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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特大城市 GDP：成都居首，8城过万亿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梳理，
中国 10 个特大城市中，有 8
个城市 2020 年 GDP 突破了万
亿元大关，位居第一的成都是
最低的沈阳的 2.7 倍。
　　数据显示，2020 年，10
个特大城市中有 8个城市的
GDP 突破万亿，比上一年增加
两个。其中，成都、杭州和武
汉位居前三，均超过 1.5 万亿
元。
　　成都以 17716.7 亿元的经
济总量位居特大城市第一位。
成都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成
都已成为“最适宜新经济发展
的城市”之一。创新活力持续
迸发，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

6000 家，高新技术产业营业
收入突破万亿元。
　　电子信息产业是成都重点
发展的支柱产业。成都市经
信局发布消息称，2020 年成
都全市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达
到 10065.7 亿元，同比增长
19.8%，其中规模以上电子信
息产品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 30.7%。
　　与此同时，2020 年成都
的外贸进出口十分亮眼。数
据显示，2020 年实现进出口
总额 7154.2 亿元，同比增
长 22.4%。其中，出口总额
4106.8 亿元，增长 23.7%；
进口总额 3047.4 亿元，增

长 20.7%。加工贸易持续增
长，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进
出口总额 5031.6 亿元，增长
25.8%。
　　此外，2020 年成都高
新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总
额 5491.7 亿元，再创历史新
高，在全国综合保税区中连续
33 个月排名第一，逆势增长
26.8%，占全市的 76.8%，占
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68%。
　　在对外交通方面，目前，
成都国际航线规模稳居全国第
四、中西部第一。双流国际机
场旅客吞吐量4074.2万人次，
居全国机场第二；起降架次量
和总客运航班数均居全球机场

第八。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
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第
一财经记者分析，西南地区人
口众多，劳动力充足，同时成
都的营商环境好，有力支撑了
电子信息等产业发展。
　　成都之后，杭州以 16106
亿元的经济总量超越武汉，位
居特大城市第二位。与成都、
武汉和南京这三个大区中心城
市相比，杭州在城市基础、资
源要素集聚方面确实存在不小
的差距，改革开放初期，杭州
的城区人口规模也要小很多。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杭州的
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进

入新世纪后，杭州的信息经济
在全国独领风骚，发展成为我
国的“电商之都”。
　　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武汉，
GDP 在特大城市中退居第三。
今年的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作为封控时间最长、重启
时间最晚、疫情影响最大的城
市，在去年一季度地区生产总
值断崖式下跌的情况下，搏杀
二季度，冲刺三季度，决战四
季度，全年好于预期，经济总
量位居全国城市前十，达到
15616.1亿元，同比下降4.7%，
稳住了经济基本盘。

西藏各地举行庆祝西藏百万农奴解放 62周年活动
　　3月 28 日是西藏百万农
奴解放纪念日，连日来，西藏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活动，庆祝西藏百万农奴解
放 62 周年。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
旗升起的地方。这两天，在昌
都市芒康县纳西民族乡，伴随
着悠扬的弦子，大家跳起传统
的锅庄舞，歌颂美好生活。近

年来，当地大力发展葡萄、苹
果等经济林木种植，截至目前
规模化葡萄种植面积超 3000
亩，葡萄产业每年创造经济价
值近亿元，种植户每年增收 2
万元以上。2020 年农民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超 1.5 万元。
　　昌都市芒康县纳西民族乡
村民 泽仁旺堆：我们家来说
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

话就吃好的、穿好的，每天都
是开开心心。
　　日喀则市群众艺术馆馆长 
桑布：开展“翻身农奴把歌唱，
永远跟着共产党”群众性文艺
演出，主要目的是把西藏的新
的生活、好政策、新的大成就，
通过文艺表演方式来展示给广
大人民群众。
　　62 年前，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西藏掀起了波澜壮
阔的民主改革，摧毁了政教合
一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第
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62 年来，西藏经济社会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区生产
总值从 1959 年的 1.74 亿元增
长至 2020 年的 1900 多亿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位居全国前列。

　　今天的西藏，铁路、航空、
公路四通八达，水、电、互联
网进村入户；包虫病等地方病
得到历史性消除和防治，生活
在海拔 4800 米以上的藏北群
众，通过极高海拔地区生态搬
迁，走出“生命禁区”，西藏
人均预期寿命由 35.5 岁增加
到 71.1 岁。

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

　　国务委员、国家减灾委主
任王勇近日在云南调研森林草
原防灭火、防汛抗旱和防震减
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防灾减
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
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两
个坚持、三个转变”要求，全

面提升灾害防治能力，最大限
度降低灾害损失，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24 日至 27 日，王勇在昆
明市、昭通市先后到省森林消
防总队、南方航空护林总站和
森警支队了解队伍装备建设情
况，深入林区实地督导防灭火
工作，到受旱较重村镇现场察
看旱情，在乌东德、白鹤滩水

电站指导水利工程建设及安全
生产，到基层地震台站和鲁甸
震区调研防震减灾工作。他充
分肯定了云南防灾减灾工作成
效，指出当前正值森林草原春
防关键期，旱涝、地震等灾害
形势复杂严峻，要进一步提高
站位、压实责任、加大投入，
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应急准备，
全力防范各类灾害事故发生。

　　王勇强调，要毫不松懈抓
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坚持力量
下沉、关口前移，实行网格化
管理和立体化监控全覆盖，严
密巡查管护，严控野外用火，
靠前部署应急力量，第一时间
科学高效处置火情，坚决遏制
重特大火灾和人员伤亡，保障
生态安全。要密切监视旱情发
展，加强水源统筹调度，充分

发挥重大水利工程和科技抗旱
作用，确保旱区特别是脱贫地
区生产生活用水，提前部署防
汛备汛，防范旱涝急转。要立
足防大震救大灾，提高预报预
警、安全避险和应急救援能力，
切实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大局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