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2月2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王文珏 周艳

电话:(0531)85193629  Email:guoji@dzwww.com时事4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12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阿塞拜
疆飞机失事造成人员伤亡向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俄罗斯总统普
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阿塞拜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失事，造成人员伤
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
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综合新华社12月26日电 阿塞拜疆26日举行全国哀悼日活动，
悼念阿塞拜疆航空公司客机失事遇难者。
　　悼念时间为当天中午12 时，全国默哀一分钟。首都巴库和各州
均降半旗致哀，马路上所有车辆也都暂停行驶。
　　25 日，一架从阿塞拜疆巴库飞往俄罗斯格罗兹尼的客机在哈萨
克斯坦西部城市阿克套近郊坠毁。机上共有62 名乘客、 5 名机组人
员，其中38人丧生。
　　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25 日签署命令，宣布 26 日为全国哀
悼日。
  据哈萨克斯坦国家通讯社25 日晚报道，哈萨克斯坦交通运输总
检察官铁木尔·苏列伊门诺夫说，已找到失事客机的黑匣子。
  据哈萨克斯坦腾格里新闻网26 日报道，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议
长阿希姆巴耶夫当天在议会会议上表示，25 日发生的客机失事原因
未知。
　　阿希姆巴耶夫说，目前尚不清楚客机失事的性质和原因，哈萨克
斯坦、阿塞拜疆和俄罗斯有关机构代表均参与调查。外界从照片中得
出的结论只是毫无依据的猜测。

就阿塞拜疆飞机失事

习近平向相关国家
领导人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12 月 26 日电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组织编写
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
习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
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大
局”，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对统战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推动统战
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呈现出团结、奋进、开
拓、活跃的良好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史的智慧结晶，是新时
代统战工作的根本指针，推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在坚持“两个结
合”中开辟了新境界。《读本》共分12 章，从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
法宝作用、做好各领域统战工作、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等
方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
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作了阐释。
　　《读本》的出版，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全面、深入、系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磅礴
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

重要思想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 日电（记者 温竞华 徐鹏航）国家医保
局26 日发布消息，截至12 月 9 日，全国所有省份已将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共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参保人可通过线上途径绑定近亲属
关系，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共济。
　　2021 年，国办印发文件，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从职工
本人，扩大到其参加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子女”；今年7月，
国办再次印发文件，进一步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亲属的范围由
“配偶、父母、子女”，扩大至其参加基本医保的“近亲属”，共包
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2024 年1月至11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共济3 . 25 亿人次，比1月至10月增长0 . 42 亿人次；共济金额444 . 53 亿
元，比1月至10月增长75 . 45 亿元。
　　从共济地域看，同一统筹区（通常是同一个地市）内共济3 . 00
亿人次，共济金额393 . 17 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济2536 . 01 万人次，
共济金额51 . 36 亿元。
　　从共济用途看，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
医疗费用343 . 08 亿元，用于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
用20 . 72 亿元，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74 . 80 亿元。 9 月
份进入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后，9 月、 10 月、 11 月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金额分别达到12 . 28 亿元、
27 . 51 亿元、 30 . 21 亿元。
　　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共
济，跨省共济工作正在推进中。

摸清家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出炉———

GDP调增，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上接第一版）保证民工子女有学上、上得起学；
在上海，嘱咐希望工程继续努力……
　　一路走来，习近平身体力行，传递真情和温
暖，用“希望”的光芒照亮莘莘学子成长成才之路。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希望工程在助力脱贫
攻坚、促进教育发展、服务青少年成长、引领社会
风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强调，各级党政
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各界人士都要大力支持、积
极参与希望工程。
　　35年来，平均每天有580 多名困难孩子得到
希望工程资助。希望工程锲而不舍地追求一个朴
素目标：让每个孩子不再因为贫穷而失去课堂。

“不能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

　　“看到来信，我回想起20 年前为你们学校培
土奠基的情景。”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四川省南充市
嘉陵区之江小学的学生们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
情真意切的回信。
　　之江小学的前身是半山腰上的一所山区小
学。山高路陡、校舍老旧，学生上学要走很远的山
路，一些孩子天不亮就得出门上学。
　　2004 年初，在国家东西部协作机制下，之江
小学成为浙江在南充援建的160 多所希望小学
之一。那年5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
这里为学校奠基，殷殷嘱托“要把这座学校建好，
让山村里的孩子早日成才”。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如今的之江小学图书
室、种植园、塑胶跑道等硬件设施一应俱全。校
园内，一块镌刻“感恩”二字的大石头格外醒
目，上面还有两排小字：“浙江省对口援建，铭

记2004年5月17日”。
　　贫困落后地区、生活困难家庭的孩子教育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肠挂肚。
　　“我到一些贫困地方去看，有的孩子都七、八
岁了，还在家里待着，没有上学。贫困地区教育一
定要搞上去，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让他
们有受教育的机会，有上大学的机会，再过十年
八年能够成为致富能手，起码有本事挣到饭吃，
不至于再过穷日子。”
　　2018 年农历新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考
察。当要离开村子的时候，两个彝族小朋友大声
喊道：“习爷爷，再见。”总书记向他们挥挥手说：

“小朋友，再见”，并对随行的有关负责同志说：
“小孩的教育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孩子家外墙上用彝语和汉语书写的标语好
像为这一幕做了生动的注脚———“江河流不尽，
知识学不完”。
　　“孩子有没有学上”“孩子书读得怎么样”“孩
子在哪里上学”……这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走村
入户、访贫问苦时，看到家里有孩子就悉心询问。
他一遍遍强调“让贫困地区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
良好教育”“下一代要过好生活，首先得有文化”。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聚焦
教育扶贫，拓展帮扶内涵，也是希望工程的不懈
追求。
　　安徽省金寨县，是我国第一所希望小学所在
地，也是“大眼睛”苏明娟的家乡。改变“大眼睛”
们命运的希望工程，正是从这里“萌发”。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金寨考察，
走进贫困户陈泽申家。听说陈泽申的孙子即将高
考，总书记问起孩子的学习情况，强调要做好教

育扶贫，不能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教育跟不
上世世代代落后，学一技之长才能有更好保障。
　　如今，陈泽申的孙子已大学毕业留在合肥工
作。金寨县希望小学也从“蜗居”于祠堂变为拥有
两个校区、数栋校舍的现代化学校。
　　“总书记所说的‘不能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
上’让我深有感触，教育给予‘志’与‘智’在贫瘠
土地生根发芽的可能和空间。”从希望工程的受
益者到践行者，“苏明娟助学基金”的发起人苏明
娟见证了山区“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蝶变。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教育帮扶及希望工
程的使命也从“救助”向“救助－发展”转变，从物
质到精神，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让农村孩子同
等享受充满生机的教育，拥抱更多人生出彩的
机会。
　　知识托举人生，教育点亮希望，这不仅改变
了无数个“大眼睛”的命运，也承载和托起了教育
强国与民族复兴的梦想。

  “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播种

新希望”

　　走进陕西省铜川市照金镇北梁村，群山环抱
中，几座红色教学楼格外醒目。书声琅琅、欢声笑
语，让这里充满朝气。
　　数十年前，这所学校校舍破败，学生冬天上
学还得自备火盆取暖。2000 年，这里重建为北梁
希望小学。十多年后，新建教学楼，希望工程再次
捐赠100万元。
　　2018 年儿童节前夕，听说学校即将恢复为完
全小学，孩子们在校能喝上直饮水、洗上热水澡，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高兴，给孩子们回信，鼓励大

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将
来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滋养着幼小的心灵，孕
育着无边的梦想。要当科学家、解放军、医生……
每每说到梦想，小伙伴们总是可以谈论很久。
　　如今，学校更名为照金北梁红军小学。教学
楼楼顶上“托起明天的太阳”七个大字十分醒目。
这也正是对希望工程的生动诠释。
　　爱心托举希望，希望成就未来。
　　截至2024 年 10 月底，全国希望工程共援建
希望小学21141 所，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750余
万人。千千万万个孩子因希望工程的帮助，心怀
感恩、努力学习，书写着更美好的明天。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2019 年 4 月，冒着早春细雨，习近平总书记
沿着蜿蜒的山路，辗转3个多小时来到重庆市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
　　“支教多长时间了？”“现在工资水平和县城
或者其他地方比怎么样？”“多长时间能回一次
家？”……中益乡小学操场上，习近平总书记暖人
心扉的关怀，让老师们倍觉亲切。
　　当听到教师马影翠曾是中益乡小学学生，大
学毕业之后选择回到母校教书育人，总书记高兴
地说：“我就希望看到有这样扎根这里的一批乡
村教师，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家乡培养这些
优秀的后代。”
　　沿着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希望工程教师培
训”项目努力提高农村小学教师的教育教学水
平；“希望乡村教师”项目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志
愿者支教，将更丰富多样的课堂跨越群山、送入
村小……
　　植根尊师重教传统，希望工程坚持既“走出

去”又“请进来”，以多种举措为学校和教师赋能，
不断拓展这一以助学为宗旨的公益项目新的
维度。
　　在希望工程助力下，越来越多乡村教师耕耘
在希望的田野，更好地帮助孩子们开蒙启智、筑
梦未来。
　　2007 年，上海希望工程倡议“捐建希望工程
红军小学”，得到市民积极响应，涌现出许多动人
故事。老革命方耀熊夫妇一生简朴，却拿出全部
积蓄100 万元奉献爱心；退休职工浦幼源卖掉了
自己的一处住宅，捐出25万元援建学校……
　　围绕这项工作，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作
出重要批示，叮嘱“把实事做实，好事办好”，并称
赞“上海市的希望工程工作十数年如一日，聚沙
成塔，集腋成裘，成效明显”。
　　沙石虽小，汇聚夯实可成巍巍巨塔；微光虽
弱，万千集聚终能璀璨闪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希望工程“架
起了爱心互助和传递的桥梁”。
　　截至2024 年 10 月底，全国希望工程已累计
接受捐款229 . 64 亿元。数字背后，是亿万善举的
汇聚，更是爱心希望的绵延。
　　“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关注和支持希望工程，
让广大青少年都能充分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
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希望工程实施30 周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的寄语情深意长，指引这项播种“希望”的
公益项目助力更多青春之花绚丽绽放。
　　追梦没有止境，护航希望的步伐就不会停
止。新时代新征程，更多温暖的故事将继续书写。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记者 黄玥
高蕾 徐壮）

全国所有省份已将职工医保

共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26 日
正式对外公布。这是我国新时代新征程上
一次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旨在全面调查
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掌握
国民经济行业间的经济联系，以及推进高
质量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发展在规模
总量、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安全保障、
绿色转型等方面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展
现出稳固的基础、强大的韧性和巨大的
潜能。

去年GDP核增33690 亿元

　　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国际通行做
法，国家统计局利用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数据和有关部门资料，并同步实施城镇居
民自有住房服务核算方法改革，对 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294272
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33690 亿元，增
幅为2 . 7%。
　　“普查修订后，2023 年国内生产总
值已经接近130 万亿元，经济总量稳居世
界第二，五年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平均在30%左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
最大增长源。”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
当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康义说，五年来，面对国际环境的深

刻复杂变化和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我国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开展科学有效
的宏观调控，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挑
战，综合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稳步推进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首次增加数字经
济发展状况相关内容。
  数据显示， 2023 年末，全国共有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291 . 6 万
个，实现营业收入48 . 4 万亿元，占全部
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比重
为10 . 9%。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稳步推
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国
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
华说，以数字产品制造、服务和应用为代
表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发
展质量不断提升。
　　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共有数字产
品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26 . 2 万个，占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总量的9% ，营业收
入20 . 5 万亿元，占比是42 . 3%。数字技术
应用业企业法人单位 1 4 3 万个，占比
49% ，营业收入 14 万亿元，占比 29% 。
2023 年，47%的规模以上企业应用了云计
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数
字技术。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当中，数字产
品制造业的营业收入占比较高，超过四
成；数字技术应用业的企业数量较多，接
近五成，体现出我国数字产品制造业的规
模优势和数字技术应用业的发展活力。”
王冠华说。

发展结构更优、动能更足

　　“五年来，我国产业升级发展态势未
改，区域发展协调性继续提升。”康义
说，服务业经营主体大幅增加，成为支撑
经济增长、促进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力量。
　　随着制造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
制造业保持较快发展。 2023 年末，全国
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达到404 . 8 万个，比
2018 年末增长23 . 8% ；制造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达到151万亿元，增长41 . 7%。
　　中西部地区经济占比也在提高，区域
协调发展实现新提升。 2 0 2 3 年末，中
部、西部地区拥有第二和第三产业法人单
位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比2018 年末提高了
1 . 4 个、 0 . 6 个百分点。
　　“五年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企业的创
新研发势头强劲，创新成果大量涌现。”
康义说，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
人单位发明专利申请量比2018 年增长了
65 . 1%。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科技成

果加快转化，产业高端化发展步伐加快。
2023 年末，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数量占
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比2018 年末提高2
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数量占
规模以上服务业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全国
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企业
达到15 . 8 万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和
服务业的比重超过五分之一。

推动普查数据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反映了高质量发
展进程，更好地掌握国民经济行业结构，
为全面客观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执行
情况、科学制定“十五五”规划以及中长
期发展规划提供重要支撑。
　　“目前，我们正在抓紧编辑制作《中国
经济普查年鉴（2023）》等普查资料，提供更
详实的普查数据，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国
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蔺涛说。
　　他表示，下一步将聚焦经济高质量发
展、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等经济社会发
展和统计改革的重点关注领域，组织科研
机构、大专院校等社会力量，深入开展课
题研究分析，深化普查数据共享与服务，
推动普查数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记者
潘洁 唐诗凝）

22002244 年年，，大大国国粮粮仓仓米米袋袋子子进进账账如如何何

全全年年粮粮食食收收购购88440000亿亿斤斤左左右右
　　一岁将尽，盘点家底，最要紧就是
“米袋子”。
　　在12 月 26 日结束的全国粮食和物
资储备工作会议期间，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局长刘焕鑫为我们盘点了“大国
粮仓”米袋子。

粮食收购量保持在较高水平

　　刘焕鑫预计今年粮食收购量将达到
8400亿斤左右，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
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加强粮
食收购工作组织协调，持续优化为农为
企服务，多措并举畅通农民售粮渠道，
确保粮食颗粒归仓。预计今年粮食收购
量将达到 8400 亿斤左右，连续两年稳
定在8000亿斤以上。
　　新季秋粮收购呈现进度快、购销
活、库存增的特点。截至目前，全国累
计收购秋粮超 3700 亿斤，较上年同期
快10%左右。南方地区中晚稻收购已接
近尾声，东北和华北地区玉米收购进入
春节前农户售粮高峰。
  从监测情况看，各类经营主体购销
活跃，东北地区玉米深加工企业开工率
保持在90%左右，基本满负荷生产。企
业建库存意愿增强，玉米商品库存稳步
增加，同比增长30%以上。
　　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托底作用有效
发挥。中晚稻上市以来，先后在河南、
江苏、黑龙江和安徽4省启动最低收购
价执行预案，共布设收储库点228 个，
总仓容 1136 万吨，目前已收购最低收
购价稻谷100 多亿斤，较好地满足了农
民售粮需求，稳定了市场预期。

粮油应急保障能力提升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截至目前，

全国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达6 . 8 万家，粮
油应急日加工能力170 多万吨，粮食应
急保障能力得到稳步提升。
　　针对 2024 年重特大自然灾害多发
频发等情况，全年向22 个省份调运中
央应急救灾物资59 批次、 92 . 4 万件，
是 201 8 年机构改革以来调运次数最
多、总量最大的一年，为高效应对低温
雨雪冰冻、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等突发
急需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焕鑫说，我国各种重大灾害呈多
发态势，必须坚持闻灾而备、闻令而
动，完善体系、强化管理、提升能力，
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
得上。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推进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
心建设，政府主导直接推动、市场机制
发挥作用、企业支撑应急保障的区域粮
食应急保障中心模式初步形成。

　　下一步，将加快推动《国家粮食应
急预案》出台，进一步完善粮食应急预
案体系，加强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建
设，组织开展粮食应急保障演练，动态
调整粮食应急保障企业，提升粮食应急
储运、加工、配送、供应能力。

大国储备“四梁八柱”

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大国储备，现代化的粮仓要看数量
规模，也要看绿色科技水平。目前我国
基本形成与粮食生产、储备和流通相适
应的粮食收储保障体系。
　　刘焕鑫说，从总量看，我国粮食仓
储设施规模逐年递增，有效满足粮食收
储需要。截至 2023 年末，全国粮食标
准仓房完好仓容超7亿吨，较2014 年增
长了36%。从仓型结构看，粮仓类型多
样，能够满足不同功能需要。

　　从仓储性能看，“十四五”以来，
国家新建和改造升级仓容超6500 万吨，
仓房气密、隔热等关键性能明显提升，粮
仓绿色储粮功效和性能不断升级。目前
全国实现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2 亿吨，
应用气调储粮技术仓容 5500 万吨。根
据调查，我国粮库粮食储藏周期内综合
损耗率控制在1%的合理预期范围内。
　　大国储备，离不开粮仓建设的硬
件，也离不开制度建设的软件。“党中
央、国务院出台了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等
方面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对涉及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的重大问题作出制度安
排。粮食安全保障法等相继颁布实施，
相关地方性法规陆续出台，保障粮食和
物资储备安全的法治手段更加有力。大
国储备的‘四梁八柱’制度体系基本形
成。”刘焕鑫说。
  （新华社北京12 月26 日电 记者
 王立彬）

      66月月44日日，，在在河河北北省省邢邢台台市市南南和和区区胡胡佃佃村村，，农农机机手手驾驾驶驶收收割割机机开开展展小小麦麦收收割割作作业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