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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决定》每日问答

新华社北京10月 13日电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优

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优质文化生活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广大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强烈、更加丰富多样。习

近平总书记在统筹谋划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工作布局时，

适 时 提 出 了 促 进 人 民 精 神 生 活 共 同 富 裕 这 一 重 大 课

题。各地各部门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加大公共文化事

业投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

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相关工作不断

取得显著进展和成效。同时，一些群众还是觉得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不够“解渴”，特别是难以接触到较高品质的

优质文化资源，这也反映出当前各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还需要进一步下移重心、下沉资源。建立优质文化

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优质文化资源的

均衡性和可及性，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使城乡居民更好

参与文化活动，培育文艺技能，享受文化生活，激发文化

热情，增强精神力量。

在理解这一要求和推动实施中，需要着力把握好以

下 4个方面。

第一，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在党的

领导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深

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硬件”和“软件”建设，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动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引导优质文化资源更多地向

基层一线下沉，向农村倾斜，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

地区倾斜，向特殊群体倾斜。推动各级各类图书馆、文化

馆、博物馆、美术馆、非遗馆等建立联动机制，加强总分馆

制建设。健全城乡文化交流常态化工作机制，大力发展农

村公益电影发行放映、“红色文艺轻骑兵”等城乡流动文化服务。

第二，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对接机制。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征集和反

馈机制，推动“群众点单”和“政府买单”更好对接，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促进

优质文化资源有效融入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和群众日常生活，打通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最后一公里”。探索开展“自下而上、以需定供”的互动式、菜单式公共文

化服务，实行集中高效的配送与运营，着力提高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鼓励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稳妥推动基层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不

断增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活力。

第三，强化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赋能。运用数字技术整合文化资源，

打通各层级公共文化数字平台，打造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库群，建设国家文化大

数据体系，建设智慧图书馆、智慧博物馆、智慧广电等数字化服务平台，积极发

展云展览、云阅读、云视听、云体验，推进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让广大人民群众

通过“云端”、“指尖”直接对接多样化、精准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

第四，推动“送文化”与“种文化”有机结合。加大对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扶

持引导力度，积极提供艺术指导、场地、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的便利，鼓励各级

各类文化单位与城乡基层“结对子、种文化”，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培育扎根基层

的群众文艺团队，建设精干高效的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加强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建设，充分发挥“群星奖”等示范作用，推动群众文艺精品创作，增强城乡基层文

化建设自我发展、自我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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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

出，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

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在 10 月 12 日举

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财政部负责人介

绍了“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明确将在

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

举措。

较大规模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事关

发展和安全，事关财政可持续发展。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2024 年以

来，经履行相关程序，财政部已经安排了

1.2万亿元债务限额支持地方化解存量隐

性债务和消化政府拖欠企业账款。为了

缓解地方政府的化债压力，除每年继续

在新增专项债限额中专门安排一定规模

的债券用于支持化解存量政府投资项目

债务外，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

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加大力

度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

“相关政策待履行法定程序后再向

社会作详尽说明。”蓝佛安说，这项即将

实施的政策，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

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这无疑是一场

政 策 及 时 雨 ，将 大 大 减 轻 地 方 化 债 压

力，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发展经济，提

振经营主体信心，巩固基层“三保”。

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
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是服务实体经

济的主力军，也是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

石 。 资 本 是 商 业 银 行 持 续 经 营 的“ 本

钱”。“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认为，有必要

通过适当方式，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进一步增加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副

部长廖岷说。

廖岷称，财政部将坚持市场化、法

治化的原则，积极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等

渠道筹集资金，稳妥有序支持国有大型

商 业 银 行 进 一 步 增 加 核 心 一 级 资 本 。

财政部已会同有关金融管理部门成立

了跨部门工作机制。目前，正在等待各

家银行提交资本补充具体方案，各项相

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政策组合拳支持推动房
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聚焦房地产领域，廖岷表示，下一

步，将坚持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

量，积极研究出台有利于房地产平稳发

展的政策措施。

一是允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

支持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券回收符合

条件的闲置存量土地，确有需要的地区

也可以用于新增的土地储备项目。“这

项政策，既可以调节土地市场的供需关

系，减少闲置土地，增强对土地供给的

调 控 能 力 ，又 有 利 于 缓 解 地 方 政 府 和

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和债务压力。”廖

岷说。

二是支持收购存量房，优化保障性

住房供给。用好专项债券来收购存量

商品房用作各地的保障性住房；继续用

好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三 是 及 时 优 化 完 善 相 关 税 收 政

策。抓紧研究明确与取消普通住宅和

非 普 通 住 宅 标 准 相 衔 接 的 增 值 税 、土

地 增 值 税 政 策 。 下 一 步 ，还 将 进 一 步

研 究 加 大 支 持 力 度 ，调 整 优 化 相 关 税

收政策。

“我们将持续加强财政政策与其他

政策的协调，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动，

加强新老政策的衔接，打好组合拳，坚

定不移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廖

岷说。

针对学生群体加大奖优
助困力度

为支持学生安心求学、成长成才，

我国已建立政府主导、学校和社会积极

参与的全方位资助体系。财政部副部

长郭婷婷介绍，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

门从奖优和助困两方面，分两步调整完

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

第一步，在 2024 年推出四方面政策

措施。

一 是 国 家 奖 学 金 奖 励 名 额 翻 倍 。

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名额，从每年 6 万

名增加到 12 万名；硕士生国家奖学金名

额，从每年 3.5 万名增加到 7 万名；博士

生国家奖学金名额，从每年 1 万名增加

到 2万名。

二是提高本专科生奖学金奖励标

准。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从

每生每年 8000 元提高到 10000 元；本专

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标准，从每生

每年 5000元提高到 6000元。

三是提高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

助标准。从 2024 年秋季学期开始，平均

资 助 标 准 从 每 生 每 年 3300 元 提 高 到

3700元。

四 是 加 大 国 家 助 学 贷 款 支 持

力 度 。

第二步，2025 年提高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奖励标准。同时，还将提高普通高

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提高中等职业

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并扩大资助

范围。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强度

中 央 政 治 局 会 议 提 出 ，保 证 必 要

的财政支出。对此，蓝佛安表示，将从

有 效 补 充 财 力 、切 实 保 障 各 项 重 点 支

出 、用 足 用 好 各 类 债 务 资 金 三 方 面 着

力，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确保重

点 支 出 应 支 尽 支 ，发 挥 好 财 政 逆 周 期

调节作用，推动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

据了解，目前，增发国债正在加快

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也在陆续下达使

用。专项债券方面，待发额度加上已发

未用的资金，后三个月各地共有 2.3万亿

元资金可安排使用。

“下一步，要研究扩大专项债券使

用范围，健全管理机制，保持政府投资

力度和节奏，合理降低融资成本，切实

推动高质量发展。”财政部副部长王东

伟说。

（新华社北京10月 12日电）

一揽子财政增量政策将推出，有哪些看点？
新华社记者 申铖 王雨萧 韩佳诺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黄玥 张嘉

幸）10 月 13 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 75

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组

织各地开展“红领巾爱祖国”主题活动。

聆听故事、开展实践……少先队员

们 在 沉 浸 式 队 课 中 学 习 历 史 、感 悟 成

就。在云南，少先队员们在普洱民族团

结誓词碑前，学习了解各族群众一心向

党、团结奋斗的故事；在四川南充市嘉

陵区之江小学，少先队员们讲述《寻汉

字之根》《爷爷的老布鞋》等生动故事，

体 会 今 天 幸 福 生 活 的 来 之 不 易 ；在 天

津，少先队员们体验年画、泥人彩塑等

制作，了解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齐唱队歌、庄严宣誓……一批新队

员 在 建 队 纪 念 日 光 荣 地 加 入 少 先 队 。

在西藏拉萨市第二小学集体入队仪式

上，480 多名新队员戴上鲜艳的红领巾，

在《少年有志》的歌声中铭记光荣时刻；

一场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在新疆某

军营举行，队员们在聆听戍边故事、观

摩日常训练中，学习致敬边防官兵扎根

边疆、忠诚戍边的奉献精神；在安徽、湖

北等地，多所学校少先队鼓号队在入队

仪式上进行了风采展示。

实地寻访、观看展演……各地少先

队员在丰富多彩的主题队日活动中重

温红色故事、感受时代发展。在江西南

昌，少先队员们乘坐“红领巾巴士”寻红

色印记、观城市变迁；在贵州，少先队员

们观看红色舞台剧，感悟党、团、队一脉

相承的红色血脉；在江苏，少先队员们

走进智慧田园，参观新农业科技成果，

感受乡村振兴的脉动；黑龙江、重庆等

地的少先队员们共绘百米画卷，描绘祖

国壮丽山河。

红领巾爱祖国
—各地开展纪念少先队建队75周年活动

高 技 术 产 业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1.6%、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11.4%……国家税务总局 13

日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

三季度，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全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绿色低碳

转型提速，在工业运行、新动能产业、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领域呈现

亮点。

工业运行总体平稳——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全 国 工 业 企 业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3.6% 。 其 中 ，装 备 制 造 业 同 比 增 长

5.3%，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仪

器仪表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发展向好，

同比分别增长 13.5%和 10.5%。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6%。

其中，高技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同

比分别增长 13.7%和 8.6%。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7%。

“两新”发展势头良好——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在 大 规 模 设 备 更 新 政 策 带 动 下 ，全 国

企 业 采 购 机 械 设 备 金 额 同 比 增 长

6.5%。 受 国 家 鼓 励 、地 方 支 持 和 企 业

让 利 等 因 素 带 动 ，电 视 机 等 家 用 视 听

设 备 零 售 、冰 箱 等 日 用 家 电 零 售 同 比

分别增长 10.2%和 6.5%；与家装相关的

家 具 零 售 、卫 生 洁 具 零 售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3.9%和 10.5%。

绿色低碳转型提速——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销售收入同比

增 长 11.4% ，其 中 9 月 份 同 比 增 长

12.7%。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技术

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2.5%、

18.7%和 6%。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交 通 运 输 物 流 业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0% 。 全 国 省 际 间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2.5%，较全国企业销售收入总体增速快

1.1 个百分点，反映省际间商品服务贸易

较为畅通。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

示，税务部门将继续不折不扣落实好已

明确的各项税费支持政策，配合相关部

门及时研究推出新的增量政策，进一步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新华社北京10月 13日电）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绿色转型提速……

从税收数据透视前三季度经济运行亮点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2024 年 1 月至 9 月北部湾

港货物吞吐量 24258.37 万吨，同比增长

5.60%；其 中 集 装 箱 部 分 656.87 万 标 准

箱，同比增长 14.25%。

图为 10 月 13 日，一艘集装箱货轮在

广西北部湾港钦州港区码头靠泊（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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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13 日电（记

者 韩佳诺 潘洁）国家统计局 13 日发

布数据，9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上涨 0.4%，涨幅比上月

回落 0.2个百分点，环比持平。

“CPI 同比涨幅略有回落，主要是

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影响。”国家

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说。

统计数据显示，9 月份，食品价格

同比上涨 3.3%，涨幅比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 0.61

个百分点。食品中，鲜菜、猪肉和鲜

果 价 格 分 别 上 涨 22.9% 、16.2% 和

6.7%，涨幅均有扩大；牛肉、羊肉、鸡

蛋 、鸡 和 奶 类 价 格 降 幅 在 1.9% 至

13.1%之间，降幅略有扩大。

9 月份，非食品价格由上月同比

上涨 0.2%转为下降 0.2%，影响 CPI 同

比下降约 0.19 个百分点。非食品中，

能源价格下降 3.5%，降幅比上月扩大

2.5 个百分点。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

品价格下降 0.2%，降幅与上月相同，

其中新能源小汽车和燃油小汽车价

格分别下降 6.9%和 6.1%，降幅均有收

窄；中药材、家用纺织品和金饰品价

格涨幅在 3.9%至 22.5%之间。服务价

格上涨 0.2%，涨幅回落 0.3 个百分点，

其中旅游价格由上月上涨 0.9%转为

下降 2.1%；飞机票和宾馆住宿价格分

别下降 14.1%和 5.6%，降幅均有扩大。

据测算，在 9月份 0.4%的 CPI同比

变动中，翘尾影响约为-0.5个百分点，

上月为-0.3个百分点；今年价格变动的

新影响约为0.9个百分点，与上月相同。

9月份我国 CPI同比上涨 0.4%

（上接第一版）

在秋冬时节聆听高亢的鹤鸣，观

赏鹤舞翩跹的景色，已融为雪域村庄

群众生活的日常。艾玛乡柳果村村

民普琼今年 38 岁，2015 年被聘为护林

员，日常负责巡护林木。每到气温转

凉之时，他总是盼着“老朋友”黑颈鹤

的归来。普琼说，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看到成群的黑颈鹤飞越林田，翱

翔天空，信步湿地，“这是村民们习以

为常又特别自豪的事”。

“这些年时常有老师来给我们培

训种植、灌溉技术，自己也在不断进

步 ，能 把 林 地 看 护 得 更 加 精 细 和 科

学。林田草地越发丰饶茂盛，过冬的

黑颈鹤也越来越多了。”普琼笑着说，

秋收时节，黑颈鹤越冬地周边的不少

农 户 ，会 刻 意 将 靠 近 湿 地 种 植 的 青

稞 、土 豆 等 农 作 物 留 下 一 部 分 在 地

里，供秋冬归来的黑颈鹤取食。每次

巡护，他也会带上一些青稞麦粒，撒

在江边的林田里，供黑颈鹤享用。

四季轮回，生活在这片净土上的

淳朴勤劳的人们，守护着黑颈鹤的家

园，也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据新华社拉萨电）

新华社北京 10月 12 日电（记者

高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2 日发布数

据显示，1 至 9 月，我国汽车产销量达

2147 万辆和 2157.1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1.9%和 2.4%，汽车产销量保持同比

稳步增长态势。

据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介绍，9

月份，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279.6万

辆和 280.9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12.2%

和 14.5%，同比分别下降 1.9%和 1.7%。

1 至 9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达 831.6 万辆和 832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31.7%和 32.5%，新能源汽车新车销

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38.6%。

“近期，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

量 加 快 增 长 ，有 效 带 动 汽 车 销 量 提

升。”陈士华表示，三季度，随着国家

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力度加强，地方置

换更新政策陆续生效，加之车企纷纷

推 出 秋 季 新 品 ，乘 用 车 市 场 逐 渐 回

暖，特别是终端零售市场持续走强，

“金九”效应继续显现。

1至 9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1.9%和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