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时事 2024年 4月 24日 星期三 责编：于倩 美编：房喜喜

新华社记者 申铖

财政收支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晴雨

表”。财政部 22 日发布一季度财政收支数据

显示，扣除特殊因素影响后，财政收入保持恢

复性增长态势；财政支出进度合理加快，重点

支出保障较好。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60877 亿元，同比下降 2.3％，按可比口径计

算继续保持恢复性增长态势。

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在当日国新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扣除 2022 年制造业中

小微企业部分缓税在 2023 年前几个月入库抬

高基数、2023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对今年形

成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后，全国财政收入

可比增长 2.2％左右，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

分 中 央 和 地 方 看 ，一 季 度 ，中 央 一 般 公

共预算收入 25805 亿元，同比下降 6.5％；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35072 亿元，同比

增长 1％。

“总体而言，财政收入延续恢复性增长，

这与宏观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基本一致。”北京

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说。

税 收 收 入 方 面 ，一 季 度 ，全 国 税 收 收 入

49172 亿元，同比下降 4.9％，扣除特殊因素影

响后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文旅消费、先进制

造业等行业税收较快增长。

具体来看，与居民消费关联性较高的住

宿和餐饮业税收增长 44.7％，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税收收入增长 26.7％，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税收收入增长 6.8％，零售业税收收入

增长 5.7％。

制造业方面，一季度制造业税收收入同

比 下 降 ，扣 除 特 殊 因 素 影 响 后 实 现 平 稳 增

长。部分细分行业在不可比因素影响下，税

收仍然呈现增长态势、表现良好，如铁路运输

设备制造业税收收入增长 9.5％、计算机制造

业税收收入增长 6.8％。

“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行业、先进制造行

业的税收收入增速，均明显高于财政收入整

体增速，反映出一季度服务消费持续恢复、新

质生产力发展稳步推进。”粤开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罗志恒说。

财政支出方面，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69856 亿元，同比增长 2.9％。“在去年

同期疫情防控转段后集中结算相关费用、抬

高支出基数的情况下，今年一季度仍然保持

了 2.9％的增长，这实属不易，体现了积极的财

政政策靠前发力、提质增效。”王东伟说。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罗志恒

表示，从支出结构看，社会保障与就业、住房

保障等事关民生的支出增速高于财政支出整

体增速，反映财政支出结构持续优化。

财政支出进度合理加快。一季度，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预算的 24.5％，高于近

3 年的平均水平。

转移支付预算下达超八成。“截至 4 月上

旬，2024 年中央部门预算已全部批复到位，中

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 8.68 万亿元，占年

初预算的 85.1％；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中，具备条件的

项目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王东伟说。

增发国债方面，资金已于年初全部下拨。资金重点投向的城乡社区、农

林水、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领域，其一季度支出同比增速分别达 12.1％、

13.1％、53.4％。

“可以看到，财政支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投入持续加大。财政支

出兼顾规模与结构，对于推动宏观经济的复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带动社

会资本投资都将产生积极作用。”李旭红说。 （新华社北京 4月 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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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安全生产，事关社会发展和人民福

祉。2024 年初，国务院安委会印发《安

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

2026 年）》，部署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安

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地结合实

际制定实施方案、细化专题方案、建立领

导机构、成立工作专班……三年行动在

全国迅速部署推进。

高位部署自上而下持续推动

隐 患 就 是 事 故 ，预 防 重 于 泰 山 。

三 年 行 动 开 展 以 来 ，各 地 各 部 门 紧 紧

围 绕 重 大 事 故 隐 患 判 定 标 准 体 系 提 升

行 动 和 重 大 事 故 隐 患 动 态 清 零 行 动 ，

助 力 重 大 事 故 隐 患 排 查 治 理 持 续 有 力

开展。

不久前，广东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会上提出，要“督促有关地区和部门从严

从实抓好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的整改”

“扎实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生

产治本攻坚”，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进一

步部署。

不仅仅在广东省，全国多地党政主

要负责人都将进一步推动安全生产、开

展三年行动作为当年省级重要任务，制

定“时间表”“路线图”。

吉 林 省 制 作 重 大 事 故 隐 患 判 定 标

准、精准执法、安全宣传等手册，建立治

本攻坚信息汇总、动态研判、约谈通报、

督导检查等工作机制，加大推进力度；

湖南省安委会制定出台三年行动实

施方案，分行业制定子方案，对治本攻坚

主要任务逐一明确责任分工，并结合实

际，增加烟花爆竹子方案；

宁夏回族自治区明确要求以三年行

动为主线，对标总体方案，形成覆盖各行

业领域“十大行动”“1＋33”整体架构和

47 项具体任务。

“ 在 国 务 院 安 委 会 部 署 开 展 三 年

行 动 后 ，许 多 省 份 党 政 主 要 负 责 人 及

时 组 织 部 署 ，并 结 合 总 体 方 案 明 确 具

体 措 施 进 行 细 化 落 实 ，推 动 治 本 攻 坚

‘八大行动’落地。”应急管理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

聚焦重点行业领域除患攻坚

盯重点、找堵点，持续推进重大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是推动三年行动的关键

一招。

一段时间以来，国务院安委会组织

22 个综合检查组对 31 个省份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开展一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

访，对现场发现的问题隐患责令立行立

改，对一时难以整改的督促制定整改措

施，及时下发整改督促函，持续推进同类

问题整改。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部 组 织 3 个 综 合 督

导检查组，对四川、陕西、广东、广西等

地城市燃气、房屋市政工程施工、自建

房 和 农 房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落 实 情 况 开 展

现场检查，发现问题隐患 248 项并督促

整改。

国家消防救援局指导各地消防部门

联合行业部门排查重点场所 203 万家，

整治违规动火施工作业 785 万处，督促

整改隐患 205 万处，查处占用、堵塞、封

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违法行为 85 万

处，推动拆除违规设置的铁栅栏、防盗

网、广告牌 155.1 万处。

中央部委持续“除患”，地方部门加

紧“攻坚”。

山 东 省 菏 泽 市 结 合 本 地 实 际 ，将

2024 年定为安全生产基础建设年。目

前，聚焦 15 个重点领域，已开展 2 轮排查

评估整改工作，持续加大隐患排查整治

力度，推进电动自行车治理，排查“九小

场所”11 万多家和各类废旧、闲置厂房

8000 多家，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 265

个，已完成整改 227 个。

江西省赣州市紧盯消防、道路交通、

城镇燃气、建筑施工等领域，聚焦“拆牌、

破网、清通道”、冷库、电动车、电气焊、老

旧小区、住房等方面安全整治，持续开展

安 全 风 险 隐 患 排 查 整 治 。 针 对 当 前 汛

期，全面开展汛期隐患排查整治，加强会

商研判，强化预测预警预报。

……

据 统 计 ，三 年 行 动 开 展 以 来 ，各 地

共 排 查 重 大 隐 患 8.1 万 项 、整 改 率

84％ ，其 中 企 业 自 查 重 大 隐 患 占 比 近

40％、整改率 90％；各地各部门狠抓精

准 严 格 执 法 ，共 实 施 行 政 处 罚 55.4 万

次，约谈通报各地及部门 5353 次，责任

倒 查 追 责 问 责 1239 人 ，推 动 消 除 了 一

批重大事故隐患。

补短强弱推动安全生产
高质量发展

梳理各地三年行动方案可以发现，

绝大多数省份立足实际，守正创新，着力

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

向事前预防转型。

上海市开展城市韧性安全能力提升

行动，印发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方案，加强

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推动实现

城市运行安全和重点行业领域数据的分

级管理、全量汇总、共享集中，实现跨部

门跨领域协同监管。

聚焦“保安全”，江苏省宿迁市应急

管理局开展“监管效能优化年”活动，明

确强化夏季高温雷雨、冬季低温冰冻和

节假日等重点时段监管，组织开展系列

安全防范专项行动；强化分级监管，制定

市、县两级监管计划，对辖区危化品企业

开展全覆盖检查，夯实属地监管责任。

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新行

业、新业态、新经济模式，湖北省部署开

展新兴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明

确 2024 年初步形成全省覆盖全面的新

兴 行 业 领 域 清 单 ；2025 年 形 成 责 任 清

单，解决一批监管盲区问题。

“聚焦当前制约安全生产的深层次

矛盾问题，着力抓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

教育培训、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体系

完善、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等，努力实

现本质安全水平大的提升。”应急管理部

有关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 4月 23日电）

及时部署出实招 补短强弱抓落实
——各地各部门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扫描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23日电（记者李丽）

2024 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23 日迎来倒

计时一个月，主办方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

透露，目前参展报名工作已完成，参展企业数

量等创历史新高。

据 介 绍 ，2024 中 国 体 博 会 将 于 5 月 23

日至 26 日在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

行，参展企业超 1600 家，展览规模达 18 万

平方米，参展企业数量、品牌和产品品类均

创历史新高。

境 内 外 专 业 观 众 招 募 和 邀 请 方 面 ，目

前预登记 4165 人，到展会开幕前这一数据

还 将 持 续 攀 升 ，同 样 有 望 达 到 历 史 新 高 。

其 中 ，境 内 预 登 记 2516 人 ，邀 请 渠 道 首 次

全 面 下 沉 至 区 、县 一 级 ；海 外 预 登 记 观 众

1649 人 ，来 自 印 度 、南 非 、埃 及 、韩 国 、美

国、马来西亚、泰国、意大利、英国、阿联酋、

澳大利亚等 64 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罗杰表示，此次企业参展踊跃，导致展位一位

难求，报名企业中有约 150 家因报名时间太

晚未能参展。专业观众预登记数字超预期，

预计届时现场观众逾 10 万人次。供需两热

的势头，彰显了中国体育产业的蓬勃活力和

企业对体育市场前景的预期和信心。

中 国 体 博 会
参 展 企 业 数 创 新 高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姜琳 黄垚）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部 工 伤 保 险 司 司 长 郑

玄 波 23 日 介 绍 ，目 前 全 国 共 确 定 工 伤 保

险 异 地 就 医 直 接 结 算 试 点 城 市 131 个 ，

开 通 上 线 工 伤 医 疗 、工 伤 康 复 、辅 助 器 具

配 置 协 议 机 构 共 398 家 。 工 伤 职 工 按 规

定 完 成 备 案 ，持 社 保 卡 或 电 子 社 保 卡 可

以 到 试 点 城 市 的 协 议 机 构 直 接 结 算 相 关

费 用 。

工 伤 异 地 就 医 直 接 结 算 试 点 是 加 快

推 进 政 务 服 务 跨 省 通 办 、解 决 工 伤 职 工

“ 就 医 垫 资 高 、报 销 往 返 跑”等 痛 点 堵 点 问

题的重要举措。

自 4 月 1 日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三部门在部分城市启动为期一年的试点工

作 ，支 持 工 伤 职 工 持 社 保 卡 直 接 结 算 跨 省

异 地 就 医 住 院 工 伤 医 疗 、住 院 工 伤 康 复 和

辅 助 器 具 配 置 费 用 。 目 前 ，全 国 工 伤 保 险

异 地 就 医 直 接 结 算 系 统 已 经 上 线 ，工 伤 保

险全国“一张网”、就医“一卡通”搭建完成。

“ 试 点 工 作 按 照 循 序 渐 进 的 原 则 ，先

纳 入 住 院 费 用 ，先 期 以 参 加 工 伤 保 险 并

已 完 成 工 伤 认 定 、工 伤 复 发 确 认 、工 伤 康

复 确 认 或 辅 助 器 具 配 置 确 认 的 异 地 长 期

居 住 、常 驻 异 地 工 作 和 异 地 转 诊 转 院 等

工 伤 职 工 起 步 ，优 先 联 通 异 地 就 医 集 中

地 区 。”郑 玄 波 介 绍 。

他 表 示 ，随 着 试 点 工 作 持 续 推 进 ，上

线 协 议 机 构 数 量 还 将 不 断 增 加 。 工 伤 职

工 可 通 过 国 家 社 会 保 险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全 国 人 社 政 务 服 务 平 台 、电 子 社 保 卡 、掌

上 12333App 等 全 国 统 一 线 上 服 务 入 口 ，

提 出 备 案 申 请 ，查 询 就 医 明 细 、试 点 城

市 、协 议 机 构 、社 保 经 办 机 构 等 信 息 。

工伤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试点城市已达 131 个

新华社北京 4月 23日电 国家

发 展 改 革 委 23 日 发 布 消 息 ，国 家

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财政部完成

2024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

筛 选 工 作 ，共 筛 选 通 过 专 项 债 券

项 目 约 3.8 万 个 、专 项 债 券 需 求

5.9 万 亿 元 左 右 ，为 今 年 3.9 万 亿

元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打下坚实项

目基础。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重

点督促指导各地严格把握项目质量

要求，切实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使

用进度，推动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积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2024 年 地 方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共筛选通过项目约 3.8 万个

新华社昆明 4 月 23 日电（记 者

庄北宁）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截

至 21 日，昆明海关累计监管中老铁路

进出口货物已突破 800 万吨。数据显

示，磨憨铁路口岸已连续 8 个月稳居

我国对东盟第一大铁路口岸。

21日，一批泰国榴莲经昆明海关所

属勐腊海关监管验放后，继续搭乘中老

铁路“澜湄快线”国际货物列车，运往国

内市场。这是今年以来经中老铁路入境

的第 125批榴莲。较去年同期，今年中

老铁路榴莲进口量增长超过7倍。

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两年多以来，

随着进境水果、粮食、冰鲜水产品指定

监管场地陆续投入使用，以及智慧口

岸建设的深入推进，磨憨铁路口岸整

体功能持续提升，中老铁路辐射效应

不断增强、承运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中国制造的新能源车、机电产品等高

新技术产品不断出口国外，部分新商

品如玉米、木薯干等实现通过铁路进

口，矿产品等商品大量增加进口，拉动

了货运量快速增长。

“为进一步助力中老铁路高质量

运营，我们积极联系铁路部门对磨憨

铁路口岸配套轨道、列车停靠线路、海

关作业空间进行增建扩能，配备对应

充足的吊装、摆渡、海关监管设备及配

套操作人员充分保障客货高效通关。

同时持续深化‘铁路快通’‘两步申报’

等业务模式，加快铁路‘提前申报’模

式的应用与完善，以改革助推中老铁

路跨境物流效能持续提升。”勐腊海关

副关长周保华说。

中老铁路“澜湄快线”国际货物列车

的成功运行，进一步满足了果蔬、生活快

消品等各类对时限要求较高货物的运输

需求，截至目前已累计开行 1000余列，

铁路部门还推出了“沪滇·澜湄线”“中老

铁路＋中欧班列”等“澜湄快线”谱系化

班列品牌，特别是“中老铁路＋中欧班

列”的国际运输新模式，使得老挝、泰国

等国家至欧洲的铁路直达运输时间缩短

至 15天。这一系列创新不仅提升了运

输效率，也进一步拓宽了中国与东盟国

家的贸易通道。

依托中老铁路“黄金线路”效应，

云南省形成了以昆明为集结中心，东

连西部陆海新通道、西接孟中印缅经

济走廊、南出辐射东盟国家、北上连通

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开放格局。

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突破 800 万吨

新华社北京 4 月 23 日电（记者

宋晨）截至2023年底，我国大陆在运核

电机组 55台，总装机容量为 57吉瓦，核

准及在建核电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为

44吉瓦；全年核电发电量 44万吉瓦时，

占全国累计发电量近5％，相当于节约标

煤1.3亿吨，减排二氧化碳3.5亿吨。

这是记者 23 日从国家原子能机

构了解到的信息。

据介绍，我国具有自主完整的核

工业产业链体系，近年来坚持“热堆－

快堆－聚变堆”核能“三步走”战略和

核燃料闭式循环技术路线，建立了安

全稳定的核燃料供应保障体系，具备

同时建设多台核电机组的工程建设和

装备制造能力，积累了丰富的核电设

计、建设和运行经验，为核能高质量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 家 原 子 能 机 构 副 主 任 刘 敬 介

绍，我国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

全观，制定实施了积极安全有序发展

核电的政策措施，以实际行动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为促进全球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作出积极贡献。按照世界核电

运营者协会（WANO）综合指数，我国

核电运行安全综合业绩连续多年位居

世界前列，2022 年、2023 年分别有 37

台、33 台核电机组达到世界核电运营

者协会综合指数满分。

目前，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

号”实现规模化批量化发展，单机容量

150 万千瓦的“国和一号”示范工程建

设进展顺利。全球首座第四代高温气

冷堆已率先投入商运，小型模块堆、快

堆建设稳步推进，核聚变技术创新研

发不断取得突破。

2023年我国核电发电量44万吉瓦时

4 月 23 日，境外采购商在仿真花展台洽谈。当日，第 135 届广交会

第二期开幕。第二期线下展览总面积 51.5 万平方米，展位数量 24658

个，参展企业 9820 家，包括家庭用品、礼品及装饰品、建材及家具 3 个板

块共 15个展区。 新华社发

4 月 23 日，由中交一公局承建的长沙兴联路大通道项目双塔斜拉桥主塔塔冠浇筑完成，标志着该项目双塔斜拉桥

主塔顺利封顶。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