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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竹士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林剑23日宣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4日出席

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

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丁薛祥今天出席东博会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2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柬埔寨国会主席昆索达莉举行会谈。

赵乐际说，中柬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肝胆相照的好伙伴。

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进入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中方愿同柬方一道，落

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充实“钻石六边”合作架

构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地区和平稳定、

繁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赵乐际同柬埔寨国会主席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23日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4

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人民政协重大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和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

有机结合，继续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

好、把人民政协政治优势发挥好。

王沪宁主持全国政协务虚会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赵文君）据全国组织机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统计，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突

破600万家。这是记者23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的。

据统计，截至2024年8月31日，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达到

603万家，与2023年底相比增长5.53%，其中与战略性新兴产业

有关的企业51.53万家，占制造业企业总量的8.55%，与2023年

底相比增长6.35%。

其中，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387.2万家，占我国制造业

企业总量的64.21%。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五省制造

业企业合计339.05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56.22%。

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113.39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

总量的18.8%。2024年1至8月，中部地区新增制造业企业6.97

万家，与2023年底相比增长6.55%，与其他地区相比增幅最大。

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75.59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总

量的12.54%。2024年1至8月，西部地区新增制造业企业3.76

万家，与2023年底相比增长5.23%。

东北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26.83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总

量的4.45%。2024年1至8月，东北地区新增制造业企业0.99万

家，与2023年底相比增长3.87%。

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破   万家

（上接第一版）探月工程始终秉持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合作

共赢的原则，“嫦娥”既是中国的、又属于全人类，为国际科

技合作提供了广阔舞台，为全球深空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

国力量。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

交流合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技

成果更好造福人类。

习近平强调，探索太空永无止境。希望航天战线同志们再

接再厉、乘势而上，精心开展月球样品科学研究，接续实施好

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

用全面发展，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

“九天揽月 · 探月工程二十年”成果展览。

李干杰、李书磊、张又侠、张国清、吴政隆出席上述活

动。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作为我国航天史上迄今技术水平最高的月球探

测任务，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星探测奠定坚实基础。

再接再厉乘势而上
加快建设航天强国

本报讯（记者张晓鸣）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今年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期限自9月29日至10月

8日，为期10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逾3400万人次；长三

角铁路客流最高峰预计将出现在10月1日，预计当天发送旅客

达到380万人次左右，有望创下单日客发量新高。

为此，长三角铁路部门进一步挖掘运输潜力，充分运用线

路、车辆资源，及时根据客流需求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精准实行

“一日一图”，通过优化售票组织，加大服务保障力度等措施，最大

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为缓解直通热门方向运力紧张情况，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

图定33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安排加开上海虹桥至郑州东、西

安北、洛阳龙门、南阳东、南昌西、娄底南、厦门、南平、青岛北，杭

州东至郑州东、福州、厦门、长沙南、南昌，合肥至北京西等热门方

向直通旅客列车44对。针对管内客流占比较大的实际，长三角

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47对管内高峰线的基础上，向客流集中的

上海、南京、杭州、合肥与周边城市间加开管内旅客列车152.5对，

并将视客流情况，适时采取动车组重联、加挂车辆、普速列车卧代

座等措施进一步增加运力，满足旅客出行需要。

长三角铁路部门将根据铁路12306客票预售、候补购票大

数据和客流规律，兼顾长途和中短途旅客出行需求，动态调整票

额分配策略，及时将票额投放至客流需求较大的车站，最大限度

保障旅客出行需求；通过铁路12306候补购票、在线自主选铺、

购票信息预填、起售订阅通知等功能，加大信息服务力度，为旅

客提供更好的购票体验。

长三角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期间
预计发送旅客逾    万人次

（上接第一版）要把握定位，突出导向。突出

公益性导向，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入驻平台提

供服务。突出专业化导向，提升金融机构“读

数、用数”效率。突出融合化导向，做强平台

“政策集成”功能，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优

质的“一站式”服务。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统一综合执法系

统管理暂行办法》并指出，建设全市统一综

合执法系统，是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的关键一招，也是深化我市行政执法数

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经过3年努力，系统

已全面建成投用。要梳理固化有效经验，共

同把统一综合执法系统建设好、维护好、管

理好、应用好，提升行政执法工作水平。要

持续扩大系统覆盖范围，推进更多部门和企

业接入系统，打通壁垒阻碍，实现执法数据

“应归尽归”。要持续推进系统动态优化，对

照上位法规的变动等情况动态调整，广泛听

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持续改进，确保系统好

用，基层爱用。要持续提升系统运行效能，

深化科技赋能，做好执法数据分析，更好释

放系统功能潜力，为改进监管执法提供可靠

支撑。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高质量推进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

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的“顶梁柱”。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屡创佳绩，为推

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

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时代新征程，

国有企业牢记“国之大者”，在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上阔步前进，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

心竞争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撑起国民经济脊梁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发展工业成

为重要任务。造出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第一台

“东方红”拖拉机，大庆油田甩掉中国“贫油”

帽子，鞍钢研发出“争气钢”……一批“共和国

长子”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创造

了一系列“新中国第一”，拉开了我国工业化

进程的时代大幕。

改革开放浪潮奔涌，国有企业在艰难中

探索，努力做好与市场经济融合这篇“大文

章”。一批面向市场竞争、以质量效益为导向

的现代企业“破茧而出”。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资国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

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牢把握高

质量发展主题，推动企业改革发展发生了全

局性、转折性重大变化。

75年长歌奋进，国有企业发展脚步铿

锵，取得不凡成绩。

1952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28.2亿元，固定资产原值149亿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

业资产总额从2012年的71.4万亿元增长到

2023年的317.1万亿元，利润总额从2012年

的2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4.5万亿元，规模

实力和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75年风雨兼程，国有企业“姓党为民”的

政治本色更加彰显。

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累计上缴税费超

过20万亿元，上交国有资本收益1.5万亿元，

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资本1.2万亿元；坚决助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累计投入和引进帮扶资

金超过千亿元。

在抢险救灾中打头阵，在科研攻关中当

先锋，在经营发展中创佳绩……一次次大战

大考中，国有企业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全力

以赴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千方百计保证

市场供应稳定，关键时刻彰显了“大国重器”

的责任担当。

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长

足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企业日益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

体。作为其中的骨干中坚力量，国资国企把科

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技产出量质齐升。

集中优势资源，着力攻克“卡脖子”难

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技术难题和国际

封锁，广大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接续奋斗，

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一

批追赶世界水平的首创成果振奋人心。

近年来，国资央企聚焦工业母机、工业软

件等重要领域，组织百万科研人员投身攻关

一线，有力维护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在量子

信息、深空深地深海等领域建设97个原创技

术策源地，实施“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等11个

专项行动，在可控核聚变等前沿领域不断实

现突破。

破除机制藩篱，打通创新“血脉”——

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不断完善出资人政

策，科技创新考核对工业和科研企业实现全覆

盖；“十三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4.5%，过去两年研发投入均超过万亿元。

推动深度融合，让科技与产业“双向奔

赴”——

实施数字化转型行动和“AI+”专项行

动，启动央企产业焕新行动和未来产业启航

行动……近年来，国资央企采取一系列举措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

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纵深推进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国

企改革的不断深化。

进入新时代，国资国企坚持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涉深水区、啃硬骨头，

全面落实国企改革“1+N”文件体系，接力实施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令人振奋。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

公司制改制全面完成，剥离企业办社会

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收官，三项制

度改革全面破冰突围，国资监管专业化、体系

化、法治化、高效化优势切实发挥，一批发展

方式新、公司治理新、经营机制新的现代新国

企加速涌现。

布局结构优化调整深入推进——

央企层面累计完成28组50家企业重组

整合，新组建和接收央企15家；大力推动传

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2023年

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首破10万亿元。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互促进、协同发

展——

截至目前，中央企业对外参股投资各类企

业超过1.3万户；央企直接带动的供应链上下

游200多万户企业中，96%是民营中小企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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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纳入全

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全局，进行了系统部署，明

确了新征程上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位、前

行的节奏和工作的重点。

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国资国企正全

力以赴落实好各项关键任务，以更高站位、更

大力度把改革向纵深推进，更好地履行新责

任新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记者 王希 任军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新中国成立  周年国资国企发展成就综述

勇扛大国“顶梁柱”使命担当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我

国的重大政策部署。今年3月，国务院发布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

动方案》；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

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

加力支持“两新”取得哪些进展？如何推

动政策取得更好效果？国家发展改革委23

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详

解“两新”政策新成效新举措。

“两新”政策效果不断显现

若干措施提出，统筹安排3000亿元左右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介绍，近

两个月，加力支持“两新”的配套细则全面出

台，国债资金全面下达，支持政策全面启动。

截至目前，各部门支持“两新”的加力措施已

经全部启动，各地也配套出台了一系列细化

落实举措。

赵辰昕表示，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两

新”工作逐步取得明显成效，并还在不断显现。

设备更新政策持续推进，有效调动了经

营主体更新生产、用能、电梯等各类设备的积

极性。前8个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16.8%，对 全 部 投 资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到

64.2%，比前7个月提高3.5个百分点，说明加

力政策实施后，8月份的拉动效果更加明显。

各地以旧换新政策陆续落地，带动重点

消费品销售明显上涨。8月份全国乘用车零

售量为190.5万辆，环比增长10.8%。家用电

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由降转升，8月份同

比增长3.4%。从平台和卖场情况看，近期家

电以旧换新消费快速增长。

预计全年将实现   万辆低
排放标准乘用车退出

实施标准提升行动是“两新”的重要方

面。赵辰昕说，目前，今明两年拟制定、修订

的294项国家标准已全部立项，其中70项已

完成制定修订，已向社会发布，涉及能耗能

效、污染物排放、安全生产、电动汽车、家用电

器、家居用品、民用无人机等多个领域。

提高能效水平是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重要

方向。赵辰昕介绍，在政策带动下，8月份新

能源汽车零售达到 102.7万辆，环比增长

17%，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连续两个月突破

50%。预计全年将实现200万辆低排放标准

乘用车退出。

大力支持重点领域技术改造
和设备更新项目

资金保障是加力推进“两新”工作的关键

环节。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赵长胜介

绍，财政部及时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和设备

更新贷款贴息资金。同时，财政部配合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建立了定期调度机制，密

切跟踪政策实施进展，明确资金使用“负面清

单”，要求相关资金不得用于平衡预算、偿还

政府债务或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三保”支出

等，并通过线上监控、线下核查等具体举措，

防止资金挤占、挪用。

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司长彭立峰表

示，中国人民银行将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进一步加大对银行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指

导督促力度，通过加快贷款项目的土地、规

划、环保、安全等证照办理进度，将更多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涉农主体的项目纳入备选清

单，加大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支持力度等措

施，用好用足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大

力支持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

进一步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
收网络

在废旧物资回收方面，赵辰昕介绍，针对

回收渠道不够完善等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

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推进垃圾分类网点与废旧

物资回收网点“两网融合”，提高可回收物分

类准确率。截至目前，全国建成回收网点约

15万个，各类大型分拣中心约1800个，有效

解决了过去回收网点不够、不完善的问题。

他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

有关方面，加快构建覆盖各领域、各环节的废

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持续畅通资源回收利用

链条，推动实现“去旧更容易，换新更便捷”。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有新进展

“两新”支持政策全面启动

作为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的生物老

师，卫钢强精心设计课堂教学。为了帮助学

生对课上的内容能感兴趣、听得懂、学得会、

记得住，他对每一节课的重点和难点都会编

排成通俗易懂的顺口溜，以幽默的方式开展

课堂教学。在同学们眼中，卫老师就像父亲

一样慈祥和蔼，他们在欢乐的课堂里总是能

轻松学到知识。

在青稞地里做实验学收割

卫钢强开设《风吹麦浪溢清香，田间地

头收割忙》实践活动课，把生物学和劳动教

育课堂搬进青稞地里。他带领学生采收青

稞，经过脱粒、去壳，放入氯化钠溶液。通过

水沉法观察辨别青稞的成熟度。一号、二号

烧杯中，前期采样的青稞种子漂浮在水面。

三号烧杯中，现场采收的青稞种子完全沉入

水底，由此可见这批种子已完全成熟，可以

收割。同时，他和学生讨论农民如何通过经

验作出判断，比如变成金黄色、用手捏青稞

饱满变硬，秸秆变脆、叶片变黄等。

做完实验，四组学生在有经验的合作社

社员指导下进行收割、捆扎、摆放等一系列

流水操作。卫钢强告诉学生，70多年前，青

稞产量很低，一年忙到头也打不出多少粮

食，而到了今天，西藏青稞良种覆盖率已达

90%以上，平均亩产超380公斤。课后，同学

们纷纷表示，农业生产不易，更加热爱这片

赖以生存的土地。

探索因地制宜的教学模式

高原的风物与上海不同。卫钢强说，珠

颈斑鸠是上海常见的野生鸟类，而在日喀则

生活的典型同类物种是一种山斑鸠，仅脖子

上的羽毛不同。

自然环境不同，教学学情也不同。卫钢

强带教当地年轻教师，和徒弟一起分析学

情，根据当地学生的情况，探索出一套因地

制宜的教学模式。徒弟的教学水平提升很

大，获得了日喀则市级教学技能大赛二等

奖。卫钢强讲课幽默，比如讲到人体膈肌和

肋间肌的收缩和舒张是导致吸气还是呼气

的问题，他把肺比作钱包，收缩有个收字，收

钱了，钱包就鼓起来了，联想到肺也鼓起来

了。通过这种联想，学生很容易就记住了膈

肌和肋间肌的收缩导致吸气的知识点。

除了校本课程教学，卫钢强还是日喀则

市教育局规范教研活动负责人。为了提升教

研活动质量，他与当地教师充分开展各类教

研交流活动，听课评课，分享教学经验及成

果，为西藏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作出贡献。

编顺口溜拎重点，欢乐课堂轻松学

卫钢强，中共党员，徐汇区田林第三
小学自然教师，一级教师；援藏任日喀则
市上海实验学校生物教师、党办主任，日
喀则市生物学专职教研员，市教育局挂
职干部。

人物小传

 卫钢强在上生物课。

（受访者供图）

排列5第24257期公告
中奖号码：00863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4257期公告
中奖号码：008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超级大乐透第24111期公告
中奖号码：

03+09+19+27+30 07+11

一等奖 15 6071953元

一等奖（追加） 8 4857562元

二等奖 249 32920元

二等奖（追加） 72 26336元

三等奖 381 10000元

四等奖 1252 3000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966755237.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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