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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24日，我市召开全
市经济运行基层座谈会，全面复盘
前八个月经济运行情况，“一月一
晒”各基层板块成绩单，推动各级在
比学赶超中知不足、找差距、补短
板、求突破。市委书记杜小刚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
会议和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要
求，保持踔厉奋发、昂扬向上的精气
神，勇挑大梁、勇扛重责，敢为善为、
善作善成，努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
速度”，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势
头，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担
当。市领导蒋敏、张立军、周文栋在
主会场参加会议。市领导许峰、吴
建元在分会场参会。

会上，市发展改革委通报今年
前八个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市统
计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市商务局汇报相关领
域情况，21个乡镇（街道）和开发区
作交流发言，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进行补充发言。

杜小刚认真听取，不时与大家
互动交流。他说，今年以来，面对严
峻复杂的宏观形势，全市上下深入
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知重负重、承压前行，特别是进入三

季度，我市经济运行基本延续了二
季度以来的回升向好态势，8月情
况又好于7月。三季度是为四季度
争优势、为全年度定胜势的关键
期。全市上下要更为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
安全，高质量完成各项既定目标任
务，全力以赴保持住经济回升向好
态势。

杜小刚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始
终保持奋勇争先的状态，紧扣目标
开展固优补短，锚定全年主要目标
任务，加强指标监测预警和走势研
判，系统梳理当前存在的短板弱项，
对标找差、争先进位，把任务细化到
每周每日，把措施落实到每个企业，
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全
力争取最好结果；紧盯时效加快项
目建设，把握用好国家政策机遇，聚
焦“落地、开工、生产、达产”四个维
度，依据项目实施进展进行分类分
级管理，推动已开工项目形成更多
实物工作量、未开工项目早开工早
投入早见效，并谋划储备一批轨道
交通、社会民生、新基建等领域项
目，助力城市功能完善和能级提
升；紧贴实际研发政策措施，把准
工作一线、市场主体实际困难，进
一步开拓思路、创新举措，拿出更

多“一企一策”“一业一策”“一平台
一策”的个性化措施，全力以赴帮
助基层找路子、想办法、解难题，促
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紧系需求优化对企服务，落实好全
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议部
署要求，充分释放“退、免、减、缓、
降”等各项政策叠加效应，积极组
织开展线上线下供需对接活动，深
入开展重点企业挂钩服务活动，千
方百计帮助市场主体稳预期、提信
心、增活力。

杜小刚最后强调，当前要坚持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严格
落实“防在前、早发现、快处置”要
求，坚持每天调度，守好各自的门，
守住不发生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
线；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深
化自建房、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整
治，坚决防范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
和有较大社会影响事故；把屁股端
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保障好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解决好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推进“精网微格”工
程，健全“金字塔型”网状责任体系，
加大风险防范化解力度，确保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高美梅、惠晓婧）

杜小刚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基层座谈会

保持踔厉奋发昂扬向上精气神
努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国家卫健委老龄司司长王海东
近日表示，2035年左右，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
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
化阶段。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
口规模和比重、老年抚养比和社会
抚养比将相继达到峰值。

庞大的“银发一族”蕴含着巨大
消费潜力，但如何满足老年人多元
消费需求，营造让老年人放心、省心
的消费环境，还需要多下功夫。

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编
写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及指标体
系研究》报告，按2010年的价格计
算：

预计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消费
总量约为12万亿元至15.5万亿元人
民币，与全国GDP的比率将提高至
8.3%至10.8%；

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消费总
量约为40万亿元至69万亿元，与全
国 GDP 的比率将提高至 12.2%至
20.7%。

诱人的市场前景也招来了一些

“浑水摸鱼”者。当前涉老诈骗多
发，不法分子以低价游、会员费、理
财产品等形式，诱导老年人“汇款”

“消费”甚至“投资”的现象屡见不
鲜。

据公安部数据，截至今年6月
底，公安机关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中已成功破获侵害老年
人权益案件7880余起，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17510余名，打掉违法犯
罪团伙1040余个，为人民群众挽回
经济损失84亿余元。

近年来，深耕老年市场的企业
越来越多，产品也不断推陈出新。
市面上的无障碍服装、智能洗浴设
备、中老年护理用品等日益多元，着
眼于满足老年人营养保健、医疗护
理、旅游出行等需求的各类体验店、
老年商场层出不穷。不少电商也纷
纷推出大号字体、语音导购的“长辈
模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
员、报告主编王莉莉认为，中国老
龄产业目前缺乏专项规划、统计

指标、标准和规范，产业结构尚不
健全，产业链条尚未形成，产品与
服务仍显单一，金融支持体系较
弱以及有效需求仍然不足等，这
都是影响和制约我国老龄产业发
展的因素。针对这些问题，官方
已经在采取行动。去年 11 月出
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相
关部门要制定老年用品和服务目
录、质量标准，推进养老服务认证
工作。

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息中
心调研员温华均认为，通过打造“全
国老龄消费统一大市场”，推进老龄
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促进健康中
国和健康老龄化战略实施，降低国
家和个人医药费支出，有望在三年
内显著降低国家医保费支出。同
时，使老年人放心参与全生活链消
费，有望3年内推动全国老龄消费市
场规模达到30万亿元以上，5年内
达到50万亿元，同时争取带动5000
万人实现就业。 （中新）

百万亿级大市场蕴含多元潜力

激活“银发消费”现在还需要什么

提升航空研发
产业链优势

“两机”产业
龙头企业发力

本报讯 继9月21日中航试金
石检测科技（无锡）有限公司高新
材料及其结构性能评价设计研发
中心项目开工奠基，9月 25日上
午，总投资10亿元的隆达股份航空
级高温合金研发制造基地开工，航
空级高温合金返回料再生利用公
司江苏隆翔特材科技有限公司正
式揭牌，锡山区聚焦无锡“465”现
代产业体系和“四新四强”产业集
群，重大项目建设再掀高潮，今年
1-8月，55个市级重大产业项目完
成投资125.5亿元，投资目标完成
率81%，列全市第一。

今年无锡首家科创板上市企
业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航空级高温合金材料
研发和制造的企业，短短7年时间
即突破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用
高温合金材料的多项技术难关，实
现高温合金材料科研和制造产业
化规模，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承
担两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多项国
家重大项目，为全球动力供应核心
基础材料。隆达股份航空级高温
合金研发制造基地项目占地208
亩，分两期进行。一期项目总投资
10亿元，预计2024年全面达产后
可实现年产万吨航空级高温合金
的生产能力。二期立足高温特材
技术研发及其高端装备的应用，积
极探索高温合金、新型高温特材领
域，引领和延伸拓宽高温合金产业
链，加大高温合金新品种开发、关
键工艺技术攻关，拓展技术链、产
品链、产业链等基础研究，打造一
支高素质、高水平、国际化的科技
人才队伍，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科技创新基地，实现高温特材制造
及研发位居全球前列。

当日揭牌的江苏隆翔特材科
技有限公司致力建设国际一流的
航空级高温合金返回料再生利用，
专注于航空级高温合金、钛合金等
特材返回料的回收、分选、处理加
工、杂质去除、重熔等。项目建成
后，将实现航空和燃气轮机产业的
金属回收料在行业内循环利用，提
高无锡对航空研发制造的综合竞
争力。 （陶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