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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精神

就我省当前阶段看，城乡差距大
最直观的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
距大，要贯彻落实好“抓好两端、畅通
中间”的工作思路，必须不断提高城
乡基础设施完备度和公共服务便利
度。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提出，要推
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高效配置，坚持
按实际管理服务人口规模配置公共
资源，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推
动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加快城
乡文化融合发展。这些重要论述明
确了优化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推进
方向和具体路径，是我们必须遵循的
工作要求、政治要求。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坚持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之一。近年来，我们坚持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每年集中办好
一批民生实事，各项民生事业发展
取得长足进步。但作为西部省份，
我省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欠发
达的基本省情没有根本改变，发展
不足仍然是最突出的问题。《决定》
提出，建立民生政策标准动态调整
机制，逐步提高城乡教育、社会保
障、医疗卫生等领域政策保障水平，
朝着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公平普惠
的目标稳步迈进。

民生路，没有终点站，要始终坚
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公共资源
是有限的，“撒胡椒面”不仅造成闲
置浪费，也难以提高服务质量，更造
成公共资源与人口的错配现象。要

坚持按照“基础设施围绕人口配、公
共服务跟着人口走”要求，推动公共
资源向县城和中心镇倾斜，集中力
量提升功能品质和辐射带动能力，
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做好教育、医疗、农村
养老等方面重点任务。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是填补“软落差”的重点领域
之一，要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建设城
乡学校共同体，努力让每一个孩子
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医
疗是填补“软落差”的另一个重点领
域，要发挥大城市大医院的引领带
动作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县城
覆盖、向乡村下沉。农村养老要完善
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让
城乡老人享有更加优质、更加贴心的

养老服务。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更深层次的

是文化融合发展。省委十二届四次
全会提出，到 2027 年，“农耕文明与
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
加快形成”。距离这一目标，我们还
有不小差距。就当前情况看，城乡
文化互鉴互促还不充分，乡村文化
价值挖掘和转化还不够，城乡“魂”
的融合滞后于“形”的融合，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任重道远。要统筹城乡
重要文化设施和文化项目建设，扎
实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促进
农村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让耕读传
家、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等乡风民风
焕发新气象。

（原载11月25日《四川日报》）

优化城乡公共资源配置
——四论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精神

■ 四川日报全媒体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
吴雨）中国人民银行27日发布消息
称，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通知，明确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目
标和重点，并提出支持民营经济的
25条具体举措，持续加强民营企业
金融服务，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经济
的支持与民营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相适应。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
见》，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
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全国工商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的通知》。通知明确，在总量
上，要通过制定民营企业年度服务目
标、提高服务民营企业相关业务在绩
效考核中的权重等，加大对民营企业
的金融支持力度，逐步提升民营企业
贷款占比。在结构上，要加大对科技
创新、“专精特新”、绿色低碳、产业基
础再造工程等重点领域以及民营中
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通知强调，要从民营企业融资需
求特点出发，着力畅通信贷、债券、股

权等多元化融资渠道。银行业金融
机构要加大首贷、信用贷支持力度，
积极开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服务，不
盲目停贷、压贷、抽贷、断贷。优化民
营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机制，鼓励
和引导机构投资者积极科学配置民
营企业债券。支持民营企业上市融
资和并购重组，发挥区域性股权市
场、股权投资基金对民营企业的支持
服务作用。通过提升经常项目收支
便利化水平、完善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政策、优化跨境金融外汇特色服务，
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引进来”。

通知提出，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
工具、财政奖补和保险保障等措施，
提升金融机构服务民营经济的积极
性。加强部门合作，完善信用信息共
享、融资担保、便利票据贴现、应收账
款确权、税收等配套政策和机制。各
地金融管理、发展改革、工信、财税、
工商联等部门加强沟通协调，提升政
策实效。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中
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将指导金融机构
抓紧落实通知要求，制定具体实施细
则。同时，加强统计监测和政策效果
评估，确保政策惠及民营企业。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推出
25条举措加强民营企业金融服务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
魏玉坤）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7.8%，降幅较1
至9月份收窄1.2个百分点，今年3月
份以来利润降幅逐月收窄。其中，10
月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7%，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工业
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工业企业累计营收转为增长。1
至10月份，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0.3%，由1至9月份同比持
平转为增长。其中，10月份规上工
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增
速较9月份加快1.3个百分点，连续4
个月回升。

三大门类利润均有回升，超七成
行业利润改善。1至 10月份，采矿
业、制造业利润同比降幅较1至9月
份分别收窄0.2、1.6个百分点，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同
比增长 40%，增速加快 1.3 个百分
点。1至10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
行业中，有30个行业利润增速较1至

9月份加快或降幅收窄、由降转增，
利润回升面达73.2%。

原材料、消费品行业利润持续改
善。前10个月，原材料制造业利润
同比降幅较1至9月份收窄4.8个百
分点。消费品制造业利润降幅较1
至9月份收窄0.8个百分点，其中，10
月份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增长2.2%，
连续3个月增长。

装备制造业利润持续增长。1至
10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1%，继续保持增势。装备制造业利
润占规上工业的比重为35.1%，同比
提高3.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于卫
宁表示，总体看，1至10月份工业企
业利润持续恢复向好。下阶段，要继
续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有效发挥金融资源促进科技创
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
作用，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激发经营主
体活力，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
壮大新兴产业，塑造工业经济发展新
优势，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工业企业利润
连续3个月保持正增长

近年来，河北省保定市白沟
新城积极引导当地农民发展特
色蔬菜和瓜果种植，打造以休闲
体验、生态采摘为特色的休闲观
光农业，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图为11月27日，市民在白
沟新城一处智慧农业园采摘。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新华社郑州 11月 27 日电（记者
戴小河 孙清清）驻马店—武汉1000千
伏特高压交流工程（以下简称驻马店—
武汉工程）于26日夜正式竣工投产，标
志着华中“日”字形特高压交流环网再
添新通道，为豫鄂两省度冬提供保障。

驻马店—武汉工程起于1000千伏
特高压豫南换流变电站（驻马店），止于
1000千伏特高压武汉换流变电站（武
汉），途经河南驻马店市、信阳市，湖北
省黄冈市及武汉市，新建同塔双回
1000千伏线路281公里，工程总投资

38亿元。
国家电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特高压

工程建设指挥部主任李智敏介绍，特高
压电网一头连着西部清洁能源开发利
用、一头连着东中部雾霾治理，发展特
高压电网是国家能源转型、绿色发展的
战略重点。按照国家规划，华中4省将
形成河南2回、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
1回，全区共计5回±800千伏、800万
千瓦特高压直流的受电格局。其中，驻
马店—武汉工程是华中特高压主网架
的重要组成部分。

“驻马店—武汉工程是国家电网做
好电力保供的重大工程、助力迎峰度冬
的关键工程、稳经济促增长的民生工
程、推动新能源消纳的绿色工程。”国家
电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特高压工程建设
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崔秋菊说，华中“日”
字形特高压交流环网建成后，可实现华
中电网省间“风光水火”多能互补，有效
满足“十四五”期间华中地区用电增长
需求。

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部变电处处
长但刚表示，特高压由1000千伏及以

上交流和±800千伏及以上直流输电
构成，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输电技
术。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建成

“十八交十六直”共34项特高压工程，
初步建成华东、华北、华中特高压交流
骨干网架，形成1.3亿千瓦的特高压直
流远距离跨区送电能力，促进了“西电
东送、北电南供”的蓬勃发展。

目前，国家电网已成为全球电压等
级最高、装机规模最大、资源配置能力
最强的特大型电网，并持续保持全球特
大型电网最长安全运行纪录。

华中“日”字形特高压交流环网再添新通道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国家医疗保障局27
日发布数据显示，2023 年 1 至 10
月，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
险）总收入 26187.73 亿元。其中，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
险）收入 18504.19 亿元，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7683.55 亿

元。
数据显示，2023年1至10月，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总支
出22531.36亿元。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含生育保险）支出14157.03
亿元，其中生育保险基金待遇支出
883.93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支出8374.33亿元。

2023年前10个月基本医保基金
收入约2.6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