省水利厅专门成立工作

专班，针对在建项目实行台账管理，集中
力量、集中资源，强化项目建设质量和工
程安全，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为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该省水利
厅还安排6个工作组定期深入一线，在全
面检查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工程进度、
资金支付等重点工作基础上，做好基层
帮扶指导，解决瓶颈问题和难点工作，全
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

“水利是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点领域。”牛继坤
表示，下一步，该省继续严把国债项目施
工安全关、工程质量关和资金廉洁关，确
保把项目建成民心工程、优质工程、廉洁
工程。

严 把 施 工 安 全 关 、工 程 质 量 关 和 资 金 廉 洁 关

河北省483个增发国债水利项目全部开工
□苑立立 任树春

近日，中建二局江苏苏州东山住宅项目开展“夏送清凉”活动，为施工一线
300余名建筑工人送去清凉慰问及健康培训。

由中建二局承建的苏州东山住宅项目总建筑面积12.88万平方米，由33栋
叠墅及6套辅助用房构成，预计2025年6月30日交付使用。

通讯员 曲明杰 摄影报道

日前，由中铁十四局参建的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通过
竣工验收。该项目投用后日总处理污水量（一期与二期）可达45万吨，成为天津
市处理能力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对改善当地水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通讯员 武新才 摄影报道

近日，由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施工的西工大北研院项目主体结构封
顶。

西工大北研院项目由西北工业大学投资兴建，工程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国家
网络安全产业园，是中央在京重点建设项目。据北京城建集团西工大北研院项
目负责人张学生介绍，西工大北研院项目工程总建筑面积44072.13平方米，地下
两层，地上八层，主要建筑用于工业研发用房、车库、人防等。地上由4栋建筑组
成，采用连廊将地上 4 栋建筑相连，地上地下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建筑檐高
22.8～36米。 通讯员 刘时新 曹馨月 李安修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