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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增速加快，八
成行业实现增长

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1247.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 3.7%。一季度，蔬菜产量
1209.5万吨，同比增长2.1%；水果产
量 30.7 万吨，同比增长 3%；茶叶产
量550.9吨，同比增长3.8%；猪牛羊
禽肉产量 80.9 万吨，同比增长 3%。
主要农产品中，水稻、大豆价格小幅
下降，玉米价格明显下降，生猪价格
继续低位运行，牛羊、禽蛋价格普遍
下降，蔬菜、水果价格涨跌互现，淡
水养殖蟹价格相对居高。

工业生产增速加快，八成行业
实现增长。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较去年
同期、全年分别加快4.0个、1.9个百
分点。列统的40个大类行业中，35
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长，行业
增长面达87.5%。十大重点行业，除
医药行业外，其余9个行业增加值均
实现增长，合计拉动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6.4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电
气机械、汽车、化工、电力热力等行
业实现两位数较快增长。企业利润
实现增长，1-2月，规上工业实现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6.4%，实现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19.4%，由去年同期下降
25.8%转为增长。列统的40个行业
大类中，28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增
长面70%；29个行业利润较去年同
期增速回升或降幅收窄，回升面
72.5%。

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
17248.8 亿元，同比增长5.3%，增速
比2023年全年加快0.2个百分点；服
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55.6%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47.2%，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2.9
个百分点。1-2月，全省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4%，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
与2023年全年持平。列统的10个
行业门类中，7个行业实现正增长；
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3个行业实现两位数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
稳增长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同比增长4.9%，增速比1-2月
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
资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全省制造业
投资同比增长14.4%，比1-2月提高
1.2个百分点，增速继续加快。制造
业内部31个行业大类实现增长的有
19个行业，增长面为61.3%。其中，
制造业投资占比排名前 10 的行业
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28.7%）、通用设备制造业（30.1%）、
金属制品业（29.8%）、汽车制造业
（23.7%）对全省制造业投资增长贡
献较强，合计上拉全省制造业投资
增速8.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10亿元以上项目投
资贡献提升，对全省大项目投资增
长支撑明显。一季度，全省10亿元
以上项目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
9.9%，增速比1-2月提高0.1个百分
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2.9 个百分
点，对全部投资增长贡献率达到
60.0%，贡献率较上月提高3.2 个百
分点。分行业看，10亿元以上项目
投资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增长22.5%，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增长 40.6%、教育业增长
32.1%、制造业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增
长22.6%。

文旅活动丰富多彩，餐
饮消费保持较快增长

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12408.6亿元，同比增长6%，较1-
2月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较上年四
季度当季提升1个百分点。其中，3月
当月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38
亿元，在同期高基数下同比增长
5.8%。今年以来，江苏商务、旅游等
活动持续回暖，特别是春节假期，全省
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带动餐饮消费保
持快速增长。一季度，全省商品零售
11064.3亿元，同比增长5.1%；餐饮收
入1344.3亿元，同比增长13.6%。

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一季
度，全省限额以上金银珠宝类、体育
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
长12.5%、29.8%；智能手机、智能家
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分别增
长 11.4%、14.1%；汽车类零售额增
长 7.5% ，其 中 新 能 源 汽 车 增 长
47%。随着“消费促进年”第三届

“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
开展，一季度，全省限额以上家用电
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
长6.9%，较1-2月、上年全年分别提
升7.8个、9.9个百分点，拉动全省限
额以上零售额增长0.4个百分点。

按卖家所在地分，一季度，全省
实现网上零售额 2945.4 亿元，同比
增长12.3%，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 2505 亿元，同比增长 9.9%，较
上年全年提升3.4个百分点，对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拉动近2个百
分点。

同比增6.2%，江苏一季度经济“开门红”
4月22日，江苏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联合发布2023年

一季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今年以来，全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先立后破，加快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经济运行延续了回升向好态势，实
现了良好开局。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一季度，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1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比去年同期、全年分别加快1.5
个、0.4个百分点，呈现出生产供给增势良好、市场需求平稳增长、发展质效
稳步提升、产业结构加快优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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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燃气收费疑云，查比说更有力量
针对“燃气舆情”，查一查比说一说更有力量。与其赌咒

发誓，说上一大通也不能让人信服，何如由权威部门展开调
查，把所有问题枝蔓摊开在大地上

近来，“燃气费”三字在互联网
的炽热程度已经超越了燃气本身。

此前，众多重庆市民反映燃气
“换表快跑”的话题引发关注，重庆
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燃气公司查清
原委，确认重庆燃气集团等燃气企
业存在多计多收燃气费等问题，将
责成燃气企业进行全额退款，重庆
燃气集团上级机构也免去车德臣重
庆燃气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职务。

随后，四川多地市民反映出现
“换表快跑”问题。“问政四川”平台
上，部分留言获得官方回复称“留言
已转交给相关机构进行处理”。有部
门强调称，燃气公司初装的燃气表均
经过国家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强制检
定。亦有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认为，可
能是因缴费方式变化，造成客户错觉。

此外，在四川重庆之外，亦有一
些地方的市民作类似反映，并强烈

希望搞清楚其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
题。对此，有燃气公司回应，气费增
加，和人工抄表误差以及旧表零部
件老化等因素有关。

在群众为气费怪异上涨感到不
可思议的时候，确实需要听到有关
方面的解释。但给出解释，和给出
真相，还不是一回事。

此时观察重庆燃气事件，就再
清楚不过了。在调查组进驻之前，
相关燃气公司也频频发声，特别是
煞有介事地给出四大理由：一是旧
表老化了，计量不准确，导致换用新
表后出现了“用气量剧增”的错觉；
二是旧表数据晚传了两个月；三是

重庆市发改委调高了气价；四是部
分用户家的气管及接头处有轻微渗
漏。但这四大理由无一站得住脚，
沦为笑料。

这一事实说明，针对“燃气舆
情”，查一查比说一说更有力量。与
其赌咒发誓，说上一大通也不能让
人信服，何如由权威部门展开调查，
把所有问题枝蔓摊开在大地上？

群众并非对燃气公司有何成
见，燃气入户有年，群众早已和燃气
公司建立起深度合作关系。问题在
于，燃气公司是群众投诉的对象，是

“燃气疑云”的利益关联单位，自说
自话且不自证，效果可想而知。而

假如相关公司有意搪塞、敷衍——
就如重庆相关公司所一度表现的那
样——那么，这种话语表演除了给
老百姓添堵添忧，又有何用？

在权威部门调查之后，假如有
问题就按有问题办，假如没问题也
能还你一个清白，这样一来，岂非更
简单、更合理？

值得提醒的是，“换表快跑”的
核心问题恐怕并不在“表”上。重庆
查清问题后，也表示尚未发现燃气
表计量和质量问题。这就提醒我
们，万一有关公司想整“幺蛾子”，不
太可能从“表”上入手——因为这太
容易被发现，而更可能从别的隐秘
地带发力，将问题变得复杂化，直至
超出普通人的认知能力之外。

权威部门为何有必要介入调
查？这也是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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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南川区一些小区门口或
是人行便道上，总会出现这样一幕：
每天早上 6 点至 9 点，下午 4 点至 7
点，一个个小摊贩挑着一筐筐蔬菜
准时来到这里，将新鲜的蔬菜码放
整齐，时间一到再准时收摊，这就是
重庆市南川区从去年夏天开始设置
的“潮汐摊区”。（4月22日“央视新
闻”微信公众号）

报道说，没有设立潮汐摊区之
前，这里的游摊更多，游摊挡道堵路
是常事。南川区城市管理局的一些

执法队员，几乎每天都会因为摆摊
挡路引发争吵。商贩菜难卖、钱难
赚，城管管理起来也头疼。

根据《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随意占道摆摊并不被允
许。但执行规定也不能呆板教条。
过往不少地方城管和摊贩的矛盾，
实际上都集中在占道摆摊的“随意”
上。从规制的设计上入手求解，让

“随意”变为城管和摊贩基于共识的
“有意”，双方也就都得到了“合意”，
矛盾冲突也就成了过去式

重庆南川区的做法不能算是首
创，贵在理念的正确。早在 2020 年
6月，淄博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规
划 12 个便民疏导点、早夜市分布
点，同时，在规定区域内经营将不收
取任何费用 、并且一切水电费全
免。在上海，2023 年 8 月起施行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设摊经营活动的
指导意见（试行）》指出，可合理划定
设摊区域。

纵观这些规定，在城市美学的
意义上，各地类似的“潮汐摊区”，是

城市有序治理的一帧风景。不仅摊
贩与城管和谐相处，也是城市生机
活力在日常生活中的具象表征。只
要在民生福祉的层面上，去重新审
视这些小摊小贩，并把其作为城市
治理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不再作
为纯粹的被动的受管理者，并与其
良性互动。那么，这些摊贩就不再
是堵塞街道、扰乱城市秩序的“丑”，
而成为成就城市之美的一个重要因
子。

连云港 茅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