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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8月，在党中央部署下，各地各部门陆续出

台一系列促发展的政策举措。记者近期走访

发现，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全国各地鼓足干劲、

真抓实干，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效果持续显

现，发展信心和动力不断增强。

头戴小黄帽、手拿小铲子，小朋友们三五成群地
在沙坑里玩耍……自从考古发掘研学课程推出后，
这便成为暑期陕西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常见
景象。

暑期研学游高峰时，公园考古探索中心日均接待
量超过700人次。陕西历史博物馆日均参观人数达
1.2万人次，大唐不夜城日均客流量达30万人次。

不断攀升的数字见证了陕西省暑期旅游市场的
火爆，背后是当地一系列优化消费环境的举措：延长
多家博物馆开放时间，整顿旅游市场不规范经营，各
大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福利，财税金融等政策红利向
文旅企业倾斜……

放眼全国，消费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出
游、看演出、观影成为暑期三大热门消费场景。数据
显示，7月1日至8月21日全国铁路暑运已累计发送
旅客7.01亿人次；暑期档演出市场票房超过30亿元，
今年中国电影市场暑期档票房已突破200亿元。

消费市场持续释放活力，离不开从中央到地方一
系列政策支持。北京市启动新一批“京彩·绿色”消费
券发放；郑州市第二批2000万元汽车消费券开始校
验；福建省出台9条措施进一步促消费扩内需……

【记者观察】在当前需求仍然不足的形势下，恢
复和扩大消费被摆在优先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近
期发布《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以来，各地纷纷
推出促消费政策举措，覆盖旅游、汽车、餐饮等多个消
费重点领域，以“真金白银”激发消费市场潜力。随着
各地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消费这驾“马车”将
为推动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持续释放动能。

暑期旅游等消费明显回暖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内，基蛋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体外诊断仪器及试剂产业
化基地施工正如火如荼，预计2024年实现一期投
产。相距不过14公里，基蛋生物二期、三期项目也同
步在建。

“作为南京市重大项目，我们实现投产后将年产
体外诊断试剂5亿人份，临床检验仪器2万台。”基蛋
生物副总经理王占柱说，近期国家不断出台支持政
策，大大激发了民营企业干事创业的热情，公司对未
来充满信心。

8月份以来，针对民营企业面临的痛点、堵点、难
点，从中央到地方密集推出系列政策举措，旨在激发
民间投资活力，鼓励企业敢闯、敢投、敢担风险。

浙江省出台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2条措
施，提出向民营企业推介“三张项目清单”，为民间资
本更好了解和参与重大项目提供平台；广州市出台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20条措施，提出建立“无事不
扰、有求必应”企业服务工作机制等；深圳市针对备受
民营企业关注的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合法权益、清理
拖欠企业账款等方面，提出20条精准有力举措……

【记者观察】民间投资是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环
节。近期，在宏观调控加大力度的同时，一批稳预期
的举措陆续推出，提振市场信心。记者从各地了解
到，在一些省市级重大项目中，民营企业积极参与

“5G+”、新基建、“东数西算”、数字基础设施等重要领
域项目，与国家战略、地区发展“同频共振”。

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之前首付压力较大，我们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置
换新房。8月南昌市首套房首付比例下调到20%，我
们果断出手卖掉旧房，在青山湖区九龙馨苑购置了
一套200多平的新房。”正忙着装修的聂女士告诉记
者，当地出台的楼市新政帮她节省了近10万元的首
付款。

8月以来，各地购房者频频收到利好消息：江西
省南昌市发布涉及土地出让、新房购置等方面的15
项楼市新政；厦门市二套房首付比例降至40%；嘉兴
市全面取消限购限售；郑州市推出多子女家庭购房补
贴等15项利好政策……

“楼市新政主要释放刚需和改善需求，有助于激
活提振潜在住房消费需求。”南昌市住建局开发管理
科科长杨伟介绍，自8月17日南昌市推出楼市新政
后，17日至23日7天全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面积，较
17日之前7天环比增长4%。

近段时间，相关部门陆续释放地产领域积极政策
信号：8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在部署下半年工作时明
确提出“继续引导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下
行”；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给出了“认房不
认贷”政策具体实施标准；财政部还公布了两项针对
房地产市场的税收优惠政策。

【记者观察】自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提出“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
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以来，各地各部门
优化政策出台频率明显加快，针对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随着政策效应不断释放，
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态势将进一步筑牢。

多地房地产政策迎来优化调整

挂着“欢迎回家”横幅的10多辆大巴陆续驶进
村庄。刚停车，村民们便迫不及待地扛起装满锅碗
瓢盆、被褥铺盖的大包小包下车，奔向自己熟悉的
家园。

在天津市静海区东淀蓄滞洪区的转移安置人
员陆续回迁的同时，位于河北省涿州市的杨林食品
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正在快速运转，公司负责人
杨运强正忙着安排生产任务。

8月，京津冀等多地因暴雨洪涝灾害遭受损
失。“受灾后我们很快拿到了保险公司预赔付的
200万元，这几天还会拿到324万元的预赔付尾
款。”杨运强说，这笔钱是雪中送炭，能解决目前流
动资金困难，帮助企业快速复工复产。

在黑龙江，尚志市组织机械、人员，加快水毁设
施修复；在河北，衡水市饶阳县留楚镇赵留吾教学
点内，教室地面已全部重铺完毕并进行了消杀；在
吉林，舒兰市正加快受损民房修缮重建工作，确保
受灾群众温暖过冬……8月以来，各地和有关部
门，多措并举加快灾后重建，千方百计保障好受灾
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生产生活正常运转运行。

【记者观察】多地灾后重建工作当前正有序开
展，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企业抓紧复工复产。
在灾区一线采访，记者深切感受到当地基层干部和
百姓重建家园的热切，大家正众志成城，投身重建
家园。

灾后重建稳步推进

观察之4

“现在玉米正是灌浆期，洪水退去后容易出现
病虫害，要适时施用防病害药物。”在黑龙江省依兰
县江湾镇土城子村，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耕作栽培
研究所副所长钱春荣站在地头，仔细叮嘱农民田管
注意事项。

8月初，强降雨造成黑龙江一些农田受灾。黑
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组成13支科技包联专家组，分
赴多地开展科技助农服务。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在这个秋粮
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农
业农村部派出10个工作组和24个科技小分队
赴受灾一线，有关部门紧急下达 7.32 亿元农业
生产防灾救灾资金，财政部安排24亿元支持北
方14个省份对玉米大豆等秋粮作物实施“一喷

多促”，灾区完成改种补种短生育期作物8.4 万
亩……

国家统计局23日数据显示，今年我国早稻获
丰收，总产量达到 2833.7 万吨，比 2022 年增长
0.8%。目前，全国晚稻栽插已结束，除部分晚秋
作物外秋粮面积已落实。除局部灾区外，全国大
部地区秋粮作物长势良好，南方中晚稻长势明显
好于上年。

【记者观察】当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
一个月左右，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秋旱、秋涝、台
风、霜冻、病虫害等多个关口，抗灾夺丰收任务依然
艰巨。相关部门正采取超常规措施，全力以赴确保
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打好秋粮稳产“保卫战”

观察之5

8月15日，首个全国生态日。在福建省三明
市将乐县的签约仪式现场，来自上海的企业与将
乐县的两个村签约了价值30万元的2万吨林业
碳票。

将乐县墈厚村党支部书记汤思清算了一笔账：
卖出8013吨碳汇，每吨价格15元，村集体收入一
下增加了12万多元。“青山绿水变成了真金白银！”
汤思清感叹道。

8月以来，“绿色引擎”不断发力。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
实施方案》，促进形成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山

东省烟台市举办2023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大会，
33个项目现场签约；云南省出台工业领域碳达峰
实施方案，聚焦7个重点行业……通过高水平环境
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已成为各地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记者观察】一张薄薄的碳票，生动彰显“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排排光伏板、一台台
风机持续并网发电，让我国经济发展动力更“新”更

“绿”更足。青山“变现”、绿水“流金”，高品质生态
环境有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引擎”激活发展新动能

观察之6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7月25日，收割机在柳州市柳江区穿山镇林寺村的稻
田中收割早稻（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黎寒池 摄）

8月18日，在杭州市临安区昌化镇，游客身着传统服
饰打卡“唐昌之夜”主题文化节。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8月29日，在2023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大会装备展
上，参观者在观看中国环流三号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模型。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88月月1818日无人机航拍的杭州市昌化日无人机航拍的杭州市昌化
镇昌化溪夜景镇昌化溪夜景（（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昱徐昱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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