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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综合消息 7月25日，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
究中心举办“2023县域经济创新发展论坛”，会上发
布了《2023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在今年的百强
县中，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三省表现突出，分别
占23席、16席和13席。
  今年赛迪百强县设置评价“双门槛”，即GDP≥600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亿元，从经济实力、增长
潜力、富裕程度、绿色水平4个一级指标，以及8个二级
指标、27个三级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山东今年共有13个县（市）入围，分别是：龙口市、
胶州市、滕州市、荣成市、寿光市、邹城市、诸城市、招远
市、平度市、莱西市、邹平市、广饶县、青州市。其中，龙
口市是唯一进入榜单前十的县（市）。

  与去年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相比，山东保持入围13
席数量不变，广饶县、青州市作为新增县（市）上
榜，而莱州市、肥城市跌出百强。
  就山东入围的13县（市）来说，各个地区根据资源
禀赋、环境容量、产业基础、人口分布、市场状况以及历
史传承等特点，发挥其优势，打造差异化发展。
  以诸城市、寿光市为代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县域
发展模式来说，特色产业、农业是发展路径。寿光蔬
菜产业集群被确定为全国首批5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之一，农业总产值达242亿元、五年增长34.8%、占全
市1/5左右，在农业强省、农业强市建设大局中，践
行了“从一粒种子到一盘好菜”的全链条路径。
  对于今年新入围的广饶县、青州市而言，非遗传

承是探寻经济发展新密码。青州市文化底蕴深厚，近
年来，着眼于推动旅游业的转型升级，青州市文化和
旅游局将非遗项目融入景区，让游客近距离感知当地
民俗文化，增加文化和旅游消费的内容。同时培育一
批非遗特色专业乡镇、专业村庄，打造非遗助力乡村
振兴的齐鲁样板。
  此外，研究显示，2023中国县域经济百强中进入
“GDP千亿俱乐部”的县域达到54个，完成GDP8.6万
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7.1%。其中，昆山市位列第
一，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000亿元。相比去年，新增伊
金霍洛旗、瓦房店市、东台市、高邮市、仙桃市、沛
县、闽侯县、邹城市、仪征市、寿光市，其中7个县
（市）地区生产总值名义增速高于6%。

赛迪顾问发布《2023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

山东占13席 我市寿光诸城青州上榜

  走出象牙塔，开展暑期实践，是大学生锻炼
个人本领、主动融入社会的难得机会。我们常
说，要学以致用，学在课堂，用在哪？用在田间
地头，用在基层一线。在广阔天地间施展才华，
探寻成就人生梦想的道路。

  在实践中，才能长见识、练本领。社会与学
校，一线之隔，却有天壤之别。许多毕业生初入
社会，碰到棘手问题还习惯用学生思维去解决，
难免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时间久了，不仅
于自身成长无益，还会滋生各种心理问题。于
是，在学校期间，利用寒暑假参加社会实践，提
前积累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人生天地间，长
路有险夷。”成长没有捷径，必须要经历风雨甚
至狂风骤雨的洗礼，才能让自己一点点强大起
来。温室里长不出坚韧的果实，去做行动者而非
清谈客，在摸爬滚打中体验做“社会人”，在层
层历练中提升自己的能力。

  在实践中，才能启心智、保定力。实践出真
知，但实践更重要的在于启迪心灵。社会是复杂
多变的，在人生百态中，慢慢完善自我认知，加
强道德修养。同时，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反应
釜”，在压力环境下，大学生如何学会保持乐观
心态，稳定自我情绪，不仅关乎自身健康，也关
乎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处境。遇到坎坷失败，面对
冷眼质疑，要勇于重整旗鼓，以平常心看待得
失，才能守好本心、守住初心。

  很多高校的暑期实践都是面向乡村开展的，
参加实践活动的学生也有很大比例来自乡村，曾
经他们奋发图强考上大学，只是为了离开乡村去
往城市，其实他们对乡村和城市了解都不够深。而
暑期实践，给了这些学生深入了解乡土中国的另
一种契机。因为了解，才能理解；因为理解，才能热
爱。离开乡村、回望乡村、重返乡村，循着这条路
径，无数年轻人在毕业后选择回到乡村，成为乡村
振兴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不经事不知事艰，不历事不晓事难。期待更
多的高校学子加入到暑期实践的队伍中，立青春
之志、踏实践之行，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正值暑假，高校暑期社会实践正如火如
荼地展开。记者从华东理工大学获悉，该校信
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实践团队在这个暑假，走
进田间地头，以科技力量，助力乡村振兴。高
校学子们自主搭建“梦乡”线上平台，让农户
“随时学”“随地学”成为可能；深入大型农业
企业一线，开展现场调研，找准农业种植技术
真正“症结”。      （据澎湃新闻）

暑期进乡村
学在天地间

□本报评论员 薛静

  7月26日，在位于潍坊市的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在车间流水线上忙碌。近年来，
山东省潍坊市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打造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推动蔬菜种质创新实验室落户，鼓励农
机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多措并举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发

山东潍坊：积极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改
造城镇老旧小区4.26万个、惠及居民742万户，按
小区数计开工率80.4%。
　　2023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3万个、涉及居民865万户。分省份看，贵州、
河北、湖北、江苏、江西、湖南、山东、重
庆、浙江、辽宁、内蒙古等11个省份开工率超
过95%。
　　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2020年至2022
年，全国累计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4.8万个，

惠及居民2577万户，完成投资约6000亿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
门近日印发了《关于扎实推进2023年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的通知》，部署各地扎实推进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计划实施，扎实抓好“楼道革命”
“环境革命”“管理革命”等3个重点。靠前谋划
2024年改造计划，按照“实施一批、谋划一批、
储备一批”原则，尽快自下而上研究确定2024年
改造计划，于2023年启动居民意愿征询、项目立
项审批、改造资金筹措等前期工作，鼓励具备条
件的项目提前至2023年开工实施。

上半年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4.26万个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
运行调节局负责人关鹏26日表示，今年以来，国
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组织修订了电力需求
侧管理办法，已完成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加快
推动印发。
　　关鹏是在当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关鹏介绍，电力需求侧管理是指加强全社会用
电管理，通过综合采取合理可行的技术、经济和管
理措施，实现“削峰填谷”，缓解用电高峰供应压力，
是国际通用的应对尖峰负荷最经济的手段。
　　“多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推动电力需

求侧管理相关工作，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电力需求
侧管理政策体系，对推动节能降碳和绿色发展，
确保电力安全有序供应发挥了积极作用。”关
鹏说。
　　关鹏表示，下一步，将加大需求侧资源开发
利用力度，完善需求响应激励政策和市场机制，
持续推动全社会节约用电。“我们鼓励各类经营
主体积极参与市场化需求响应，通过自主降低用
电负荷来获取相应收益。预计到2025年，各省需
求响应能力达到最大用电负荷的3%至5%；其中年
度最大用电负荷峰谷差率超过40%的省份，需求
响应能力将超过5%。”他说。

国家发改委将加快推动印发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