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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9月23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努拉·迪
萨纳亚克，祝贺他就任斯里兰
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斯里
兰卡是传统友好邻邦。中斯
建交 67 年来，两国始终相互
理解、相互支持，树立了不同
大小国家间友好相处、互利合

作的典范。我高度重视中斯
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
努力，赓续传统友谊，增进政
治互信，推动中斯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结出更多硕
果，推动中斯真诚互助、世代
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
稳致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
福祉。

习近平致电祝贺迪萨纳亚克
就任斯里兰卡总统

据新华社电 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开展大规模江河湖
库治理、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
保护。十年来，全国共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 62 万平方公里。
这是记者 23 日从国际泥沙研
究培训中心成立四十周年泥沙
与土壤侵蚀国际研讨会上了解
到的。

水利部副部长、国际泥沙
研究培训中心理事会主席李良
生说，中国是世界上泥沙问题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
我国开展了大规模江河湖库治
理、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保护，
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
持工作的意见》，水土流失面积
持续下降，水土保持率持续提
升，河湖生态持续改善。

为应对世界性泥沙难题、
促进世界各国在泥沙和土壤
侵蚀领域的知识共享和科技
合作，由中国泥沙专家倡议，
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22 届
大会通过，中国政府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1984 年在北京建
立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
40年来，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
心引领泥沙领域科技进步，促
进泥沙领域学术交流合作，提

升全球学术影响，发挥了国际
泥沙研究合作的重要桥梁与
纽带作用。

李良生表示，随着全球气
候变化影响加剧，人类活动的
增加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极
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许多国
家在江河治理、防洪减灾、水资
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
方面仍然面临着泥沙和土壤侵
蚀问题的严峻挑战。同时，我
国江河生态格局也发生了新的
变化，例如河道冲淤转换、河床
与河势演变、江湖关系变化、河
口三角洲造陆减缓与蚀退等问
题，给江河湖库防洪安全、生态
安全带来新的课题和挑战。

“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
作为世界泥沙领域的领军单
位，将进一步按照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和中国政府的要求，瞄
准世界科技前沿，瞄准河湖保
护、流域水土保持和生态文明
建设，瞄准清洁美丽世界建设，
勇于创新，发挥好在国际泥沙
领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类
中心的引领作用，继续支撑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水文计
划第九阶段战略计划目标的实
现。”李良生说。

十年来全国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62万平方公里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3日从
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国家
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

《重症医学专业医疗质量控制
指标（2024 年版）》，旨在进一
步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规范临
床诊疗行为，提升医疗服务同
质化水平。

据介绍，本次修订的指标
主要包括：一是增加了部分反
映重症资源配置结构的指标，
如医师床位比、护士床位比，
加强对重症医学资源变化情
况的监测。二是将近年来行
业高度关注的、影响患者预后
功能的关键技术，如俯卧位通
气、镇静镇痛等纳入。三是对
部分原有指标的定义、计算公
式、意义根据既往使用情况和
行业发展进行了更新，并充分
考虑指标相关信息的可获得
性，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应用。
后续，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根据

工作需要和行业发展，不断健
全和优化重症医学专业质控
指标体系。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利
用质控指标开展自我管理，不
断提升医疗质量管理的科学
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各级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质控组织
要结合辖区内实际情况，加强
对辖区内医疗机构的培训和指
导，规范指标应用。

质控指标体系是医疗质量
管理与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加强科学化、精细化医疗
质量管理，促进医疗质量持续
改进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
我国发布《重症医学专业医疗
质量控制指标（2015 年版）》，
对提升重症医学专业医疗质量
管理水平，保障医疗安全起到
了重要作用。

我国发布2024年版重症
医学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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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
2024 年 1 至 8 月，我国制造业
企业数量呈现稳健增长态势。
东部地区产业集中度及产业链
成熟度优势明显，制造业企业
总量占比最高。中部地区承东
启西、沟通南北区位优势独特，
制造业企业数量增幅最大。我
国制造业企业的规模和质量逐
步提升，国家政策促进经济结
构优化升级的效果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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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600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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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新两新””政策效果不断显现政策效果不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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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全年将实现预计全年将实现200200万辆万辆
低排放标准乘用车退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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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支持重点领域技术
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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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废旧产品设备
回收网络回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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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支持政策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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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相近，人文相通，中国与东盟
国家双边贸易一路上扬。

如今，品种丰富、价格亲民的东南
亚榴莲，在国内就能吃到，“小电驴”、蜜
雪冰城全面“登陆”东南亚市场。中国
连续15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
盟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24 日，第 21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将在广西南宁开幕。作为促进中国与
东盟贸易投资的重要平台，5天时间里，
超 3000 家企业将在一系列活动中“携
手”继续做大双方经贸“蛋糕”。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与东
盟国家双边贸易从 2004 年的 8763.8亿
元增至2023年的6.41万亿元，年均增长
11%，较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快 3 个
百分点，占中国外贸总值比重由2004年
的9.2%提升至2023年的15.4%。

今年前 8个月，东盟继续为中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同
比增长 10%，快于中国外贸整体增速 4

个百分点，占中国外贸整体的比重稳定
在15%以上。

“中国与东盟共同致力于区域经济
一体化发展。”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
长吕大良说。

除了“量”的增加，还有“质”的提升。
2023 年，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锂电

池、太阳能电池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
品均高速增长；今年前8个月，在电子信
息、汽车制造、纺织服装等领域合作带
动下，中国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同比增
长9.6%，较同期中国中间品进出口增速
高4.1个百分点。

互利共赢是经贸合作的本质。亮
眼的“成绩单”有哪些“助推手”？

——民营企业成为“主力军”。
文化相似、消费习惯相似、拥有6亿

人口……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需减
弱的背景下，这些特征使得东盟国家成
为中国企业“出海”的必争地。

拼多多集团旗下的跨境业务平台

Temu 先后向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国
“进军”，广西北海市宽利水产公司将冻
熟毛蚶肉、冻熟鱿鱼肉等海产品销往马
来西亚……民营企业纷纷加大对东盟
市场的布局力度。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中国民
营企业对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13.3%，占
同期中国对东盟进出口总值的62.2%，占
比较去年同期上升1.8个百分点。

——农食产品成为“香饽饽”。
位于广西崇左凭祥市的友谊关口

岸，一辆辆装满各类水果的货车由此驶
入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
许多来自东盟国家的榴莲、火龙果、菠
萝蜜、山竹等热带水果由此进入中国市
场，而中国产的菜心、芥蓝、葡萄、芒果
等果蔬也从这里销往东盟国家。

农食产品的生意越做越旺。
2023 年东盟为中国农产品第二大

进口来源地。今年前 8个月，中国进口
东盟农产品 1613.4 亿元，其中干鲜瓜

果、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0.6%、2.7%；中
国对东盟出口农产品1034.3亿元，其中
蔬菜、苹果、葡萄出口分别增长 17.2%、
23.8%和26.1%。

——便利通关成为“加分项”。
通关效率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贸易

成本。为了助力东盟产品加速来到中
国消费市场，近年来，农产品快速通关

“绿色通道”、北部湾港“水果快线”、节
假日预约通关服务、建设进境水果指定
监管场地等创新举措陆续“上线”。

比如通过昆明海关施行的“运抵直
通”通关模式，满载越南中药材、老挝木
炭、泰国水果等产品的货车最快只需15
分钟就能完成从入境到驶离云南河口
口岸海关监管场所，运往国内市场。

展望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秉持合
作共赢精神，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
丽、友好的共同家园，向着更为紧密的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

（据新华社）

20年“超”速增长！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8月27日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吉祥乡互胜村拍摄的星空
下的稻田。

丰收时节，黑龙江省各地稻菽飘香，金黄遍野。夜幕
降临，“北大仓”更显静谧丰腴，一幅丰收画卷在星光下徐
徐展开。 新华社发

9月23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成片盛放的栾树花
呈现出斑斓色彩（无人机照片）。

时下，秋色斑斓，构成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秋日画卷。
新华社发

9月23日，在哈尔滨市阿城区，一列火车从丰收的稻田
旁经过（无人机照片）。

时下，秋色斑斓，构成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秋日画卷。
新华社发

8月27日在黑龙江省富锦市长安镇靖安村拍摄的星空
下的稻田。

丰收时节，黑龙江省各地稻菽飘香，金黄遍野。夜幕
降临，“北大仓”更显静谧丰腴，一幅丰收画卷在星光下徐
徐展开。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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