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2 日 拍 摄 的
镜泊湖冬捕节现场（无
人机照片）。

当日，镜泊湖第十
届冬捕节在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镜泊湖景区
启幕，游客在冬捕表演
和户外沉浸式实景演
出中体验镜泊湖冬季
特色。

    新华社发

黑龙江：镜泊湖冬捕节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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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幼保健院现将住院楼一楼西侧母
婴超市（面积 59.04 平方米）公开对外出租，
租期 2 年，出租底价为 33000 元/年。

公告时间:即日起 15 日

报名地点:市妇幼保健院机关楼一楼总
务科

联系人:艾学良
联系电话:13946586555

七台河市妇幼保健院公开招租公告

注：详见中拍平台
展示日期、地点：公告即日起在标的物

所在地展示，1 号-10 号标的展样联系人罗
先生 电话 13351149888，11 号-13 号标的
展样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 13045116592，14
号 -16 号 标 的 展 样 联 系 人 尤 先 生 电 话
13846403234。

登记手续：
一、竞买人需符合当地限购政策，在中

拍平台上完成注册登记，并上传有效身份证
明进行实名认证（个人：身份证原件 企业：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二、每个标的伍万元拍卖保证金，拍卖

保 证 金 账 号 ：24100120000000005 开 户
行：龙江银行湖滨支行 户名：七台河市金桥
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交款方、竞买方和成交
后登记所有人三者名称必须一致，否则报名
审核不予通过）

单位地址：七台河市桃山区学府街 5 号
（湖滨邮政储蓄银行东侧）

报名截止日期：2025 年 1 月 21 日 16
时止

咨询电话：0464-8368888
         13329321111

七台河市金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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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名称

桃北街 1-717826-013-000105 彩城 1-3 层商服

桃北街彩城 1-2 层住宅

桃南街 1-707948-151-00-105 光明街商服

桃南街 1-707948-151-000105 光明街商服

桃山区桃南街（1-707948-151000106）光明街商服

桃山区桃西街富山机动车修配厂综合楼 3 号楼（1-
708020-024-030102）彩虹河畔住宅

种畜场欣欣嘉园 4 号楼 3-1-2 欣欣嘉园办公房产

种畜场欣欣嘉园 4 号楼 2-1-1 欣欣嘉园办公房产

茄子河区铁山乡铁山村住宅

中心河农民公寓

吉利小区 26 号楼 1-2 层 3 号商服

吉利小区 26 号楼 1-2 层 4 号商服

东方名苑 K12 车库

桃山区山湖路 14 号水务局后院家属楼一层车库 1 号

桃山区山湖路 14 号水务局后院家属楼一层车库 3 号

桃山区山湖路 14 号水务局后院家属楼一层车库 4 号

参考建筑
面积（㎡）

144.50 

208.00 

113.10 

89.66 

89.82 

61.01 

58.94 

58.94 

202.40 

126.30 

118.12 

118.12 

40.40 

123.48

73.92

83.38

参考单价
（元/㎡）

2,777 

1,982 

2,722 

2,414 

2,414 

1,377 

1,617 

1,617 

849 

1,231 

2,464 

2,464 

3,630 

1,816 

1,853 

1,853 

拍卖参考价
（元/套）

401272

412228

307908

216449

216842

83981

95332

95332

171899

155496

291113

291113

146639

224253

136944

154480

拍卖公告
七台河市金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于 2025 年 1 月 22 日下午 14 时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以网络竞价形式公开拍卖以下标的，明细如下：

新年伊始，从中央到地方，一季度政府债券发行
安排密集对外发布；大江南北，一批重大项目在政府
债券资金支持下集中签约、加快推进……

近年来我国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25 年
政策取向还将“更加积极”。新华社记者近日深入多
地调研观察到，财政政策“组合拳”力度加大，投放更
加精准，更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有效助力新
一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更有力度，为稳增长提供更多支撑

起重机械林立，运输车辆往来穿梭，焊接声、切
割声相互交织……走进位于安徽合肥的新桥智能制
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
一派火热的忙碌景象。

项目负责人介绍，这一项目获得了 36 亿元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支持。据悉，2024 年安徽省发行
了 1303 亿元用于项目建设的新增专项债券，支持保
障 1243 个项目，有效带动项目总投资超 1.5 万亿元。

就在不久前，专项债管理机制迎来新变革。国
办印发《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
的意见》，提出了包括实行专项债券投向领域“负
面清单”管理、开展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
等举措。

“2025 年，我们将积极利用安徽省纳入专项债
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省份的政策机遇，科学谋
划储备一批新的重大项目。”安徽省财政厅相关负
责人说。

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用好“正面”
“负面”两张清单，更好发挥专项债券投资效益；

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更大力度支持“两
重”建设，近期将再下达一批项目清单，推动尽快形
成实物工作量；

加力扩围实施“两新”工作，将设备更新支持范
围扩大至电子信息、安全生产等，实施手机等数码产
品购新补贴……

元旦刚过，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相关部
门已明确多项具体举措。

在湖北省黄石市，得益于“两新”政策支持，当地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正在抓紧推进。

“在 5685 万元来自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支持
下，项目稳步实施，不仅有效扩大投资，还惠及民
生。”黄石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副局长程超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数据显示，2024 年 7000
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的项目已基本全部开工、
完成投资超过 1.2 万亿元，2025 年约 1000 亿元项目

清单也已提前下达。
“财政政策‘组合拳’将在 2025 年持续用力、更

加给力。”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
任何代欣说，安排更大规模政府债券，加大财政支出
强度，加强逆周期调节，支持扩大国内需求，将为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更多支撑。

更有精度，助力经济向“新”发展

向“新”发力，离不开财政助力。不久前召开的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2025 年，财政政策要支持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全力
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广东惠州东江实验室，一块“黑材料”引起记者
注意。用手电筒照射表面，光线仿佛被吸走般不见
踪影。“这是我们研制的核孔膜超黑材料，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东江实验室副研究员陈永辉说。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实验室建设，2020 年至
2022 年，惠州市财政累计投入建设经费 12 亿元；
2024 年至 2026 年，省市财政还将继续保持有力资
金投入。

政府投资基金是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支持
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

近期，《云南省政府投资基金支持产业高质量发
展实施方案》印发，力争 5 年内带动社会资本投资规
模不低于 1000 亿元。在深圳，龙岗区引导基金充分
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作用，共参投子基金 30 只，
子基金总规模 427 亿元，累计投资企业超 1200 家。

“我们还将设立总规模 1 亿元的科技创新种子
基金，持续加强与创投机构合作，引导撬动社会资本
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局长汪
明说。

就在本周，国办印发的《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外发布。

多位专家表示，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出台促进
政府投资基金发展的重要文件，将推动优化产业投
资类基金功能，鼓励发展创业投资类基金，发展壮大
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创新的活力，蕴藏在一个个经营主体之中，要进
一步为其减负加力。

机器人大显身手，AGV 小车穿行其中……在位
于山东威海的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自动
重卡曲轴生产线开足马力。“2024 年，公司享受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等各项税收优惠 1 亿多元。”公司财务
负责人扈萍说，政策“减包袱”，让企业更好投入创新
研发。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24 年前 11 个月，我
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
及退税 22979 亿元，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制造
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财政资金、政府投资基金、税费优惠政策……记
者在调研中感受到，多地通过强化资金统筹、持续增
加投入、加强政策创新，正有力促进经济向“新”力持
续释放。

更有温度，“民生含量”不断提高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记者在调研
中发现，尽管财政收入增速承压，但从中央到地方，
财政支出中的“民生含量”不断提高，在教育、就业、
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力度更大、标准更高。

位于川西高原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往年一
到冬天当地学校面临的供暖难、洗澡难等问题，在今
冬得到有效解决。

“2024 年，阿坝州投入近 8 亿元，新改建学校 93
所，进一步改善了办学条件，特别是海拔 2500 米以
上的所有学校都实现了供暖。”阿坝州副州长依当措
介绍，当地还投入近 7000 万元，设立了农牧民家庭
和困难职工优秀学生激励帮扶基金，确保当地孩子
不因家庭困难而上不了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
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推进文旅区中小学开工，实现 4 所幼儿园开园；
新增 10 家养老助餐点、3000 张养老家庭照护床位
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 2700 套、竣工 2560 套……北
京市通州区两会明确了新一年“民生清单”。

“2025 年，通州区将把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
位置，计划安排‘保基本、保民生、保重点’项目支出
占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9％，比上年增长 2.4％，
以更优供给、更实保障增进民生福祉。”通州区财政
局副局长张敏说。

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支持
教育强国建设，健全人口发展支持政策体系，促进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全国财
政工作会议明确了 2025 年财政发力保民生的着力
点。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必须用之于民。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国计民生
关键处，“国家账本”将成为百姓的“幸福清单”。

                      （新华社北京电）

打出更加给力的财政政策“组合拳”
——开年中国经济一线观察之二

申铖 王雨萧 李昱佑

没有高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记者近日调研时，得到了
一个新的答案。

在河钢集团石钢公司，一块块不同尺寸的废钢经高温熔化
成火红的钢水，送往精炼车间。与传统的长流程相比，这里的
短流程电炉炼钢没有高炉炼铁环节，省去焦化、烧结等工序，铁
矿石等原料也换为可循环利用的废钢，综合能耗降低超 60％。

近零碳生产线、AI 炼钢……新年伊始，行走在钢铁大省，变
化扑面而来。正是依托优势产业升级，去年前 11 个月，河北多
项工业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地干部表达了这样的共识：

“对我们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先要做好‘看家吃饭’的产业，并
基于此布局新方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
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因此，立足产业基础、
抓好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是鲜明指向，也是必须坚持的科
学方法。

在我国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在制造业占比超 80％。传统
产业是家底、是优势，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基本盘，也是接续新产
业的基础、形成新质态的关键。

当前，我们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时期，应对外部挑
战、满足升级需求，既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又要注重提升发展
质量。这些都要求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同时，高
度重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在更新旧动能中迸发新活力。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累计培育 421 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
工厂，一些领域的示范工厂产品研发周期缩短约 30％，生产效
率同步提升近 30％。这充分说明，制造业企业插上了“数字翅
膀”后，比同类企业飞得更快、更高。

今天，不少行业面临市场需求瓶颈和同质化竞争，更加需
要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上下功夫，做强品质、提升价值链。

新的一年，有的地区降低数字化改造门槛，引进先进技术，
提高生产效率；有的地区将特色产业的链条做长、做深、做细，
增强配套能力提升竞争力……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少地方干部
谈到，向新而行，心要热切，但头脑要冷静，步子要坚实，要通过
优势领域锻长板、薄弱环节补短板，实现深度转型升级。

传统产业要焕新，新产业也要立起来、“长成林”。二者相
互促进、相得益彰，才能更好激发新动能。

当前，各类新技术的突破瞬息万变，对要素配置的要求不
一样，关联的行业和立足的基础各不相同。新产业的发展需要
创新资源和多领域多行业的支撑。比如，具身智能的发展要依
托装备、材料、软件等产业，生物医药跨学科特点突出、研发周
期长，需要产业集群的人才聚集度高、资金密集。

因此，必须把产业底数、优势、劣势摸清楚，充分考虑区域
优势、产业衔接，在统筹规划、协同发展以及营商环境保障等方
面持续发力，更好构建产业创新生态，让一个个具备潜能的“种
子”，尽快成长为推动行业和区域发展的“大树”。

新与旧，稳与进，立与破，考验辩证的眼光，体现发展的智
慧。

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体两面。
我们既要看到传统产业向新的潜能、空间，以及对新产业的托
举、支撑，也要发挥新产业在落子未来中的引领、带动作用，让
其更好地对传统产业赋能。

新旧相因，新旧相融。把握好产业规律、创新规律、发展规
律，因地制宜精准探寻突破口和着力点，在更好推动新旧接续
中发展新质生产力，将让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更加强劲，中国经
济持续呈现勃勃生机。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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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记者 张晓洁 高
亢）记者 13 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4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3128.2 万辆和 3143.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7％和 4.5％。其中，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1288.8 万辆和 1286.6 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 34.4％和 35.5％。

“汽车产业转型步伐加快，2024 年产销稳中

有进，表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活力。”中汽协会
副秘书长陈士华说，新能源汽车保持快速增长，
2024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
量的 40.9％，较 2023 年提高 9.3 个百分点。

据介绍，2024 年，我国乘用车产销分别完
成 2747.7 万 辆 和 2756.3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2％和 5.8％，乘用车产销持续增长，为稳住汽

车消费基本盘发挥积极作用。其中，中国品牌
乘用车销量占有率为 65.2％，较上年同期上升
9.2 个百分点。

陈士华说，随着系列政策出台落地，汽车市
场潜力将进一步释放，预计 2025 年汽车市场将
继续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汽车产销将继续保
持增长。

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1200万辆

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记者 张晓洁 张
辛欣）记者 13 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
组织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
术规范》，已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发布，将于
2025 年 9 月 1 日实施。

聚焦降低火灾事故隐患和危害、减少交通事
故风险，新标准强化非金属材料的防火阻燃性能
要求，明确电动自行车使用塑料的总质量不应超
过整车质量的 5.5％。同时，增加电动机低速运行
转矩、空载反电动势、电感值差异系数的要求，减

小车辆最大制动距离。
防范非法改装方面，新标准完善了电池组、控

制器、限速器的防篡改要求。此外，通过增加北斗
定位、通信与动态安全监测功能，方便消费者实时
了解电动自行车关键安全信息。

为更好满足消费者日常出行需要，新标准适
当放宽了个别对安全性影响不大的指标。例如，
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上限由
55 千克提升到 63 千克，不再强制要求所有车型均
安装脚踏骑行装置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考虑电动自行车企业开展产品设计生产并完
成检测和认证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新标准设置
了 8 个月的生产过渡期。同时，新标准额外给予
2025 年 8 月 31 日及之前按照旧标准生产的车辆
3 个月的销售过渡期，便于符合旧标准电动自行
车的消化。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强化电动自行车行业管理，加大新标准
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产品本质安全水平。

新国标来了！新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