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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湖南省对外实际投资额 16.7亿美元 同比增长 12.1%
　　记者 21 日从湖南省“走
出去”企业境外双稳工作总结
暨境外商协会对接交流会上获
悉，2021 年，湖南省对外实
际投资额 16.7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2.1%；对外承包工程完
成营业额 27.6 亿美元，同比
增长 22.5%。
　　中铁城建集团承建的柬埔
寨国防部办公大楼东翼部分竣
工移交；中建五局承建的阿尔

及利亚舍尔沙勒绕城高速公路
提前竣工；水电八局在马来西
亚承建凯德隆燃气循环电站；
湖南路桥承接格鲁吉亚 E60 高
速公路F2项目……过去一年，
海外疫情形势仍然严峻，湖南
“走出去”企业迎难而上，佳
音频传。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副厅长宁艳芳介绍，2021年，
湖南建筑业总产值再次突破万

亿元大关，达 13280.14 亿元
人民币，“建筑湘军”深入国
际市场、探索业务转型、提升
国际业务份额，面对疫情展现
了强大韧性与活力。
　　“纵观后疫情时代的对外
承包工程市场，数字化、信息
化技术赋能的基础设施建设发
展潜力巨大。”宁艳芳说，企
业要充分发挥湖南建筑业在装
配式建造、BIM 技术应用、轨

道交通、水电火电、工程机械、
绿色环保和建筑垃圾利用等方
面的优势，加强建筑全产业链
的信息互联互通和高效协同，
打通一条条绿色发展大动脉，
推动中国装备、技术、标准和
服务“走出去”。
　　孟加拉国拉杰沙希地表水
处理厂等重大项目相继落地，
老挝“两园一路”、尼日利亚
湖南工业园等项目稳步推进，

湖南“走出去”工作结构进一
步优化，效益不断增强。
　　湖南省商务厅厅长沈裕谋
希望广大“走出去”企业家主
动服务新发展格局，用好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塑
造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
势，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积极研究对接《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国际
经贸规则，拓展国际市场。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0年
　　贵州省两会上，官方提出
了 2022 年贵州省高质量发展
主要目标。与以往相较，除制
造业增加值、数字经济、绿色
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主
要经济目标外，“劳动年龄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0 年”也
跻身高质量主要目标之一。
　　近年来，经济欠发达的贵
州极为重视教育发展，早在
2013 年起贵州就压缩行政经
费 5% 用于实施教育“9+3”计

划，实行免费中职教育，并启
动普及 15 年教育，走出了一
条“穷省办大教育”的贵州之
路。
　　2021 年，贵州印发《贵
州省整体提升教育水平攻坚行
动计划 (2021—2030 年 )》，
提出以提升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主攻目标，以提高高等教育普
及水平为主抓手，以加强基础
教育办学力度为主支撑，从而
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纵览 2022 年贵州省政府
工作报告，出现30次的“教育”
成为高频词之一。首次在高质
量发展目标中体现的“劳动年
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年”
成为代表热议的重点。
　　“这是促进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应有之举。”贵州省人大
代表、六盘水市教育局局长黄
初俊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表
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是反映中国国民素质和人

力资源开发水平的综合指标。
贵州省 15 周岁以上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目前低于全国水
平，亟需整体提升。
　　黄初俊告诉中新网记者，
贵州通过实施学前教育普及普
惠发展提升工程、巩固义务教
育成果提升工程、普通高中教
育发展提升工程、现代职业教
育扩容提质工程、高等教育突
破发展提升工程、师资队伍建
设保障提升工程、职业技能学

历双提升工程的七大工程，大
力推动贵州全省各级各类教育
抓重点、破难题、补短板、强
弱项、提质量，完善教育发展
体系，全力推进教育高质量发
展。
　　据介绍，六盘水市出台了
《六盘水市整体提升教育水
平攻坚行动方案 (2021—2030
年 )》，结合教育工作实际，
通过多项务实有效举措，助力
提升人均受教育年限。

山东继续走深海洋强省路 打造海洋高质量发展要地
　　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七次会议 1月 23 日在济
南开幕，省长周乃翔在作政府
工作报告时提到，2022 年，
山东地区生产总值预期目标为
增长 5.5% 以上。其中，坚定
不移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是该省
“十二个着力”重点任务之一，
将开展新一轮海洋强省建设行

动，打造海洋高质量发展战略
要地。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
口，是山东用好港口资源，做
好海洋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乃翔说，2022 年，山东将
建成青岛港董家口港区大唐码
头二期工程、日照港岚山港区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推进自

动化码头、智慧管理平台等智
慧港口项目建设，深化 5G、
北斗、物联网等港口场景应用；
打造青岛港国际枢纽海港，加
快建设东北亚国际集装箱运输
枢纽和全球重要的能源原材料
中转分拨基地。
　　在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上，山东将大力发展深海油气

装备和新兴海洋装备，实施海
洋生物医药高成长性企业培育
工程；完善海水淡化与综合利
用产业链，海水淡化日产规模
突破 60 万吨；加快发展航运
代理、金融保险、船舶管理、
海事仲裁、海详旅游等临港涉
海服务业；新创建 3-5 处国家
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加快“梦

想号”大洋钻探船等国之重器
研发建设，共建国家深海基因
库。
　　做好海洋文章必须坚决筑
牢蓝色生态屏障。周乃翔表
示，山东将强化陆海污染联防
联治，深化入海排污口分类整
治，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
例保持在 90% 以上。

贵州高质量发展目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