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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作为锡宜一体化发展
战略的龙头项目，“大拈花湾” 项目
备受各界关注。 昨日，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李小敏专程赴宜兴市周铁
镇，实地了解项目推进情况。 李小敏
强调，“大拈花湾” 项目事关无锡发
展大局， 相关地区和部门要充分认
识项目建设的重大意义， 高度统一
思想， 加快沟通对接， 加紧各项准
备， 努力把项目打造成为太湖生态
保护“新引擎”、无锡文化旅游“升
级版”、锡宜一体发展“桥头堡”。

近年来， 我市积极推进锡宜一
体化，在加快推进锡宜交通基础设
施重大项目“互联互通”的同时，科
学谋划锡宜一体化空间布局。 作为
锡宜产业协同发展的龙头，“大拈
花湾” 项目总投资 200 亿元， 以心
灵产品、健康产业为核心，与文化、
旅游、教育、养老多产业集聚、多业
态叠加，着力构建“美丽太湖湾区”
的生态工程、锡宜一体化实施的先
导工程、太湖治理和转型发展的示
范工程、大灵山旅游经济产业的辐
射工程、拉动就业和精准扶贫的惠
民工程。 项目自今年 4 月份签约以
来， 目前各项前期工作正全面推

进。 当天下午，李小敏来到周铁镇
太湖大堤、地块现场，详细了解竺
山圩退圩还湖等相关情况，叮嘱要
从实际出发，自觉主动做好退圩还
湖工作，为进一步做好太湖生态保
护作出积极贡献。

随后，李小敏召开座谈会，听取
宜兴市、滨湖区、市水利局以及灵
山集团等相关负责人就项目前期
准备的情况汇报，对做好下阶段相
关工作提出要求。 李小敏指出，推
进锡宜一体化，不仅要加快交通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更要推进产
业的协同发展，而“大拈花湾”项目
就是锡宜产业协同发展的象征
性、标志性项目。推进“大拈花湾”
项目，一要着眼于加强生态保护，
打造太湖生态保护的“新引擎”。
把退圩还湖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文明思想的积极作为、具体行
动，作为深化太湖治理保护的重要
之举、务实之策，创新思路和举措，
主动退、自觉退，以此促进和带动
整个太湖流域生态保护，为深化太
湖治理提供现实路径。 二要着眼于
增进百姓福祉，打造无锡文化旅游

的“升级版”。 在现有灵山拈花湾的
容量和品牌基础上，放大优质资源
效应， 打造高品质文旅融合产品，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文
旅产品的需求，提升城市知名度、
美誉度。 三要着眼于锡宜协同发
展， 打造锡宜一体发展的“桥头
堡”。 推进锡宜产业相合相融，不
仅仅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
业的协同发展，还要加快包括文化
旅游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协同发
展。 要加快项目进展、打造精品工
程，在满足人民群众良好生态环境
和优质文化旅游产品需求的同时，
推进宜兴乡村振兴，实现无锡大市
共同发展。

李小敏表示，“大拈花湾” 项目
投资规模大、 辐射带动能力强、社
会关注度高，需要相关地区、部门
和单位齐心协力、共同推进。 要抓
紧做好项目整体规划、 沟通对接、
土地整理、 审批报批等各项工作，
为项目顺利开工打下良好基础。 要
高起点设计、高标准建设、高质量
完成，打造国内一流的文化旅游产
品， 进一步擦亮无锡文化旅游品
牌。 （高美梅）

李小敏调研“大拈花湾”项目，要求把项目打造成———

太湖生态保护“新引擎”
无锡文化旅游“升级版”
锡宜一体发展“桥头堡”

随着中国各地 2018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陆续公布，31
省区市常住人口数据全部揭晓。 截
至去年末，广东、山东两省常住人口
数量领先全国， 双双突破一亿大
关。

记者昨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数
据库查询得知，2018 年末，广东常住
人口达 1.1346 亿人，位居全国首位；
山东以 1.0047 亿常住人口紧随其
后；拥有 9605 万常住人口的河南位
居第三。 值得一提的是，2006 年以
来，广东已连续 13 年成为中国常住
人口最多的省份。

梳理各地数据可以看出， 经济
发达省份常住人口相对较多。 在
2018 年中国各地 GDP 总量前十强
中，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

川、湖北、湖南、河北 9 省均同时位
列常住人口前十名， 仅福建常住人
口数量落至榜单中段。

总体来看，2018 年末，31 省区市
中有 27 地常住人口数量较上年末
增加， 北京和东北三省常住人口则
出现负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
末，北京常住人口 2154 万人，较上
年末减少 17 万人； 辽宁常住人口
4359 万人， 比 2017 年末减少 10 万
人； 黑龙江常住人口 3773 万人，比
2017 年末减少 16 万人；吉林常住人
口 2704 万人， 比 2017 年末减少 13
万人。

尽管北京与东北地区常住人
口均出现负增长， 但此间专家指
出，二者趋势相似，原因却不尽相

同。
就北京而言， 高生活成本使许

多人不再“北漂”。 普华永道中国战
略咨询部合伙人金军称， 从全世界
范围来看， 城市越大各方面成本越
高， 优质资源聚集也推高了生活要
素价格，“北京的高成本是无法改变
的”。 此外，叠加北京疏解非首都功
能、调控人口数量等政策因素，近年
来常住人口增势减缓。

在东北三省， 除人口自然增长
率偏低以外， 近年来当地经济发展
受阻、就业等机会减少从而造成人
口流出加速，亦是一大原因。 专家
认为， 东北地区应加快转型脚步，
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从而创造出留得住人的发展
环境。 (中新)

盘点各地常住人口：
广东连续13年居首 北京和东三省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