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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优质房产优惠出售
  现有单位优质房产一批，价
格优惠出售，房产位于奎文区、
潍城区、经济区等中心城区，包
括15-134平方米的商铺、53-135
平方米的住宅、37-730平方米面

积不等的小公寓及写字楼。
  拟出售房产产权清晰，有购
买 意 向 者 ，请 电 话 联 系 ：
819 6 6 7 7；联系人：于先生、徐
先生。

单位 征兵政策咨询电话 廉洁征兵监督举报电话
辖区廉洁征兵首席监督员

姓名 身份类别 电话

潍坊市 0536-8866771 0536-8896772 张安贵 退役军人 18253694191

奎文区 0536-8233803 0536-8237175 任  妮 人大代表 15005361999

潍城区 0536-8176711 0536-8319491 徐承宇 人大代表 18253688321

坊子区 0536-7661580 0536-7513321 张广伟 高校教职员工 13791618675

寒亭区 0536-7276371 0536-8536710 王佳财 退役军人 18653640136

青州市 0536-3221167 0536-3221003 赵  波 政协委员 15169692323

诸城市 0536-6079111 0536-6079123 荆晓丽 政协委员 15854466460

寿光市 0536-5221186 0536-5191300 夏文忠 人大代表 13792680036

安丘市 0536-4221055 0536-8536750 夏丽萍 政协委员 13562699001

高密市 0536-2538010 0536-2538007 张国廷 离退休干部 13853671889

昌邑市 0536-7216581 0536-7213881 陈万里 退役军人 15725631983

昌乐县 0536-6230835 0536-6279836 刘玉娟 人大代表 18663678868

临朐县 0536-3117711 0536-3111630 杨宪军 政协委员 13706463877

高新区 0536-8095091 0536-8896792 杜  倩 退役军人 15966093363

峡山区 0536-7730328 0536-7730005 王文华 退役军人 17664076405

潍坊市征兵政策咨询、廉洁征兵监督举报电话公开

攻坚克难回升向好　夯基蓄能向新而行
——— 解读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记
者 胡喆）2月29日，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发布了2023年度“中国
科学十大进展”：人工智能大模型
为精准天气预报带来新突破、揭示
人类基因组暗物质驱动衰老的机
制、发现大脑“有形”生物钟的存在
及其节律调控机制、农作物耐盐碱
机制解析及应用、新方法实现单碱
基到超大片段DNA精准操纵、揭
示人类细胞DNA复制起始新机
制、“拉索”发现史上最亮伽马暴的
极窄喷流和十万亿电子伏特光子、
玻色编码纠错延长量子比特寿命、
揭示光感受调节血糖代谢机制、发
现锂硫电池界面电荷存储聚集反
应新机制。
　　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
展”主要分布在生命科学和医学、
人工智能、量子、天文、化学能源等

科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副主任兰玉杰表示，“中国科学
十大进展”遴选活动旨在宣传我国
基础研究重大进展，弘扬科学家精
神，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热
情，开展科学普及，提升全民科学
素养，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夯实根基。
　　遴选活动自2005年启动以来
已成功举办19届。本次活动由近
100位相关学科领域专家从600多
项科学研究成果中遴选出30项成
果，在此基础上邀请包括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
2100多位基础研究领域高水平专
家对30项成果进行投票，评选出10
项重大科学研究成果，经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审议，
最终确定了入选2023年度“中国科
学十大进展”的成果名单。

2023年度“中国科学

十大进展”发布

（上接1版）
  习近平强调，道不可坐论，理
不能空谈。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目
的全在于运用。各级干部要发扬理
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自
觉掌握运用好党的创新理论这一
强大思想武器，紧紧围绕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持续解决制
约高质量发展问题、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有效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创造性开展工
作，不断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
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以来，党
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十分生
动的，我们的学习也应该是生动
的。这批教材集中反映了新时代的

创新成果，展示了我们党推进和拓
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各级
干部要学好用好教材，当好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
干家。
  第六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
材由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
委员会组织编写，共9本，包括4本
理论教材《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
代化》和5本《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
代化案例选》（经济篇、教育·科技·
人才篇、政治·法治篇、文化·社会
篇、生态文明·国家安全篇），由人
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进一步提升健康获得感
——— 从五组数据看2024年卫生健康工作重点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记者 赵文君 张璇）自2023年4
月起，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在12个省
份开展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
帮扶政策试点，截至目前已试点培
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超过15
万户。
　　这是记者2月28日从市场监管
总局获悉的。2024年，市场监管总
局将全面组织开展“名特优新”个
体工商户认定工作，被认定为“名
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可以享受到
更多针对性的培育和激励政策。对
于产品和服务质量好、有一定品牌
影响力、深受群众喜爱的“知名”类
个体工商户，将加大宣传推介力

度、深化品牌创建服务、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
　　今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会同
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开展个体工
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提升发展
质量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生存
型”“成长型”“发展型”三型和“名
特优新”四类个体工商户的划型认
定机制、培育措施和工作流程。
　　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局
长任端平介绍，实施个体工商户分
型分类精准帮扶政策，目的是结合
个体工商户发展实际，加强政策支
持帮扶的精准性、针对性和科学
性，让个体工商户能感受到实实在
在的政策红利。

全国试点培育“名特优新”

个体工商户超过15万户

　　据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记者 李国利 邓孟）记者2月29
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
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将统筹
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和载人月
球探测两大任务，向着建设航天强
国的奋斗目标迈出坚实步伐。目
前，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各
项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载人月
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各项研
制建设进展顺利。
　　2024年，载人航天工程规划了
2次载人飞行任务和2次货运飞船
补给任务，天舟七号货运飞船补给
任务已于1月圆满完成，后续还将
陆续实施神舟十八号和神舟十九
号2次载人飞行任务及天舟八号货

运飞船补给任务。执行2次载人飞
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经选定，正
在开展任务训练。目前，驻守空间
站的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身心
状态良好，预计于4月底返回地面。
　　在精心组织实施空间站应用
与发展阶段各项任务的同时，瞄准
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
球的目标，2024年载人月球探测工
程登月阶段任务各项研制建设工
作也将加紧推进。目前，长征十号
运载火箭、梦舟载人飞船、揽月月
面着陆器等主要飞行产品全面进
入初样研制阶段，文昌发射场配套
登月任务的各项测试发射设施设
备也将全面启动建设，各系统相关
研制建设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

我国今年将发射

两艘神舟载人飞船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记
者 王聿昊 黄韬铭）记者2月29
日从中国民航局举行的例行发布
会上获悉，今年1月份，民航全行业
完成旅客运输量5731.8万人次，同
比增长44.1%。
　　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司长张清
在发布会上说，今年1月份，民航全
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16.1亿吨
公里，同比增长57.1%；完成货邮运
输量75.3万吨，同比增长53.9%。
　　2024年春运已接近尾声。据张

清介绍，截至27日，民航春运累计
运输旅客7020万人次，比2023年同
期增长56.3%；累计保障航班56.8万
班，比2023年同期增长29.8%。
　　“随着民航市场主体元气逐渐
恢复，生产运行秩序回归正常，行
业发展动能进一步积蓄，支持高质
量发展的要素条件不断增多，我国
民航将进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
新周期。”张清表示，预计2024年民
航全行业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
量等主要指标将超过疫情前水平。

1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

同比增长超44%

2月20日，在河北省邯郸市一家紧固件生产企业，工人在数字化智能生产车间内工作。（新华社发）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26万
亿元，城镇新增就业1244万人，货物进出口
总额41 . 8万亿元，新设经营主体32 7 3万
户……
　　国家统计局2月29日发布的2023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我
国经济顶住压力砥砺前行，总体恢复向好，
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完成，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
坚实步伐。

　　　　中中国国经经济济顶顶住住多多重重压压力力实实现现量量

的的合合理理增增长长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
济恢复发展的一年。公报显示，2023年，我国
经济增长企稳回升，GDP超过126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5.2%，实现了5%左右的预期目
标。从相关实物量指标看，我国发电量比上
年增长6.9%，能源消费总量增长5.7%，货物
运输总量增长8.1%，5.2%的经济增长具有坚
实支撑。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纵向
比较，5.2%的经济增速比上年加快2.2个百分
点，也快于疫情三年4.5%的平均增速。横向
比较，我国经济增速明显快于美国2.5%、欧
元区0.5%、日本1.9%的经济增速，对世界经
济增长贡献率有望超过30%，仍是全球经济
增长重要引擎。
　　公报显示，我国就业基本盘总体稳定，
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2023年，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比上年下降0.4
个百分点，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城镇
新增就业1244万人，比上年多增38万人。我
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上涨0.2%，低
于美国4.1%、欧元区5.4%的涨幅；扣除食品
和能源的核心CPI比上年上涨0.7%。
　　国际收支保持平衡。2023年全年，我国
货物进出口总额41.8万亿元，在高基数基础
上实现了正增长，其中出口增长0.6%，横向
比较好于主要外向型经济体，国际市场份
额保持稳定。

　　　　中中国国经经济济在在爬爬坡坡过过坎坎中中实实现现质质

的的有有效效提提升升

　　观察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中国经济，
既要看“体量”，更要看“体质”。
　　根据公报，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取得新进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
业加快培育，2023年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
比上年增长3.8%，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
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升

至15.7%、33.6%。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扎实推进，电子商务交易额比上年增
长9.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增加值增长11.9%。现代化基础设施更
加完善，新建高速铁路2776公里，年末5G
基站数达338万个。
　　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绿色低碳转型
持续深入。2023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支出3.3万亿元，与GDP之
比达2.64%；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
总量比重达26 . 4% ，比上年上升0 . 4个百
分点。
　　2023年，新设经营主体3273万户，日均
新设企业2.7万户；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进
出口总额比重提升至53.5%；我国对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
提升至46.6%，自贸试验区进出口额占进出
口总额比重提升至18.4%……公报显示，我
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社会民生事业取得新进步。2023年，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6.1%，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缩小至2.39。年
末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分别比上年末增加1336万人、566万人、1054
万人。

　　　　要要坚坚定定推推动动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的的信信心心

和和决决心心

　　“2023年，我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克服
内部困难，较好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盛来运说，也要看到，外部环境
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仍
处于经济恢复和转型升级关键期，进一步
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
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
仍然较多等困难挑战。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
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2023年底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做好今年经济
工作的九项重点任务。

　　“要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
心。”盛来运说，从供给能力看，我国工业门
类齐全，产业配套能力和集成优势突出，制
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形成了200
多个成熟的产业集群。从需求潜力看，我国
不仅消费规模庞大，消费结构也在迭代升
级。从要素禀赋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提升至11.05年，人才资源总量、
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
位，“人口红利”正在加快向“人才红利”转
化。从创新能力看，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约为40万家，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
群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新兴技术正在加快转化应用。
　　盛来运说，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
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态势持
续向好。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2023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4.5‰，5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6.2‰，孕产妇死亡率
降至15.1/10万，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
高收入国家前列。
　　一组组数据，标识出健康获得感提升
的轨迹。国家卫生健康委2月28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卫生健康进展成效，前瞻下一
步工作重点。

县县域域内内就就诊诊率率9900%%

让让优优质质医医疗疗资资源源更更““亲亲民民””

　　“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决，一般的病
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镇、村里解决”，
是深化医改的重要目标。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副司长庄宁介
绍，为破解群众跨区域就医难题，国家积极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前四
批7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之后，患者
外转就医平均下降约3成。县域内常见病、
多发病就诊率达到90%以上。
　　庄宁表示，2024年要继续积极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持续完善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地市为单
位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让群众在改革
中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双双向向转转诊诊33003322万万人人次次

让让看看病病就就医医更更省省心心

　　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建成各种形式的
医联体1 . 8 万余个 ，双向转诊人次数达
3032.17万，较2022年增长9.7%。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介
绍，国家卫生健康委紧紧围绕“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制度框
架，以医联体建设为载体，以常见病、多发
病、慢性病分级诊疗为突破口，努力构建更
加科学的分级诊疗格局。
　　焦雅辉表示，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
将积极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
点，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带动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
充分发挥信息化的支撑作用，推动医联体
内医疗机构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智慧互
联、结果互认。

托托育育服服务务位位数数约约448800万万个个

大大力力发发展展普普惠惠托托育育服服务务

　　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
积极生育支持。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

金瑞介绍，目前全国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
已近10万个，托育服务位数约480万个。同
时，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方面实施社
区托育服务税费优惠措施，出台托育机构
设置标准、管理规范、登记备案、医育结合、
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等，大力促进托育服
务健康发展。
　　杨金瑞表示，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
将跟踪研判人口形势，继续增加托位供给，
提高服务质量，完善托育人才培养体系，促
进托育服务健康发展。

中中医医类类总总诊诊疗疗量量1122..88亿亿人人次次

充充分分发发挥挥““治治未未病病””优优势势

　　中医适宜技术具有“简、便、验、廉”的
特点，深受老百姓喜爱。
　　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副司长欧阳波介
绍，据初步测算，2023年中医类医疗卫生机
构总诊疗量12.8亿人次，出院人数为4148.6
万，中医药在服务百姓健康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欧阳波表示，以实现人人就近享受高
质量中医药服务为目标，国家中医药局从
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优化中医药服务供
给、规范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增强中医药服
务可及性等方面，持续推进优质高效中医

药服务体系建设。今年将全面实施中医药
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加强国家中医优势专
科建设，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等方
面的独特优势。

网网络络直直报报系系统统覆覆盖盖88..44万万家家机机构构

提提升升传传染染病病预预警警能能力力

　　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早发现、早报告、早
处置十分重要。
　　国家疾控局综合司副司长秦兴强介
绍，目前我国已建立法定传染病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覆盖全国8.4万
家医疗卫生机构；常年对鼠疫、脊髓灰质炎
等重点传染病开展专项监测。针对新冠等
呼吸道疾病，拓展形成哨点医院监测、病毒
变异监测等10个监测子系统，并开展急性
呼吸道疾病多病原监测试点。
　　秦兴强表示，下一步将全面推进智慧
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以
新发突发传染病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多部
门信息共享会商、医防协同、平急转换等工
作机制，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提升
病原微生物检测、基因组测序等能力，不断
提升传染病早期发现、科学评估、及时预警
的能力。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