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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地方安排3000亿元国债资金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
新，在今年年度内全年实施
今年1月和4月已分别下达两批共计1620亿元中央资金，支
持地方做好一、二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后续还将有
1380亿元中央资金在三、四季度分批有序下达
目前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使用大致占到全年规模
50％左右，整体进度符合预期
截至目前，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已超过去年全
年。总体来看，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
力推动消费持续扩大，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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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要闻

环球@资讯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谢
希瑶）记者20日从有关部门获悉，消

费品以旧换新加力扩围政策没有变

化，补贴资金使用进度符合预期，第

三、四季度中央资金将陆续下达。

据了解，今年以来，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商务部等相关部门共同落实加力

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延续2024年好

的经验做法，直接向地方安排3000亿

元国债资金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

旧换新，在今年年度内全年实施。今

年1月和4月已分别下达两批共计

1620亿元中央资金，支持地方做好

一、二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后

续还将有1380亿元中央资金在三、四

季度分批有序下达。

“目前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

资金使用大致占到全年规模50％左

右，整体进度符合预期。”国家发展改

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国补”资金包

括三个部分：一是中央下达的超长期

特别国债资金，规模比去年翻了一

番；二是按照有关规定，地方在中央

下达资金基础上按比例配套，按照总

体9：1的原则实行央地共担；三是一

些地方还将结合当地工作进度和实

施情况，在中央下达以及按比例配套

资金以外，再额外安排地方资金。

按照既定工作安排，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将在7月、10月分别下

达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支持以旧换

新的中央资金，各地也将持续做好配

套资金支持。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

进一步优化完善补贴发放方式，确保

政策实施更加平稳有序、资金均衡使

用到年底。

据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目前，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

售额已超过去年全年。总体来看，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

显效，有力推动消费持续扩大，带动

产业转型升级明显。接下来，将要

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用好已安排支

持资金，分领域分时段细化资金使

用方案，平稳有序推进消费品以旧

换新，同时会同相关部门加强产品

质量和价格监管，督促参与企业依

法合规经营，严防套补骗补，确保政

策规范有序实施。

以旧换新“国补”持续 中央资金分批下达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魏玉坤）记者20日从国家发展改

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组织集中向民间资本新推介项目

3200余个、涉及项目总投资超3万亿元。

本批项目聚焦交通运输、能源、水利、新型基础设施、城市基础

设施、环保、仓储物流、制造业等重点领域，依托“全国向民间资本推

介项目平台”向社会公开推介。同时，组织各地建立健全向民间资

本推介项目专项工作协调机制，推动更多民间投资参与项目建设，

加强跟踪协调和对接服务，强化用地用海、环评等要素和融资支持，

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实施。

据悉，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快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

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组织各地持续加力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

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动力和活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集中向
民间资本新推介3200余个项目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王立彬）为统筹处理好耕地保护

与农民利益、农村产业发展的关系，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

法即将出台。这是记者20日在自然资源部“为基层解难题办实事”

媒体座谈会上获悉的。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司长贺勇说，作

为一种刚性约束，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遏制了各类非农建设

对耕地的无序占用，限制了城市“摊大饼”式扩张。但基层反映，永

久基本农田管理存在“刚性有余、弹性不足”的问题。为此自然资源

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研究起草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

初步考虑是，以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优化为目标，建立“优进劣

出”管理机制，推进永久基本农田更加集中连片，逐步提高优质耕地

比例。在优化布局过程中，对基层反映的一些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的农业配套设施难以落地问题，办法将做出明确的政策安排，并加

快出台。

贺勇说，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不能突破，也不能变通突破。在

坚持良田粮用原则同时，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历史占用耕地种树

种果种茶等造成的耕地流失问题，将按照“认定一批、恢复一批、置

换一批”方式，有序分类处置。

认定一批，就是对耕作层良好、符合耕地认定标准的，认定为耕

地并进行严格保护；恢复一批，就是对集中连片、具备良好灌溉条件

且易于恢复的，结合农民意愿、产业发展、作物生长周期等，分阶段、

分批次逐步恢复；置换一批，就是对质量较差、坡度较陡等确实不适

宜恢复的，有序退出耕地保护范围，置换适宜作为耕地保护的地块，

确保耕地实至名归。同时，对纳入过渡期范围的地块，在耕地保护

考核中也将予以统筹考虑，既压实各级耕地保护主体责任，也切实

减轻基层负担，维护农民权益。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管理办法即将出台

我国1至5月职工医保
个账共济人次达1.67亿

潮起海天阔，乘“峰”破浪时。3

个战略合作协议＋35个经贸项目签

约，总投资额200亿美元左右……20

日下午，第六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

峰会圆满闭幕，活动举办地青岛市收

获颇丰。

从落下帷幕的第四届中国—非

洲经贸博览会、第六届跨国公司领导

人青岛峰会，到正在举行的第9届中

国—南亚博览会，这个6月，国际经贸

盛会的密度和热度不断攀升。

徜徉其中，那些人头攒动的会场

展台、令人目不暇接的特色好物、积

极深入的交流探讨、真金白银的投资

签约，不仅展现着中国高水平开放为

各国发展提供更大空间、创造更多机

遇，更勾勒出中国与世界携手共进、

合作共赢的绚丽前景。

活力市场的写照

20日上午，第9届中国—南亚博

览会迎来社会公众开放日，昆明滇池

国际会展中心内不少展区入口大排

长龙。南亚馆里，尼泊尔的羊绒制

品、阿富汗的青金石、斯里兰卡的香

料等特色展品吸引众多采购商和观

众驻足；制造业馆里，观众对人工智

能机器人的精准舞姿发出阵阵惊

呼……据悉，本届南博会展馆数量跃

升至16个，展览面积扩容至16万平

方米，参展企业增至2500多家。

展会，是经济发展的缩影，也是

市场活力的写照。今年以来，从南到

北，火热场面不断在经贸盛会上演。

第六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

会吸引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570

位全球知名跨国公司领袖、国际组织

负责人和全球知名学者齐聚一堂；第

四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签约项

目176个、金额113.9亿美元，较上一

届分别增长45.8％、10.6％……在一

系列如约而至的高规格经贸活动中，

中国大市场涌动的澎湃活力和引力

“肉眼可见”。

跨山越海，是什么让这些老朋

友、新客商竞相与中国“双向奔赴”？

在巴基斯坦木制家具展商拉姆

齐看来，吸引他一次又一次踏上南博

会之旅的，是中国强大的物流运输能

力与昆明优越的枢纽位置。“没有高

效便捷的交通，带着这么多家具辗转

参展简直是天方夜谭。昆明和中国，

仿佛一块巨大的磁石，把邻国的目光

和购买力都吸引过来。”

20日下午，首次参加南博会的

中东花材供应商唯色鲜花与云南云

天化花匠铺签署了 1.5 亿元的合作

协议。

“一支云南产的弗洛伊德玫瑰在

迪拜能卖到5迪拉姆，约合10元人民

币。”唯色鲜花的负责人徐楠说，云南

的鲜花品类多、品质稳步提升，希望

采购到高品质的“云花”赢得更多中

东客户的青睐。

“中国是方兴未艾的投资热土。”

新加坡金鹰集团执行董事、总经理陈

昱廷在第六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

峰会上表示，这里基础设施完备，通

信技术领先，高速铁路四通八达，内

需市场广阔庞大，企业可以从中洞察

到无限商机与潜力。

链接机遇的桥梁

一场场经贸盛会，架起了各方走

近中国的桥梁，而与此相连接的，是

中国广袤土地上，更为宽广的合作空

间。穿梭其中，记者深感，海内外宾

朋看好在华发展机遇，决心深耕市

场，共享发展红利。

——新产品大量涌现。南博会

上来自阿富汗的地毯商赛义德·比拉

勒·法鲁奇带着最新花色的手工地毯

参展，感叹每次逛展都能发现“令人

心动的产品”。坦桑尼亚的红酒、加

纳的黑皂、刚果（布）的镶框画……不

论舌尖美味、旅游资源，还是美妆服

饰、珠宝玉石，众多特色浓郁的全球

产品在各大展会集中亮相，满怀打开

或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的期待。

——新技术广受关注。从数字

支付解决方案到农业机械、清洁能源

技术，展会设置紧扣各国发展所需进

行展览展示，为多双边和区域合作探

寻新空间。本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期

间，安徽捷迅光电技术有限公司销售

经理骆军忙着展示农产品智能分选

设备，结识了不少客户。他说：“这里

聚集全球各地的客商，方便我们更顺

利地把产品卖到更多需要的国家和

地区。”

——新模式蓬勃兴起。线上直

播推介、跨境电商平台等多元外贸业

态和服务帮助企业加速融入全球供

应链的不同环节。“直播促进了商务

发展，能够带动大批商品销售，还能

让我与在线观众实时互动，这种现代

化销售模式，已经成为扩大影响力的

热门选择。”中非经贸博览会非洲商

品馆里，埃塞俄比亚驻华公使内比

尤·穆罕穆德参加完现场直播带货后

不禁感叹。

“这是跨国公司深化互利合作的

‘金桥梁’”“这是一次发现各行各业

未来商机的充实之旅”……境内外采

购商饱览着科技创新的诸多成果，汲

取着行业发展的最新动向，并分享着

由此带来的市场机遇。

总部位于比利时的贝卡尔特集

团是钢丝变形技术和镀膜技术领域

的全球引领者，产品广泛应用于绿色

建筑、绿色能源等领域。贝卡尔特集

团中国区负责人李克说：“去年参加

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就很有收

获，中国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和创新速度非常快。中国非常关注

低能耗产品，这为我们提供了巨大发

展机遇。我们将继续投资，扩大我们

在中国的业务。”

共赢开放的窗口

从沿海到内陆，从出口到进口，从

贸易到投资，从经贸到区域合作……

由中国发起、世界各国积极参与的这

些经贸盛会，以日益拓展的广度和深

度激发起合作共赢的更大潜力。

开放合作离不开制度保障。

2024年底，中国给予包括33个非洲

国家以及阿富汗、尼泊尔、孟加拉国

等南亚国家在内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税目输华产品零关税待遇；中

国—马尔代夫自贸协定今年初正式

生效，中国与孟加拉国正在启动投资

协定升级谈判……一系列政策举措

助力非洲、南亚国家扩大对华出口，

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

今年南博会由斯里兰卡担任主

题国。第5次参加南博会的斯里兰卡

展商阿努拉·佩雷拉带来了本国手工

艺品和香料。他表示，智能化海关系

统大幅提升通关效率：“就像老朋友

来串门一样轻松，从各种细节都能感

受到中国发展的速度和对外开放的

力度。”

举办第六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

岛峰会，是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

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本届峰会在保留了传统四大优势板

块的同时，还创新推出银发经济论

坛、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发展论坛

等14场活动，设计了28条产业链考

察路线，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

之”，参会企业“沉浸式”体验中国产

业生态的实地对接让合作不再停留

在纸面。

联邦快递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

裁许宝燕表示，坚定扩大开放的中

国，为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

定性，跨国公司愿意坚持长期深耕中

国市场，与中国互利共赢。

今年，更多经贸盛会还将轮番登

场：6月下旬，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天

津举行；7月中旬，第三届中国国际供

应链促进博览会将在北京开启；9月

份，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

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在广西举办……

中国以开放合作的胸怀汇聚团

结进步的动能，与各国一道分享发展

机遇，释放更加强大的吸引力，必将

为世界带来更多信心与力量。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享开放之机，走共赢之路
——在国际经贸盛会中感知中国吸引力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赵珮然 张武岳

新华社发

6月19日，在第9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制造业馆，观众拍摄机器狗表演。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6月19日，在摩洛哥北部城市梅克内斯，广州粤剧院的演员与

一名摩洛哥小观众击掌互动。

“丝路华章 戏韵留芳”中国戏曲文化摩洛哥交流演出19日在摩

北部城市梅克内斯举行。500余名现场观众欣赏了富有中国岭南风

情的文化盛宴，演出深受好评。 新华社记者 霍晶 摄

（上接第一版）民营企业信心活力

增强，民间投资增速加快。全省民

间投资增长1.7%，扣除房地产开

发后民间投资增长3.9%。其中，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增长1.1倍，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8.4%，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37.6%。

消费品市场稳定增
长 以旧换新相关品类保
持良好增势

1至5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

实现消费品零售额2065.1亿元，

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上年同期

加快2.0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落实落

细促进消费系列举措，消费需求逐

步释放，消费环境持续优化，全省

消费品市场保持平稳增长。”省统

计局贸易外经处处长郭敏英分析

指出。

消费领域的一大趋势是内需

潜力持续释放，以旧换新相关品类

增势良好。

1至5月，通讯及家电家装类

消费保持较快增速。限额以上单

位中，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

增长65.5％，比1至 4月加快4.2

个百分点，其中，智能手机零售额

同比增长86.6%；家用电器和音像

器材类商品同比增长9.2%。

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快速增

长，成为很多消费者的“心头好”。

能效等级为1级和2级的商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05.5%，智能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

额同比增长53.2％。

1至5月，汽车类零售继续保持

增长。限额以上单位中，汽车类商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6%，拉动限额

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1个

百分点，占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

售额比重为36.5%。其中，新能源

汽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6.0%，

拉动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

长2.6个百分点，占限额以上单位

消费品零售额比重为11.8%。

（上接第一版）
科技赋能，打造高效服务新体验。河北农

发行研究出台支持夏粮收购“二十条”措施，实

行“流程优化、利率优惠、服务优质”三优对客举

措。优化办贷流程，开通夏粮收购绿色通道，推

出“竞拍贷”“竞采贷”“中储e贷”“智粮贷”“融

担贷”等特色产品，提供快捷融资保障，通过科

技赋能，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真正将金

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落实优惠举措，实施差

异化政策，对粮油购销贷款持续减费让利。提

供优质服务，配合客户开通“一卡通”系统，提前

筹集备付资金，保持网银、银企直联系统“7×24

小时”服务畅通，实现“一手交粮，一手收钱”。

当前，河北夏粮收购自南向北有序推进，河

北农发行将持续发挥政策性金融“当先导、补短

板、逆周期”作用，立足服务粮食安全主办银行

地位，以更精准的服务、更有力的举措、更灵活

的手段，确保夏粮收购“应收尽收、应储尽储”，

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河北力量。

1至5月河北经济保持平稳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