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就中俄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2 日 电 10 月

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 75 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俄互为最大邻国，

同为世界大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

建交 75 年来，双方从两国和两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

的基础上，推动中俄关系不断提质升

级，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

合 作 共 赢 成 为 两 国 关 系 最 本 质 的 特

征。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在我同普京总

统共同战略引领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双方政治互信持续加深，务实合

作成果显著，世代友好深入人心，为增

进两国人民福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

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作出

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俄关

系发展，愿同普京总统一道努力，以两

国建交 75 周年为契机，牢牢把握双边

关系前进的方向，不断拓展中俄全方

位务实合作，共同促进两国高质量发

展和现代化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

的贡献。

普京表示，值此俄中建交 75 周年

之际，谨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四分之三

个世纪前，我国在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并迅速同新中国建立起

密切的协作关系。俄中紧密、互利的关

系成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当前，俄

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双方在政

治、经贸、科技等各领域积极开展合作，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高效协作，共同致

力于构建公正的多极世界格局。我相

信，双方将全面落实我同习近平主席会

晤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进一步巩固俄中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促进欧

亚大陆及全球安全稳定。

习近平致电祝贺石破茂当选日本首相
李强向石破茂致贺电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2 日 电 10 月

1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石破茂，祝

贺他当选日本首相。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

水的邻邦。两国走和平共处、世代友

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之路，符合两国

人民根本利益。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

而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

共识，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致

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

定的中日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石破茂致

贺电，表示双方应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

础，加强友好、互信与合作，更好造福两

国人民。

切实用好“两新”支持资金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最新消息显

示，支持“两新”工作的 3000 亿元超长

期特别国债资金已全面下达。如何切

实用好资金、更好实现政策效果，成为

下一步推进“两新”工作的关键点。

实施“两新”工作各项举措，要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依靠市场提供多样化供给和服务，同时

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大财税、金融

等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强财政资金

保障，发挥激励引导作用。正因为此，国

家统筹安排 3000 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

国债资金，加力支持“两新”工作。

随着资金的全面下达，支持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加力措施

全面启动，有力拉动投资增长、释放消费

潜力，经营主体和广大消费者获得感明

显，既惠企又利民、既利当前又利长远。

“两新”资金投入大，涉及领域众多，

其中设备更新就包括工业、环境基础设

施、交通运输、物流、教育、文旅、医疗、能

源电力、老旧电梯等，具体工作较为复

杂。切实用好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关系到预期政策目标能否真正实现。

资金投入要突出时效。3000 亿元

资金已全面下达地方，各地应按照项目

实施进度及时拨付资金，保障相关项目

有序实施。根据规定，资金按照总体

9∶1 的原则实行央地共担，强化央地联

动，各地要积极安排配套资金，确保地

方负担部分落实到位。此外，多措并举

优化服务流程，畅通政策落实的“最后

一公里”，推动政策直达快享。

资金使用要从严监管。财政资金

不能成为“唐僧肉”，要确保用于支持“两

新”工作。各地应强化资金监管，规范资

金使用、保障资金安全，特别要严格按照

资金使用“负面清单”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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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资金挤占、挪

用，确保资金投向符合政策要求。

加强政策协同和部门配合。企业进

行设备更新，资金需求量较大，除了财政

支持，金融信贷也是一个重要资金渠道，

要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设备更新融资

提供更多便利，加大支持力度。人民银行

会同有关部门创设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

造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支持设备更新和

技术改造。同时，中央财政安排设备更新

贷款贴息资金 200 亿元。系列政策的推

出，有利于提高企业设备更新积极性。

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有效落实存

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

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当前，

进一步用足用好加力支持“两新”等各

项政策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各项资金，

充分发挥政策红利，将更有力推动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

□ 金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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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生产活动加快

、企业经营有所恢复

—
—

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回升

本报记者

熊

丽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9 月

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比上月

上升 0.7 个百分点；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0.4%，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我国经

济景气水平总体有所回升。

经济运行积极因素增多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表示，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稳定在 49%以上的水

平，较上月明显上升。分项指数变化显示，

市 场 供 需 同 步 回 升 ，大 中 小 企 业 均 有 改

善。综合来看，当前经济中的积极因素积

聚，经济运行向好。

9 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为 51.2%，比

上月上升 1.4 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

制 造 业 生 产 活 动 加 快 。 新 订 单 指 数 为

49.9%，比上月上升 1.0 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继续领

跑。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

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3%和 52%，比上月上

升 1.3 和 0.8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良好发展

态势；消费品行业 PMI 为 51.1%，比上月上

升 1.1 个百分点，景气度明显回升。

制造业运行的另一个亮点是，大中小

企业均较上月有所改善。9 月份，大型企业

PMI 为 50.6%，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

中、小型企业 PMI分别为 49.2%和 48.5%，比

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大、中、小

型企业生产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小

型企业生产指数 5 月份以来首次升至临界

点以上。

“9 月份 PMI 指数出现回升，既有一定

季节性因素，也表明中国经济初显回稳态

势。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回升，反映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有所恢复。”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

非制造业运行保持平稳

9 月 份 ，非 制 造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为

50%，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其中，服务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 49.9%，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略低于临

界点，服务业业务总量与上月基本持平。建筑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 50.7%，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继

续保持扩张。

金融活动继续活跃，银行相关金融机

构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货币金融服

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 2 个月环比上升，

且连续 2 个月位于 55%以上。建筑业活动

持续保持扩张，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

月小幅上升 0.1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 50%

以上，房屋建筑和土木工程建筑活动均保

持在扩张区间；居民线下和线上实物消费

保持平稳，零售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 3 个

月环比上升，9 月升至 51%以上；邮政业商

务活动指数连续 3 个月环比上升，连续 2 个

月在 60%以上。

中 国 物 流 信 息 中 心 专 家 武 威 表 示 ，

国庆假期将再次带动服务消费相关活动

明 显 回 升 。 同 时 ，提 振 消 费 仍 是 扩 大 国

内 有 效 需 求 的 重 点 工 作 ，四 季 度 各 项 政

策措施将继续发力促消费。

四季度经济将稳中趋升

9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0.4%，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扩张区

间，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

有所加快。构成综合 PMI 产出指数的制

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

别为 51.2%和 50%。

文韬认为，当前稳经济存量政策效果

持续显现，增量政策效应陆续释放，市场供

需同步回升，经营主体预期稳定，经济稳定

运行基础逐渐巩固。

“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了

稳经济、强调控、助企业、提信心、惠民生

等一系列重点工作，为后期经济注入了强

劲动能。随着三季度短期季节性扰动因

素衰减，传统市场旺季来临，加之诸多政

策协同发力，四季度经济将稳中趋升。”文

韬说。

武威认为，非制造业稳定向好恢复基

础有望进一步巩固。一方面，节日消费和

市场自发动能的积聚，有望带动四季度消

费和投资相关活动恢复向上；另一方面，随着财政政策和货

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的逐步增强，各项政策协同发力，效

果将逐步释放，有效提振市场信心。

国 潮 服 饰 走 俏 市 场
——假期市场热点见闻②

本报记者 李 景

国 庆 假 期 ，在 浙 江 杭 州 街 道 上 ，

身 着 丝 巾 披 肩 、马 面 裙 、旗 袍 、宋 服

的 游 客 随 处 可 见 。 以 丝 绸 为 代 表 的

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国潮、国漫、国风

等“ 新 中 式 ”潮 流 元 素 ，带 动 各 类 服

装 服 饰 出 新 出 圈 ，带 火 国 庆 消 费

市场。

作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濮

绸有着“天下第一绸”美誉。国庆节前

夕，浙江桐乡濮绸织造技艺非遗传承

人冯继延开发设计的濮绸马甲成为年

轻 人 追 捧 的“ 国 潮 ”单 品 ，销 量 非 常

火爆。

相较于普通马甲，濮绸马甲在设

计上融合了“百子图、丝绸之路、濮川

八景”等传统文化精髓，色彩上也不

再局限于传统中式服装的黑红金色，

更 显 时 尚 潮 流 ，每 件 单 品 都 像 艺

术品。

濮绸衍生品也成为国庆期间的热

销 商 品 。 嘉 兴 桐 乡 濮 院 时 尚 古 镇 的

万 锦 堂 生 活 馆 销 售 的 一 款“ 濮 绸 面

膜”很受欢迎。“这是我们今年推出的

新产品，目前试推广期间已卖出 10 万

片。”冯继延表示，千年濮绸重回大众

视线，让非遗国潮有机会走向世界。

国庆节前夕，一场中式走秀在台

州市椒江区葭沚老街上演，展示台绣

非 遗 特 色 服 饰 的“ 台 绣 院 ”同 步 开

院。伴着老街的复古建筑，刺绣与现

代服饰相互交融。“之前觉得刺绣服

装跟日常生活有距离感，看了走秀，

发现很多服装都很生活化，买衣服又

多了一个选择。”椒江市民刘依妮当

天就购买了心仪的台绣中式长裙。

（下转第二版）

博 物 馆 数 量 从 21 个 到 6833 个
——文化事业繁荣兴盛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

生了历史性变革。全国公共图书馆和博

物馆数量从 1949 年的 55 个和 21 个，发展

到 2023 年末的 3246 个和 6833 个。

文化建设成果丰硕，丰富了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发起全民族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

了磅礴精神力量。

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已成为人民美

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公共文化

服务，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改善人民生

活品质、补齐文化发展短板的重要途径。

回望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极其短缺、文化活动极其匮乏。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进一步提高文化服务质量。

——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颁布实施，《关

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

见》《国 家 基 本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指 导 标 准

（2015—2020 年）》等文件印发，加速推动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

——设施体系不断完善。一方面，持

续推进基层文化设施发展；另一方面，提

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便捷性和实效性。截至

2023 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246 个，

图书总藏量 14.4 亿册。

——群众性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形

成了乡村“村晚”等一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品 牌 ，参 加 人 数 不 断 创 新 高 。 据 统 计 ，

2023 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共举办

2 万余场，参与人次约 1.3 亿。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显著

9 月 13 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浙江衢州

皇朝墩遗址、江苏兴化草堰港遗址、河南

方城八里桥遗址等 3 项考古最新进展呈现

在世人面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取得丰硕成果，

8800 多项考古发掘项目陆续实施，良渚、

陶寺、石峁、二里头、殷墟、三星堆等重大

考古取得新发现，边疆考古、水下考古稳

步推进，科技考古、公众考古、涉外考古快

速发展。

文物、古籍、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全人类的

共同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四梁八柱”不断完

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不断迈上新

台阶。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 10 万余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 1557 项，43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数量居

世界第一。

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

今年暑期，博物馆热度居高不下。据

统计，截至今年 8 月底，全国 6833 家博物

馆接待观众 9.4 亿人次，参观博物馆成为

社会新风尚。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金瑞国

说，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丰

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气、底气，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

中华文化不仅滋养着中华儿女的心

灵，也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从配合元

首外交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主场外交，一系列重

大文化活动成功举办，到北京冬奥会、成都

大运会、杭州亚运会，文物元素串联起文明

印记，“中国式浪漫”吸引全球目光。随着

“欢乐春节”“美丽中国”等品牌活动持续举

办，中国故事正在变得更为生动，中国形象

更加鲜活，中华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 本报记者 张 雪

10月 2日，湖北省阳新县王英镇天空之城景区游人

如织。国庆假期前两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高位

运行，各地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和应急管理等工作。

周 巍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