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债权转让公告
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天津嘉颐实业有限公司、天津国开黄金制

品经营有限公司、新跃塑料软包装有限公司：
依据我公司与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12月7日

签署的《协议书》的约定，我公司与债务人签署的编号为JLXT2016100和
JLXT2016101的《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部分债权（具体指新跃塑料软包
装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4500万股吉林龙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权因执行生效判决在进行处置时能够确定的价值为限），以及对应
的（2019）吉01民初685号和（2021）吉民终447号《民事判决书》项下我
公司所享有的权利依法转让给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规定，我公司特将上述债权转让
事宜通知贵方，请在本公告通知之日起立即向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履行义务。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人：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2月12日

● 李 淑 芳
（220105197003092220）将温馨
花园A4号楼1单元303号房的购
房 合 同 遗 失 ，合 同 编 号 为

200312703953，声明作废。●朝阳区格派办公用品店
（92220104MACFF5956C）将公章
（2201042665480）遗失，声明作废。●吉林省瑞鹏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将“吉林省瑞鹏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双阳区医院地块B区（领尚国
际）棚户区改造项目B、D地块（二
标段）”项目章丢失，声明作废。●周子煜不慎将警官证丢失，
警号800710，声明作废。

吉林省安固士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91220100MA17RHLA4E），
将公章（2201962567242）、财务
专用章（2201962565406）遗失，

声明作废。●陈涛遗失长春工业大学人
文 信 息 学 院 学 生 证 ，证 号
22092402，声明作废。●张宇辰将长春工业大学人
文信息学院学生证遗失，学号
23033239，声明作废。●冯博浩将长春工业大学人
文信息学院学生证遗失，学号

23033805，声明作废。●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
院法学院贾正权将学生证丢失，学
号为22021108声明作废，●陈建禄将长春工业大学人
文信息学院学生证遗失，学号
200321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林天鹿天食鹿肉食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220581339920607U）已经
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贰仟万减至
到伍佰万，请各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
来本公司申报债权。公司住所：梅河口市新
合镇双胜村

联系人：夏女士
联系电话：15526625055

2023年12月9日

减资公告

吉林天鹿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220581339920578G）已经
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壹仟万减至
到伍佰万，请各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
来本公司申报债权。公司住所：梅河口市新
合镇双胜村

联系人：夏女士
联系电话：15526625055

2023年12月9日

减资公告

国网通化供电公司：

保障企业安全用电
近日，国网通化供电公司党委组建党员服务专班，深入辖区

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用电技术指导帮扶、设备巡视消缺等工作，

保障企业安全可靠用电。

今年以来，通化果仁、大米等农产品加工业迅速扩张。国

网通化供电公司党委坚决扛稳扛牢时代使命，打造服务三农新

高地。公司党委以党员示范岗为“点”，党员责任区为“面”，走进

农户、农村、农企，提供政策服务、用电服务、技术支持，形成了以

点带面、以面带全的供电服务网络。下一步，公司党委将持续发

挥电力先行官作用，推动党建、业务、服务深度融合，以更加可靠

的供电、更加优质的服务保障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高效发展，以

“满格电”助力吉林向农业强省不断迈进。（任政寰 姚锐函）

本报讯（秦玥 韩宇）日前，和龙市人民法院联合和龙市

司法局来到头道镇龙门村，依托“庭所共建”的协作模式，“法

治副主任”与“法律明白人”携手入村共普法，为村民呈上一

堂精彩的普法宣讲课。

活动现场，首先由“法律明白人”向村民宣传关于乡村振

兴、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基层治理等“接地气”的内容。随后

由“法治副主任”为村民讲解了民间借贷、婚姻家庭、担保物权

等典型案例以及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

农民群体树立遵纪守法观念。宣讲结束后，“法治副主任”和

“法律明白人”围绕村民反馈的矛盾纠纷，共同为其提供法律

咨询服务，携手展开矛盾化解工作，当场化解了10余件纠纷，

让群众不出门就能解决问题。村民们纷纷对此次的普法宣传

活动赞不绝口，并表示期待下次的法治宣讲课堂。

“法治副主任”与“法律明白人”携手入村共普法 拍卖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现有 4 台奥

迪 A6 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地点：长春市绿园区西安大
路 2766 号，时间 2023 年 12 月 17 日（周四）上午 10
点。联系人：张明，电话：1338449592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23年12月12日

依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2)京
0105执恢5744号执行裁定书，将鲁旭名下坐
落于德惠市建设办事处七区405栋3单元4层1
号的房屋，德惠市建设办事处七区405栋3单元
4层2号的房屋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拍卖
执行，依法应过户到赵润吉名下，我中心依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公
告作废产权人鲁旭吉德房权证建设办事处字第
10638445号房屋所有权证，吉德房权证建设办
事处字第10638443号房屋所有权证。

特此公告
德惠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23年12月8日

公 告

公 告
长春市瑞达汽车配件商店、长春市五星特种润滑油经销处分别成

立于1994年和1997年，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2004年2家企业均因
未按规定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该2家企业各有1处房屋在我中心征
收区域范围内，现需对2家企业进行征收补偿。请该2家企业开办单
位或股东在30日内与我中心联系相关事宜，逾期我中心将按法律程
序处理。

联系地址：长春市南关区惠民嘉苑6-9栋门市
联系电话：0431-81123025
联系人：郭先生

长春市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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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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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公告
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天津嘉颐实业有限公司、天津国开黄金制

品经营有限公司、新跃塑料软包装有限公司：
依据我公司与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12月7日

签署的《协议书》的约定，我公司与债务人签署的编号为JLXT2016100和
JLXT2016101的《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部分债权（具体指新跃塑料软包
装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4500万股吉林龙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权因执行生效判决在进行处置时能够确定的价值为限），以及对应
的（2019）吉01民初685号和（2021）吉民终447号《民事判决书》项下我
公司所享有的权利依法转让给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规定，我公司特将上述债权转让
事宜通知贵方，请在本公告通知之日起立即向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履行义务。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人：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2月12日

● 李 淑 芳
（220105197003092220）将温馨
花园A4号楼1单元303号房的购
房 合 同 遗 失 ，合 同 编 号 为

200312703953，声明作废。●朝阳区格派办公用品店
（92220104MACFF5956C）将公章
（2201042665480）遗失，声明作废。●吉林省瑞鹏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将“吉林省瑞鹏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双阳区医院地块B区（领尚国
际）棚户区改造项目B、D地块（二
标段）”项目章丢失，声明作废。●周子煜不慎将警官证丢失，
警号800710，声明作废。

吉林省安固士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91220100MA17RHLA4E），
将公章（2201962567242）、财务
专用章（2201962565406）遗失，

声明作废。●陈涛遗失长春工业大学人
文 信 息 学 院 学 生 证 ，证 号
22092402，声明作废。●张宇辰将长春工业大学人
文信息学院学生证遗失，学号
23033239，声明作废。●冯博浩将长春工业大学人
文信息学院学生证遗失，学号

23033805，声明作废。●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
院法学院贾正权将学生证丢失，学
号为22021108声明作废，●陈建禄将长春工业大学人
文信息学院学生证遗失，学号
200321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林天鹿天食鹿肉食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220581339920607U）已经
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贰仟万减至
到伍佰万，请各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
来本公司申报债权。公司住所：梅河口市新
合镇双胜村

联系人：夏女士
联系电话：15526625055

2023年12月9日

减资公告

吉林天鹿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220581339920578G）已经
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壹仟万减至
到伍佰万，请各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
来本公司申报债权。公司住所：梅河口市新
合镇双胜村

联系人：夏女士
联系电话：15526625055

2023年12月9日

减资公告

国网通化供电公司：

保障企业安全用电
近日，国网通化供电公司党委组建党员服务专班，深入辖区

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用电技术指导帮扶、设备巡视消缺等工作，

保障企业安全可靠用电。

今年以来，通化果仁、大米等农产品加工业迅速扩张。国

网通化供电公司党委坚决扛稳扛牢时代使命，打造服务三农新

高地。公司党委以党员示范岗为“点”，党员责任区为“面”，走进

农户、农村、农企，提供政策服务、用电服务、技术支持，形成了以

点带面、以面带全的供电服务网络。下一步，公司党委将持续发

挥电力先行官作用，推动党建、业务、服务深度融合，以更加可靠

的供电、更加优质的服务保障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高效发展，以

“满格电”助力吉林向农业强省不断迈进。（任政寰 姚锐函）

本报讯（秦玥 韩宇）日前，和龙市人民法院联合和龙市

司法局来到头道镇龙门村，依托“庭所共建”的协作模式，“法

治副主任”与“法律明白人”携手入村共普法，为村民呈上一

堂精彩的普法宣讲课。

活动现场，首先由“法律明白人”向村民宣传关于乡村振

兴、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基层治理等“接地气”的内容。随后

由“法治副主任”为村民讲解了民间借贷、婚姻家庭、担保物权

等典型案例以及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

农民群体树立遵纪守法观念。宣讲结束后，“法治副主任”和

“法律明白人”围绕村民反馈的矛盾纠纷，共同为其提供法律

咨询服务，携手展开矛盾化解工作，当场化解了10余件纠纷，

让群众不出门就能解决问题。村民们纷纷对此次的普法宣传

活动赞不绝口，并表示期待下次的法治宣讲课堂。

“法治副主任”与“法律明白人”携手入村共普法 拍卖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现有 4 台奥

迪 A6 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地点：长春市绿园区西安大
路 2766 号，时间 2023 年 12 月 17 日（周四）上午 10
点。联系人：张明，电话：1338449592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23年12月12日

依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2)京
0105执恢5744号执行裁定书，将鲁旭名下坐
落于德惠市建设办事处七区405栋3单元4层1
号的房屋，德惠市建设办事处七区405栋3单元
4层2号的房屋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拍卖
执行，依法应过户到赵润吉名下，我中心依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公
告作废产权人鲁旭吉德房权证建设办事处字第
10638445号房屋所有权证，吉德房权证建设办
事处字第10638443号房屋所有权证。

特此公告
德惠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23年12月8日

公 告

公 告
长春市瑞达汽车配件商店、长春市五星特种润滑油经销处分别成

立于1994年和1997年，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2004年2家企业均因
未按规定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该2家企业各有1处房屋在我中心征
收区域范围内，现需对2家企业进行征收补偿。请该2家企业开办单
位或股东在30日内与我中心联系相关事宜，逾期我中心将按法律程
序处理。

联系地址：长春市南关区惠民嘉苑6-9栋门市
联系电话：0431-81123025
联系人：郭先生

长春市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新华社河内12月11日电 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之

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喜

欢的典故》第二季（越文版）11日起在越南播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

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和经

典名句，生动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

蕴和人民至上、家国天下的深厚情怀，提炼阐

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越文版）11

日起在越南数字电视台播出，并在其新媒体

平台VTC Now同步上线。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越文版）在越南启播

读懂新时代中国发展之变，数据最有说服力。

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14亿多中国人民团结奋斗、锐意进取，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我们通过10组数据，记录经济社会前进步

伐，展现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成

就，揭示中国道路成功的历史必然。

超过120万亿元：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

跃升

1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发展站在新

的更高历史起点上：

2013年至 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从

59.3万亿元增长到121万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经济总量达18万亿美元，稳居

世界第二位。人均GDP从43497元增长到85698

元。

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最近三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到

4.5％，高于世界平均增速2.5个百分点左右，在主

要经济体中居于前列。

10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发挥的“稳定器”和

“动力源”作用持续凸显。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

济的比重从12.3％上升到18％以上，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30％。

今年是中国经济从疫情冲击中恢复的第一

年。中国经济成功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

实现回升向好，前三季度GDP达913027亿元，按不

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全年预计能实现5％

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诸多

国际机构密集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巴奈特指出，

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引擎，贡献全球增

长量的三分之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负责人说，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我们有信心、更有能

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并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

界带来新动力、新机遇。

超4亿：世界上规模最大中等收入群体

10年间，中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00元

增加到36883元，形成了超4亿人的世界上规模最

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

10年间，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平均每年减贫1000多万

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数量，提前10年

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

目标，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了70％。

新时代以来，我国城乡差距逐步缩小，人民

生活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随着脱贫攻坚各项政

策落地和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2.88∶1降至2.45∶1。

当前，超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引领中国

消费市场实现“增量创新”。未来15年，中等收

入群体预计超过8亿，将进一步推动超大规模市

场不断发展。

44万亿元：消费“主引擎”动力强劲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

环。

2013年至202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从23.8万亿元增长至44万亿元，稳居全球第

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和全球第二

大进口市场。

中国经济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

境不确定性，着力锻造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

循环体系。近年来，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7

个年份超过100％。

2023年，电影暑期档票房首次突破200亿

元，观影人次5.05亿；中秋国庆假期全国国内旅

游出游人数8.26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71.3％；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200亿件……

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达到83.2％，其中三季度贡献率升至94.8％，消

费“主引擎”作用进一步凸显。

拥有14亿多人口、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

入群体，立足国内、扩大内需、畅通循环，这是中国

经济在新征程上攻坚克难、阔步向前的底气所在。

激发民间投资信心，提振汽车、电子产品、家

居等大宗消费，提高“一老一小”个税专项附加扣

除标准，实施“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坚持

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一系列举措助力增强国

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中国消费潜力较大，人口规模也较大，正处

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随着经济持续恢复

向好，中国总的消费趋势将持续向好。”国家统计

局副局长盛来运说。

1100万人以上：城镇新增就业连续保

持稳定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着千家万户。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工作，

切实把就业作为最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

程，近年来更是明确将就业作为保障民生的头等大

事，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持续强化

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就业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城镇新增就业规模显著扩大。2012年以

来，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连续保持在1100万

人以上；截至2022年末，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超1.4亿人。今年1至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109万人。

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在

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

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

目前全国基本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员全覆盖，

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10.6亿

人、2.4亿人、3亿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

保障体系。在连续多年上调基础上，2023年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再涨3.8％，有力增进了人民福祉。

42万亿元：外贸规模不断实现新突破

自2017年起连续6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地位、民营企业年度进出口规模所占比重首超

50％、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年均增长

8％……10年间，我国外贸不断实现新突破，2022

年进出口总值超42万亿元。今年前10个月，我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34万亿元。

建设贸易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重要目标之一。

从加快创新驱动、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到优

化外贸发展环境、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再到

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发展数字贸易……近年

来，瞄准贸易强国目标，一系列政策措施扎实推进，

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2020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22年跨境电商进出口

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数字贸易总规模再创历史

新高；2022年出口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至

14.7％，连续14年居全球首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庄芮表示，我国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纵深推

进，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

20.4万亿元：财政“蛋糕”日益壮大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我国财政

实力更加雄厚；适应经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财

政积极履行职能，分好用好财政“蛋糕”，有力促

进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财政“蛋糕”日益壮大。党的十八大以来，财

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全国财政收入从2013年

的约12.9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约20.4万亿

元。今年前10个月，全国财政收入达187494亿

元，同比增长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

室主任何代欣表示，1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稳步

推进、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做大财政“蛋糕”

的重要支撑。

财政支出方面，全国财政支出从2013年的

约14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约26.1万亿元，教

育科技、基本民生、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支出有

力有为。

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

性、灵活性、针对性；连续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

税收收入占我国GDP比重从2018年的17％左右

已下降至2022年的13.8％；保持必要财政支出

强度，较好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10年来，

财政宏观调控不断完善，财政保障更加精准有

效。

“雄厚的财政实力、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复杂

变局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和重要

抓手。”何代欣说。

1.3万亿斤以上：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

产增产

克服黄淮罕见“烂场雨”、华北东北局地严重洪

涝等不利因素影响，今年全国粮食再获丰收，总产

量13908.2亿斤，比上年增加177.6亿斤，连续9年

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近年来，面对国际粮价剧烈波动、农资价格高

企等形势，我国粮食生产稳产增产、14亿多中国人

的饭碗端得牢，为稳预期、稳物价提供了重要支撑。

我国着力稳住面积、主攻单产、力争多增产。

农业农村部推动南方省份发展多熟制粮食生产，实

施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加力扩种大豆油料。大

食物观逐步树立，各地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

在措施上，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物质基

础：严格耕地用途管控，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

线，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在政策上，加快健全机制保障：健全种粮农民

收益保障机制，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加快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严格省级党委和政府耕

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粮稳天下安。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奠定了坚实基

础，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3万亿元：科研经费创新高 创新驱动

显成效

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1万亿元增

加到 2022年的 3.0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

1.91％提升到2.55％；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

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至6.3％；研发人员总量

稳居世界首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

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与挑战，我国坚持创新在

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深入实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创新第一动力

作用日益凸显。

2022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155.7，比2021年

增长5.9％；自2015年以来年均增长6.5％。全

球创新指数排名大幅跃升，我国成为全球创新版

图中日益重要的一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

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

第11位，连续十年稳步提升，位居36个中高收入

经济体之首。

新经济蓬勃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2022年，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三

新”经济增加值为210084亿元，相当于GDP的比

重为17.36％，比2015年提高2.6个百分点。以

“三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形成，已成为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增强经济

活力的重要力量。

10年间，我国科技创新实力从量的积累迈

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基

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

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

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

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

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

行列。

58亿吨：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0年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了平均6.6％的经济增长，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

快的国家之一。中国超额完成到2020年碳排放强

度下降40％至45％的目标，累计减排二氧化碳58

亿吨，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积极稳定经济运行的同

时，全国上下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绿色低碳生

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节能降耗成效显著。2021年，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能耗比2012年累计降低26.4％，年均下降3.3％；

在此基础上，2022年，能耗比上年下降0.1％。

能源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截至2022年底，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10 年增长 2.8 倍、达到

12.7亿千瓦，占全部装机的49.5％；非化石能源

消费比重提高7.8个百分点、达到17.5％。能源

安全保障迈上新台阶，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

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不断完善。

创新发展走上新赛道，清洁能源产业形成全

球领先优势，高效光伏发电、大容量风电、“华龙

一号”核电、新型储能等新技术研发应用加快推

进，能源发展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污染治理成效继续显现。2022年，全国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

比上年下降 3.3％。地表水环境继续改善。

3641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至

Ⅲ类）断面比例为87.9％，上升3个百分点。

生态安全屏障继续巩固。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性治理，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

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10年来，全国累计完成

造林10.2亿亩，人工林面积稳居世界第一。

超600万公里：综合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全国综合交通网络的总里程超过600万公

里，其中铁路运营里程15.5万公里，公路通车里

程535万公里；港口拥有生产性码头泊位2.1万

个，民用颁证机场达到254个……

截至2022年底的数据，我国建成“全球最大

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交通基

础设施网络。

开通国际道路客货运输线路300余条，海

运服务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沿海国家，国

内航空公司经营国际定期航班通航62个国家

的153个城市，邮政快递通达全球220多个国家

和地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培育新优势，助

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补短板、锻长板，传统基建持续发力；促发

展、增后劲，新基建提供强大支撑。

截至今年10月末，5G基站总数达321.5万

个；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

速应用突破；5G由生产外围向核心控制环节延

伸……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光纤网络，建成全球

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

前所未有的“四横三纵”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

动脉正在形成；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装机规模最大、

资源配置能力最强的特大型电网已经建成……10

年间，在重大交通枢纽工程、水利工程、信息基础设

施、国家战略储备等方面，我国取得了诸多世界领

先成果，多个领域的基础设施水平实现跨越式发

展。（记者齐中熙 魏玉坤 申铖 陈炜伟 姜琳 潘德

鑫 邹多为 叶昊鸣）（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十 组 数 据 见 证 新 时 代 伟 大 成 就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

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全年粮食产量再创历

史新高。全国粮食总产量13908.2亿斤，比

上年增加177.6亿斤，增长1.3％，连续9年

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粮食播种

面积17.85亿亩，比上年增加954.6万亩，增

长0.5％。其中，全国谷物播种面积14.99亿

亩，比上年增加986.3万亩，增长0.7％；全国

豆类播种面积1.8亿亩，比上年增加174.3万

亩，增长1％。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表示，2023

年，尽管华北东北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但

全国大部农区光温水匹配较好，气象条件总体

有利于粮食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同时，

今年开展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

动，重点推广耐密品种，集成配套栽培技术，实

施效果明显。全国粮食单产389.7公斤/亩，每

亩产量比上年增加2.9公斤，增长0.8％。

据介绍，2023年，全国夏粮产量为2923

亿斤，比上年减少25亿斤，下降0.8％；早稻

产量为566.7亿斤，比上年增加4.3亿斤，增

长0.8％。全国秋粮播种面积稳中有增，大

部分地区灾情较轻，特别是北方旱地雨水多

墒情好，秋粮产量增加。上年长江流域部分

地区高温干旱导致秋粮减产，今年农业气象

年景正常，实现恢复性增产。

“2023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奠定了坚实基

础，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稳定全球粮食市场、维

护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王贵荣说。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邹多为）为了指引餐饮

企业开展绿色外卖服务管理活动、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建设，日前发布实施的《绿色外卖管理规范》推荐性国

家标准明确：外卖餐品经营企业应减少各种包装材料的用量，

用环保的材料替代，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

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

由中国饭店协会牵头制定的首个绿色外卖国家标准提出，绿色

外卖是指在外卖活动各环节，推广低碳理念，推行环境保护、资

源节约、循环低碳和回收利用，降低外卖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具体来看，规范主要围绕外卖餐品制作、外卖餐品供应和绿

色外卖管理优化三个环节，对餐品原材料采购，餐品加工、烹饪

与餐厅运营，餐品包装与材料使用，外卖配送、垃圾处理，绿色外

卖展示，绿色宣传、绿色质量管理等主要内容提出相关要求。

比如，餐品原材料采购方面，要求建立可追溯的供应链管

理体系，减少食材损耗；外卖包装方面，在满足包装功能要求

的前提下，选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小、资源能源消耗

少的包装；外卖配送方面，要求选择合理路线，科学装备，以减

少能源消耗等。

首个绿色外卖国家标准明确：

减少各种包装材料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