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二2024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二

农历甲辰年九月十三农历甲辰年九月十三
E C O N O M I C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D A I L Y

经济日报社出版经济日报社出版

今日 12 版

中国经济网网址：http://www.ce.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4 代号 1-68 第 15065 期 （总 15638 期）

吴邦国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 近 平 赵 乐 际 王 沪 宁 蔡 奇 丁 薛 祥 李 希 韩 正 等

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吴 邦 国 同 志 病 重 期 间 和 逝 世 后 ，习 近 平 李 强

赵 乐 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 医 院 看 望 或 通 过 各 种 形 式 对 吴 邦 国 同 志 逝 世
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

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第十

届、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委 员 长 吴 邦 国

同志的遗体，14 日在北京八

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吴 邦 国 同 志 因 病 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 4 时 36 分

在北京逝世，享年 84 岁。

吴邦国同志病重期间和

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

院 看 望 或 通 过 各 种 形 式 对

吴邦国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

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4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

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

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

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吴邦国

同志”，横幅下方是吴邦国

同 志 的 遗 像 。 吴 邦 国 同 志

的 遗 体 安 卧 在 鲜 花 翠 柏 丛

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

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

步来到吴邦国同志的遗体前

肃立默哀，向吴邦国同志的

遗 体 三 鞠 躬 ，并 与 吴 邦 国

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

问。胡锦涛送花圈，对吴邦国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

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吴邦国同志生前友

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0 月 14 日，吴邦国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前往八宝山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这是习近平与吴邦国亲属

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 10 月

14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印度

尼西亚总统佐科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你担任总统 10 年间

8 次访华，我同你 12 次会面，引领两国

开启共建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构建起全

方位战略合作新格局。你为中印尼友

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中方表示高度赞

赏。相信印尼新一届政府将继承对华

友好政策，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

持续迈向更高水平。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印尼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做好雅万高铁可持续运

营，打造更多合作亮点，让两国合作更好

惠及两国人民。明年是万隆会议召开 70

周年。中方愿同印尼共同弘扬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推动全球南方国家

团结合作，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

益，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发展、繁荣、稳定。

佐科表示，过去10年来，我同习近平

主席建立了深厚友谊，引领两国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和各领域互利合作取得重

要成果。感谢中方为印尼经济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雅万高铁成为双方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的典范。我相信，在印

尼新一届政府领导下，两国关系将继续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努力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引领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

林

晖

周

玮

史竞男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在党领导中国文艺为建设中华民族新

文化而奋斗的征途上，2014年10月15日召

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座继往开来的里

程碑。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和科

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繁荣发展

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新时

代文艺事业锚定价值航向，擘画宏伟蓝图。

十年探索奋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新时代中国文艺百

花园气象万千、硕果累累，展现出昂扬自

信的时代风貌。

把舵定向：“没有中华文
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2024 年 9 月 29 日晚，人民大会堂万

人大礼堂华灯璀璨、气氛喜庆。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 3000 多名观众一起

观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音

乐会，共贺新中国华诞。

从《黄河大合唱》《北京喜讯到边寨》

等经典旋律，到《新的天地》《新征程》等时

代华章⋯⋯透过一方舞台，山河壮阔的大

美图卷铺展开来，民族复兴的坚定足音铿

锵回响。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

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我们党

历来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坚持运用先进文

化引领方向、鼓舞士气、凝聚力量。

文艺工作座谈会清晰标定新时代文

艺的历史方位：“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

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

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

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高

度的历史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深入总结新时代文艺工作面

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要求，深刻回答事关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与时俱进推动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将党对文艺工作的认识

和实践提升至新的高度，为繁荣发展新时代

文艺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定航向、正导向，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

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

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谈创作、论方法，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

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

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讲品位、重艺德，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

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

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

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指出“学古不

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

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思想的光芒，照

耀新时代中国文艺事业崭新航程。

给耄耋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电影表

演艺术家牛犇写信，勉励他“继续在从艺做

人上作表率，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

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在贵州苗寨考察时叮嘱：“一定要把苗

绣发扬光大，这既是产业也是文化，发展好

了既能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同时也能

为产业扶贫、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考察时强

调：“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

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

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念之系之，系

统谋划、亲力亲为，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部

署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凝聚广大文艺工作

者始终与党同心同行，为文艺繁荣发展创造

良好条件、提供有力指导。

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

谋篇布局、把脉问疾，推动建立新时代文艺发

展政策体系，一项项关键政策密集推出——

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等文件发布，到全国性文艺评奖制

度改革、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等一系列文艺政策出台，破

立并举、激浊扬清，山清水秀、百花齐放的文艺生态逐渐形成。

（下转第三版）

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我国经济稳中有进

本 报 北 京 10
月 14 日讯（记者董
碧娟）国家税务总

局最新发布的增值

税发票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我

国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在工业运行、新动能产

业、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多

个领域呈现积极亮点。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

季度，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 3.6%。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5.3%，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发展向

好，同比分别增长 13.5%和 10.5%。高

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6%。

“两新”发展势头良好，9 月份提速

明显。前三季度，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

策带动下，全国企业采购机械设备金额

同比增长 6.5%，其中 9 月份同比增长

5%。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冰箱

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分别增长 10.2%和

6.5%；与家装相关的家具零售、卫生洁具

零售同比分别增长13.9%和10.5%。

共享设备资源

打造绿色工厂

宁波助企降碳显成效本报宁波 10 月 14 日讯（记者郁进东）日

前，浙江宁波出台空气压缩机效能提升计

划，提出到 2025 年推广一级能效空压机 2000

台以上，建设一级能效压缩空气站 100 个以

上，形成年节电能力 2 亿千瓦时以上，加快建

设绿色工厂，助力企业降碳增效。

在传统制造业中，压缩空气是仅次于电力

的第二大动力能源。目前，宁波市 90%以上的

规上企业使用空压机，年耗电量约占宁波工业

用电量的 8%。国网余姚市供电公司在开展企

业用电服务过程中发现，因为设备陈旧等问

题，不少企业自建的空压机是“能耗大户”。

为此，国网余姚市供电公司于 2022 年在

余姚市低塘街道塘创园小微企业聚集区建设

统一的高效空压站，通过集中供气的方式，为

入园企业供应压缩空气能，既帮助企业节省土

地、厂房成本，又提高了能效水平。

宁波川原精工机械有限公司是首批使用

共享压缩空气站的企业之一。该公司总经理

孙永强介绍，公司所有机械臂都是用空气能

完成上料和取料，每次刀具切割轴承后也是

靠压缩空气来冷却。国网余姚市供电公司综

合能源事业部负责人陈燃表示，集中建站共

享用气在降本增效上优势明显，大有可为。

如今，共享空压站在余姚市发展势头良好。位于牟山镇汽车零

件产业园区的牟山共享空压站于 2022 年投运，为园区企业集中供

气。河姆渡万洋众创小微园区的共享空压站也正在洽谈中。

前三季度进出口总值达 32.33 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外 贸 稳 增 长 有 基 础 有 支 撑
本报记者 顾 阳

海关总署 10 月 14 日发布数据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 32.33 万亿

元，同比增长 5.3%，创历史同期新高。其

中 ，出 口 18.62 万 亿 元 ，增 长 6.2% ；进 口

13.71 万亿元，增长 4.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运行总体平稳，

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外贸发展量增质优。”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表示，当前，内外部

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但我国经济的基本面

及市场广阔、韧性强、潜力大的有利条件并

未改变，随着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接续发

力，外贸发展的积极因素累积增多，四季度

进出口稳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我国货物进出口实现

了稳定增长，不仅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 32

万亿元，而且各季度外贸进出口值均在 10

万亿元之上，分别达 10.15 万亿元、11 万亿

元、11.17万亿元，这在历史同期也是首次。

从经营主体看，各类经营主体均保持较

高活跃度，民营企业表现尤为突出。据统

计，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17.78万

亿元，增长 9.4%，增速高出全国整体 4.1个百

分点，对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 93.8%。

目前，民营企业进出口占外贸总值的 55%。

此外，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9.53 万亿元，增

长 1.1%，连续两个季度保持增长。

从贸易市场看，我国贸易多元化发展

稳步推进。前三季度，我国与全球 16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增长。其中，对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5.21 万亿元，增

长 6.3%，占比提升到 47.1%；对 RCEP 其他

成员国进出口 9.63 万亿元，增长 4.5%，其中

对东盟进出口 5.09 万亿元，增长 9.4%。同

期，对欧盟、美国分别进出口 4.18 万亿元和

3.59 万亿元，分别增长 0.9%、4.2%。

从产品结构看，高端装备出口增长超

四成。前三季度，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11.03

万亿元，增长 8%，占出口总值的 59.3%。其

中，高端装备出口增长 43.4%，集成电路、汽

车 、家 用 电 器 出 口 分 别 增 长 22%、22.5%、

15.5%。此外，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3.13 万亿元，增长 2.8%。进口方面，原油、

天然气以及铁、铝等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

进口量稳定增加，集成电路、汽车零配件进

口实现较快增长。

王令浚认为，今年以来，外贸之所以保

持稳定增长，得益于供需两方面发力。需

求方面，外需回暖为我国出口创造了有利

条件；供给方面，我国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趋势明

显，创新让中国制造受

到更广泛的青睐。

理 性 看 待
部分数据波动

我国外贸发展整体

向好的同时，部分出口

数据也出现了一定的波

动 。 9 月 份 ，我 国 出 口 2.17 万 亿 元 ，增 长

1.6%，增速有所放缓。

“初步分析，主要是受一些短期偶发因

素影响。”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

司司长吕大良认为，首先，9 月份两次台风

接连在长三角地区登陆，导致船队排期顺

延，出口有所滞后。其次，受前段时间全球

航运不畅、集装箱短缺等影响，企业出货和

物流节奏有所调整。此外，去年同期出口

基数偏高也制约了今年 9 月份的同比增速，

“总的来说，9 月份出口增速放缓属于短期

内正常的数据波动”。

针对前三季度我国贸易顺差再次呈现过

大趋势，吕大良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

顺差，近期货物贸易顺差扩大的背后，既有我

国产业竞争力提升、出口韧性较强的因素，也

受到近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拉低了进口

值这些因素的影响。 （下转第三版）

提升覆盖全民的就业公共服务水平
金观平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制

度，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是深化就业

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日前发布的《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提出，健全

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

作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组成部

分，完备的就业公共服务有利于为劳

动者提供就业信息、提升劳动者职业

能力、畅通劳资沟通渠道等，进而改善

就业市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

度重视并有效推进就业公共服务制度

和体系建设，目前已建有 4400 多家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年均服务 1.1 亿

人次。

当前，我国就业市场一定程度上还

存在“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结构

性矛盾，就业公共服务区域分布不均、

发展基础不牢、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

题也需要引起重视。因此，有必要进一

步健全制度、优化体系，充分发挥公共

服务优势，缓解就业和用工矛盾。

《意见》提出，完善覆盖全民的就业

公共服务制度。完善制度，应提高服务

普惠性。当前，我国快递员、外卖员等

灵活就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多，大学生、

农民工和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就业压

力仍然较大，这些群体对就业服务尤其

是公共就业服务的需求旺盛，要在提供

合适就业岗位、维护合法劳动权益、构

建 和 谐 劳 动 关 系 等 方 面 提 供 普 惠 性

服务。

完善制度，应增强服务可及性。我

国基本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就业公共服

务网络，全国大部分街道和乡镇已经设

立就业服务窗口，但仍有部分劳动者想

要却得不到就业服务。要继续坚持基

层导向，在强化产业集聚区、人口密集

区就业服务的同时，及时推动服务向易

地搬迁安置区、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等

地延伸，高效服务各类对象。打破户

籍、区域和身份等方面的限制，建好“家

门口”就业服务站和零工市场，推行“大

数据+铁脚板”服务模式，保证服务资源

向基层下沉。

完善制度，还需进一步提升服务

的专业性。新就业形态催生了新的劳

动关系，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过去主

要针对传统劳动关系的就业公共服务

已不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这对服

务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

要提升服务人员专业能力，建设一支结

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服务队伍；用好信

息资源大数据，建好用好全国统一的就

业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促进数据共享，

为多元化的就业方式提供支撑。同时，

还可与市场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

扩大专业化服务供给，促进资源有效

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