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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 28日讯 记
者冯其予报道：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高峰在 28 日举行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为促进消费，商务
部积极推进城乡高效配送专项行
动，打通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
的“最后一公里”。目前，部分地
区在网络优化、技术应用、模式创
新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城乡双向融合的物流互动配送体
系初步建立。在此基础上，商务
部已经确定首批 30 个城市深入
开展专项行动。

高峰表示，为进一步加强物
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2017 年
底，商务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等 4
部门开展了城乡高效配送专项行
动，指导各地主要围绕建网络、抓
协同、抓配套等 3 个方面自主开
展了试点。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和地方，继续完善相关支持政
策，鼓励地方整合已开展的供应
链体系建设、物流标准化、冷链物
流、电子商务等试点的成果，着力
推进首批城市建立高效、便捷的
城乡配送体系。同时，以点带面
推动全国的城乡配送体系建设，
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升级提供基础
性保障。

在谈到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
设时，高峰表示，2016 年以来山
东、上海、宁夏、厦门等 4 地开展
了示范探索，重要产品追溯体系
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有关地方
结合自身实际，从追溯平台建设、
追溯标准体系、追溯管理评价机
制、追溯体系与市场监管衔接等
方面，积极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
系建设，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
的经验。

高峰说，追溯体系建设的最
终目标是要让流通商品的质量安全在阳光下运行。商务部将在
前期示范工作的基础上，着力在制度、平台、监管等方面推进相
关的工作。一是加强制度建设，会同相关部门探索推进重要产
品追溯立法，完善追溯标准体系。二是推进平台建设，实现各部
门各地区追溯体系的互联互通，推动建立覆盖全国、先进适用的
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网络。三是创新技术手段，鼓励运用大数
据、区块链等先进技术，不断提高追溯的智能化和准确性。四是
加大追溯与监管的联动，使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追
溯体系建设成果成为市场监管的有力依据，有效维护市场竞争
的良性秩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消费安全，服务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

近日，意大利成为首个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的
G7国家。对此，高峰表示，中国和意大利是紧密的经贸伙伴。
此次习近平主席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为新时期中意双边经
贸合作发展指明了方向。访问期间，两国政府部门签署了“一带
一路”、电子商务、科技创新、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文件。双方企业
签署了10份商业协议，总金额达到33亿美元，涉及金融、装备
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

据了解，访问期间，意大利、法国分别确认作为主宾国参加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3月28日，国新办举行“提高综合
交通运输网络效率 降低交通运输物
流成本”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政策研究
室主任吴春耕在会上表示，交通运输部
将打出“系列组合拳”，提高综合交通运
输网络效率、降低交通运输物流成本。
通过综合施策，2019 年预计降低物流
成本1209亿元。

提高运输网络效率

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
络化水平不断提升，运输一体化进程持
续加快，但是与人民群众期待相比仍有
差距。对此，交通运输部研究制定了《提
高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效率工作方案》，明
确2019年要建设一批重点项目、优化运
输组织、推进信息开放共享、完善工作机
制，提高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效率。

吴春耕表示，将通过 3 年努力，推
进交通网络加密拓展、综合衔接一体高
效、运输服务提质升级、智能技术深化
应用。在提高效率方面将从 3 方面
着手：

——推动建设高品质综合立体交
通网络。完善“十纵十横”综合交通运
输大通道，重点推进瓶颈项目建设。今
年，将加强城市内外交通便捷衔接，减
少过境交通与城市交通相互干扰。在
货运领域，落实《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
建设规划》，推进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完
善港站枢纽集疏运体系；在客运领域，
将引导推动建设开放式、一体化综合客
运枢纽。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大力推动ETC安装使用，促进
高速公路便捷不停车收费。

——加快形成高效率综合运输服
务体系。推进运输结构调整，提高大宗
货物铁路、水路运输量，实现港口集装
箱铁水联运量增长15%以上。鼓励发
展空铁、公铁、空巴等联程运输服务，提
升旅客出行服务品质；同时，提升城市
配送、无车承运物流、跨境物流、快递等
专项物流服务水平，推进货运车型标准
化、运输船舶大型化、专业化。

——提升行业综合治理体系现代
化水平。持续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
机制，推进省、市两级交通运输综合改

革试点。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研究
制定公路法、港口法、道路运输条例
等。同时完善联程联运、综合交通枢
纽、交通信息化智能化等标准规范体
系，制定发布《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运
单》《多式联运电子运单》等行业标准。

四大举措降低物流成本

吴春耕表示，近3年来，可量化措施
降低物流成本分别为558亿元、882亿
元、981亿元。今年预计降低物流成本
1209亿元，将从4个角度出发降本增效：

——优化运输结构，推进“结构性”
降成本。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
加快实施铁路运能提升、公路货运治
理、水运系统升级、多式联运提速等 6
大行动。推进港口集疏运项目实施，提
升重要港区进出港铁路、公路覆盖率，
提高一体化转运衔接能力和货物快速
换装的便捷性。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制
度性”降成本。推动建立统一开放、竞
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组织实施物流降本

增效综合改革试点。深化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推动交通物流领域简政放权。
重点推动道路货运车辆异地检测、三检
合一等工作落地，实现普通货车车辆年
审网上办理等。着力治理乱收费、乱罚
款、乱审批，降低高速公路、港口、机场
等领域有关收费。

——加强技术创新和应用，推进“技
术性”降成本。发展“互联网＋”高效物
流，推进货运车型标准化，加快模块化中
置轴汽车列车、轻量化车型推广应用。
加快农村物流、冷链物流、多式联运等重
点领域的标准制修订工作。推动国家交
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升级完善。

——强化管理和组织创新，推进
“管理性”降成本。鼓励中小货运企业
联盟发展，创新企业联盟组织模式和运
行机制。持续推进绿色配送示范工程
建设。完善农村物流网络节点体系和
服务功能。推行船舶航行计划报告“零
待时”，最大限度压缩船舶进出港等候
时间。完善交通物流信用体系，建立健
全市场主体诚信档案、行业红黑名单制
度和市场退出机制。

交通运输部打出提效率降成本“组合拳”

今年预计降低物流成本1209亿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崔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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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28 日讯
记者姚进报道：国家外汇管

理局28日发布数据，2018年
末，我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
11164 亿 美 元 ，对 外 负 债
12976 亿美元，对外净负债
1812亿美元。

在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
中，存贷款资产8315亿美元，
债券资产 1365 亿美元，股权
等其他资产 1485 亿美元，分
别占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的
75％、12％和13％。

在银行业对外负债中，存
贷款负债 7287 亿美元，债券

负债 1848 亿美元，股权等其
他负债3841亿美元。

此外，外汇局当日还公
布了 2019 年 2 月我国国际
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按
美元计值，2019 年 2 月，我
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
物和服务贸易收入 1476 亿
美元，支出 1596 亿美元，逆
差 120 亿美元。其中，货物
贸易收入 1317 亿美元，支出
1232 亿美元，顺 差 85 亿 美
元；服务贸易收入 158 亿美
元，支出 364 亿美元，逆差
206 亿美元。

本报合肥 3 月 28 日电
记者乔金亮报道：2019 中

国 美 丽 乡 村 休 闲 旅 游（春
季）推介活动 28 日在安徽黟
县举办。农业农村部乡村
产业发展司副司长刁新育
表示，2018 年，全国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达
30 亿 人 次 ，营 业 收 入 达
8000 亿元。

目前，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已从零星分布向集群分布

转变，空间布局已从城市郊区
和景区周边向更多适宜发展
的区域拓展。截至 2018 年
底，农业农村部已创建388个
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
范县（市），推介了710个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

据悉，这是今年美丽乡村
休闲旅游行系列活动的首场
推介，重点推介精品线路 60
条，景点 181 个，为广大城乡
居民春季出游提供参考。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收达8000亿元

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达11164亿美元

本报北京 3 月 28 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财政部

28 日发布统计显示，2 月份，
全国共销售彩票 234.12 亿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2.48亿
元，下降8.8%。其中，福利彩
票机构销售 112.95 亿元，同
比 减 少 18.23 亿 元 ，下 降
13.9%。体育彩票机构销售
121.17 亿元，同比减少 4.24

亿元，下降3.4%。
1 月份至 2 月份累计，全

国共销售彩票 713.66 亿元，
同比增加 73.78 亿元，增长
11.5%。其中，福利彩票机构
销售 325.14 亿元，同比增加
0.6 亿元，增长 0.2%；体育彩
票机构销售 388.53 亿元，同
比 增 加 73.18 亿 元 ，增 长
23.2%。

今年前两个月彩票销售增长11.5%

（上接第一版）

超级工程强基础

沿着蜿蜒的雅鲁藏布江，通车一年
多的泽当到贡嘎机场高等级公路和正
在全面铺轨的川藏铁路拉萨到林芝段
时而并行，时而交会。他们像两条长长
的缎带随着江水的奔腾舞向远方，舞出
超级工程的中国智慧，舞动西藏经济的
快速腾飞。

1959 年，西藏泥泞坑洼的简易公
路总里程仅为0.73万公里，严格来说并
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要在雪
域高原筑路，除了要具备在一个个工程
中积累下来的过硬技术，更离不开社会
主义制度的保障。

20 世纪上半叶，西藏处于政教合
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
会。百年前，仅占高原人口总数 5%的
农奴主主导着西藏社会的方方面面。
他们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物质财富，残酷
压迫和剥削着占人口总数 95%以上的
农奴。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严重阻
碍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

1959 年 3 月 28 日，西藏彻底废除
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从此，雪
域高原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打开了
跨越式发展的大门。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站在新起点上的西藏迎来了历
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

雅鲁藏布，江水滔滔，列车奔驰。
自 2006 年青藏铁路通车以来，西

藏又迎来了拉萨至日喀则铁路的通
车。建设中，建设者们攻克了地热温
度最高、内燃机车牵引隧道最长、高海
拔风沙治理等 3 项世界性难题。29 座
总长 70 余公里的隧道，连绵不绝的桥
梁在雅鲁藏布江峡谷的群山中穿梭，
这何尝不是世界铁路建筑史上的中国
奇迹。

民主改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
和国家在不断加大西藏常规项目投资
力度的同时，直接投资 1 万余亿元，相
继实施800多项重点建设项目，西藏交
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全方位改善了西藏基础设施。
青藏铁路、川藏铁路、青藏联网、川

藏联网、藏中联网……这些哪一个不是
超级工程。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
大力支持下，通过民主改革人民实现当
家作主的新西藏，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
奇迹。

绿色发展兴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青藏高
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
最大贡献。

西藏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冰天雪地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道路，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绝不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来谋求发展。

藏东大地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
三江奔腾，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金
沙江上游，叶巴滩电站的大坝前江水滚
滚生烟，波涛汹涌。以叶巴滩水电站为
代表的一座座水电站将西藏丰富的水
能资源变成了经济优势，西藏水电通过
川藏电力联网工程实现了外送。截至
2018年底，藏电消纳市场已增至10个，
累计藏电外送达30.8亿千瓦时。

发展清洁能源既能补齐西藏经济
发展所需的能源短板，又能发挥优势培
育西藏的内生动力促进经济发展。在
2019 年初的西藏经济工作会议上，西
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就西藏清洁
能源发展指出，要抓住机遇，加快推进
西藏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西电东
送”接续基地和辐射南亚的能源基地，
不断壮大清洁能源产业，建立规模外送
消纳长效机制。

今年，西藏将进一步落实与 14 省
市签订的清洁能源消纳合作协议，既为
国家推进绿色发展、调整能源结构、节
能减排作贡献，又给自身发展带来切实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西藏将加大电源
项目建设，打造国家清洁能源输出高地
和示范区，还将启动全区水电开发规划
编制工作，确保到 2020 年建成和在建

装机容量达1000万千瓦。
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要靠发展来破

解。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西藏筑牢生
态保护的底线，立足特色优势，将清洁
能源、旅游文化等列为重点发展的7大
产业，同时还将力争形成有竞争力的产
业集群，带动全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为2020年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了坚实保障。

3 月的林芝，桃花吐蕊，似烟霞万
里。桃林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
拍照、拍视频发朋友圈，分享西藏美景。

西藏将旅游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支
撑产业、富民先导产业重点推进，通过
举办各种节庆、开展“冬游西藏”促销活
动、举办藏博会等，积聚人气、提升品
牌。西藏旅游产业迎来了大发展。

2018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
33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490 亿
元。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477.6 亿
元，比1959年的1.7亿元增长190.3倍、
年均增长9.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各业繁荣惠民生

在西藏，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都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70岁的旺堆，家住山南市错那县麻
麻门巴民族乡。在他的家门口，有一条
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让旺堆老人到拉
萨的出行更便捷。

旺堆说，如果没有民主改革，没有
党的关怀，就没有他今天的幸福生活。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大家通往幸福的道
路修通了，舒适漂亮的安居房建好了，
孩子们现在有学上、生病能就医。

1959 年，一条骡马道建立起了麻
麻乡与外界基本的联系。

1974 年，一条乡村公路打开了麻
麻乡认知大山以外的时代。

2014 年，一条柏油马路点燃了麻
麻乡奔向全面小康的希望。

……
“家门口的路越修越宽，小康生活

也越来越近。”旺堆说。

朗朗的读书声从遥远的天边阿里
传来，从三江流域深山峡谷中的昌都传
来，从万里羌塘莽莽草原的藏北那曲传
来……走在雪域大地的广大农牧区，修
得最好最漂亮的是学校，笑容最灿烂的
是学生。

优先发展教育，西藏不断完善 15
年公费教育政策，普及学前双语教育，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加
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升高等教育，
已形成比较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

在“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山南市
乃东区昌珠镇克松社区，两层楼的村卫
生所内，输液室、治疗室、诊断室等一应
俱全，各种基本的医疗器械整齐地摆放
着，这里已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村”。

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西藏基本建立了以拉萨为中心，
辐射全区的中医西医藏医相结合的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全区共有各级各类
医疗卫生机构1547个，床位16787张，
医 疗 卫 生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总 数 达 到
19035 人，分别比民主改革前增长 24
倍、35倍、23倍。

2018 年，西藏 25 个贫困县（区）达
到脱贫摘帽条件，2100 个贫困村（居）
达到退出标准，减少贫困人口 18.1 万
人，贫困发生率降到6%以下。

2018 年，西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达到33797元和11450元，
比1965年分别增长73倍和105倍。

这是民主改革以来，西藏交出的一
张沉甸甸的民生成绩单。

调查显示，西藏群众对生活现状的
满意度超过97%，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信心达到97.3%。

“今天的我们过上了真正的幸福生
活。不仅吃饱穿暖，还吃得健康、穿得
漂亮。孩子们一出生就能得到很好的
照顾，有各种玩具、零食，还能受到很好
的教育，未来有无限可能，他们真是生
在了好时代。”曾经的农奴、山南市乃东
区昌珠镇克松社区索朗多吉满眼含笑
地说。一旁，他的曾外孙朗卡正在幸福
地嚼着糖果。

“朗卡”的意思是天空，2岁的小朗
卡出生在3月28日，这一天是西藏百万
农奴解放纪念日。索朗多吉说：“这一
天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希望生活
在幸福中的小朗卡，在明天拥有更美好
的天空。”

迈向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本报讯 记者石晶报道：青海省果
洛州 29.1 兆瓦村级扶贫光伏电站全面
复工暨电网配套工程 3 月 27 日开工。
这是截至目前青海省内最大规模的村级
光伏扶贫项目。

该光伏扶贫项目总投资 1.8975 亿
元，是青海省扶贫局“十三五”时期村级
光伏扶贫项目的重要内容。项目覆盖玛
沁、甘德、达日、班玛、久治 5 个县的 63
个村，共计423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
户对应装机容量约为6.9千瓦。电站由
8个村级联建光伏单元组成，计划2019
年6月份建成投运。

据果洛州扶贫开发局局长仁内介
绍，该光伏扶贫项目预计年均发电量
4000万千瓦时，25年总发电量10亿千
瓦时。

青海果洛光伏电站

电网配套工程动工 3 月 27 日，
在河北邢台市宁
晋县麦迪人造草
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员工正在忙
碌 生 产 。 近 年
来，该公司专注
自主创新，已获
得 10 余项发明
专利，产品销往
116 个 国 家 和
地区。

近年来，宁
晋县着力推进企
业转型升级，积
极实施“百企转
型”工程，打造了
不少优质品牌。

赵永辉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