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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程楠 赵泽辉 王铭禹

甘肃兰州国际港多式联运有限公

司向乌兹别克斯坦开行了搭载 290 台

中国商品车的中亚班列；新疆维吾尔

自 治 区 霍 尔 果 斯 铁 路 口 岸 通 行 中 欧

（中亚）班列累计突破 4 万列；内蒙古

自治区陆路口岸货运量再次突破 1 亿

吨大关……

近年来，西北内陆地区持续做大

做强口岸经济，正从相对封闭的内陆

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

今年以来，兰州国际港多式联运

有限公司已成功向中亚、南亚等国家

和地区发运 33 列 JSQ 型车（商品车铁

路运输专用车）商品车国际班列，共计

9119 台国产汽车驶向海外市场。

兰州国际港多式联运有限公司总

经理曹柱介绍，随着国产新能源汽车

受到越来越多中亚消费者的青睐，国

际港积极开拓市场。“我们适时组织商

品车出口专列，为国产新能源汽车开

拓中亚市场提供稳定运力，也有助于

提升企业集货能力和集结效率，加快

兰州汽车出口集贸中心建设。”他说。

在既不靠海也不沿边的内陆地区

开展大规模进出口业务，离不开贸易口

岸建设。

甘肃近年来获批建设了进境水果

和进口冰鲜水产品指定口岸、进口肉类

指定查验场等多类口岸，常态化开展肉

类、木材、水果、冰鲜水产品、棉纱等进

口业务，贸易业态不断丰富，对外开放

层次不断提高。

在内蒙古自治区 4200 多公里的边

境线上，14 个陆路口岸昼夜不停运转。

从智能通关到边民互市，从中欧班列到

跨境旅游，通过不断优化通关流程、拓

展贸易渠道、完善开放平台，内蒙古正

推进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

拥有 20 个经国务院批准的对外

开放口岸的新疆，近年来持续发力，着

力打造“口岸经济带”。今年以来，霍

尔果斯铁路口岸中欧（中亚）班列日均

通行数量保持在 22 列以上，平均每 2

个小时就会完成一列入境返程中欧班

列的换装。今年 1 至 9 月，中欧（中亚）

班列开行 6269 列，同比增长 8.1％；口

岸过货量 880.5 万吨，同比增长 9％。

如今，西北各地正不断提升通关

效率，推动内陆地区口岸经济发展质

量不断提升。

在内蒙古甘其毛都口岸，橘红色

的 AGV 无人驾驶车辆在中蒙边境穿

梭，海关智能卡口能在 30 秒内完成车

辆放行。满都拉口岸入境货运车辆可

在 30 秒内完成重量核对，卡口放行最

多需要 6 秒。在满洲里铁路口岸，海关

工作人员通过优化检测流程和电子化

作业，将中欧班列监管时间从近 6 小时

缩减至 5 分钟。

在兰州铁路口岸，兰州海关等监

管部门持续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一站式申报、电子化放行、报关单网上

办理等改革措施，并先后实施“提前申

报、预约通关”，符合条件的商品“先放

行后检测”等一揽子惠企“组合拳”，帮

助企业赢得通关时间。

口岸经济日益成为内陆地区经济

发展的新亮点。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

副厅长、自治区口岸办主任刘永明表

示，内蒙古将继续发挥向北开放重要

桥头堡作用，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

兰 州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教 授 林 柯 表

示，内陆地区的口岸将国内国际两个

市 场 、国 内 国 外 两 种 资 源 紧 密 连 接 。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内陆地区

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机遇。

（新华社兰州 11月 9日电）

口岸经济助内陆地区成开放前沿

新华社记者 潘洁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10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

窄0.5个百分点，同比下降2.9％；全国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CPI）环 比 下 降

0.3％，同比上涨0.3％，消费市场运行

总体平稳。

“10月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总体

波动下行，但在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

显效等因素带动下，国内部分工业品

需求恢复，PPI环比降幅明显收窄。”国

家 统 计 局 城 市 司 首 席 统 计 师 董 莉 娟

说，随着政策效果的持续显现，价格有

望进一步趋稳。

数据显示，10月份，建筑需求有所

改善，钢材、水泥等价格止跌回升，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连

续下降4个月后转为上涨3.4％，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价格环比连续下降3个

月后转为上涨0.4％。

受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国际原

油价格波动下行，影响我国石油相关

行业价格下降，其中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价格环比下降2.6％，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环比下降2.4％。

“虽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总体波

动下行，但随着‘两重’‘双新’的加快

推进，叠加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

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

‘三大工程’扎实推进，经济回升向好

的态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国内部分工

业品需求恢复。”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

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方说。

从我国居民消费市场看，10月份，

CPI环比下降0.3％ ；同比上涨0.3％，

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王立坤看来，食品和能

源价格的环比下降，抑制了10月份CPI

的涨幅。

统计数据显示，10月份，食品价格高

位回落，环比由上月上涨0.8％转为下降

1.2％，低于近十年同期平均水平；同比上

涨2.9％，涨幅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

“天气晴好利于鲜活食品生产储

运，叠加前期受极端天气等影响价格

上涨较多，猪肉、鲜菜、水产品和鲜果

本月价格分别环比下降3.7％、3.0％、

2.0％和1.0％，合计影响CPI环比下降

约0.2个百分点，占CPI总降幅七成左

右。”董莉娟说。

汽油价格下行也对CPI造成一定

影响。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10月份

国内汽油价格两次上调，但幅度较小，

全 月 均 价 仍 较 上 月 下 降 1.5％ ，影 响

CPI环比下降约0.05个百分点，占CPI

总降幅两成左右。

此外，尽管国庆期间出游需求增加，

但受燃油附加费下调和节后出行快速减

少影响，飞机票价格环比下降5.6％。

10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CPI略有回升，同比上涨0.2％，涨

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从 前 十 个 月 数 据 看 ，1至 10月 平

均，CPI比上年同期上涨0.3％。

“具体来看，1至10月，服务价格累

计同比涨幅为0.7％，与过去四年平均

涨幅0.8％接近。其中，受居民假日出

游需求旺盛影响，旅游价格累计同比

涨幅为4.2％，高于过去四年平均涨幅

3.7％。受汽车行业绿色转型加速、燃

油车降价促销等因素影响，1至10月交

通工具价格累计同比下降5.2％，高于

过去四年平均降幅1.8％，对CPI涨幅

起到了抑制作用。”王立坤说。

从 今 年 以 来 我 国 物 价 季 度 走 势

看，一季度CPI同比持平，二季度上涨

0.3％ ，三 季 度 上 涨 0.5％ ，逐 季 走 高 ；

PPI降幅总体在收窄。

展望未来物价走势，国家统计局

副局长盛来运在日前举行的国新办发

布会上表示，经济持续回升，尤其是一

揽子增量政策加力推出，带动相关产

品和产业价格上行，以及到了冬季，猪

肉等食品需求增加，加上去年翘尾因

素减弱、归零，四季度CPI将继续温和

回升，PPI降幅将持续收窄。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0月份 PPI环比降幅明显收窄

新华社记者 陈俊 苏晓洲 周楠

“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

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要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好历史文脉和民族

根脉。”

长江、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华夏大地上最

重要的两条河流，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中部地区依傍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人文底蕴

深厚。近年来，牢记总书记嘱托，中部地区江河文

化探源不断深化、保护持续加强、传承推陈出新、文

旅融合发展。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现

代文明发展成果的江河文化绽放出时代新风采。

探寻阐释持续掀起热潮

历经一年多的闭馆升级后，位于河南省三门峡

市渑池县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仰韶文化博

物馆 9 月 24 日重新开馆，首次“露面”的两尊仰韶村

遗址先民的复原塑像吸引了众人目光。

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黄河文化的

主根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研究室副

主任李世伟介绍，为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和仰韶文化研

究，去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公安部鉴定中心

等单位，对仰韶村遗址先民开展面貌复原工作。

李世伟说，为获取精细数据，团队采集仰韶先

民头骨定位点超过 401 万个，借助多学科手段，初

步对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先民面貌进行了相对准

确和科学的复原，“此次复原，有助于公众更加深入

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多元文化特点，进一步坚定我

们的文化自信”。

在中部各地，江河文化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研究工作持续开展，文化遗产价值探寻与阐释不断

深入。

每逢节假日，位于湖北武汉黄陂区的盘龙城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展厅内，一座典型二里

岗文化特征的宫殿模型分外醒目。

“盘龙城遗址证明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在三千

多年前就已高度交融，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历经数千年文脉不断。近年来，关于盘龙城遗址的

研究力度空前。”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

长傅才武说。

根据《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中部各地深入

研究江河文化内涵，厘清江河文化脉络。

2023 世界大河文明论坛在河南郑州举办，传承

弘扬黄河文化，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加强

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

湖北省文旅厅与武汉大学共建长江文明考古

研究院，开展“人类起源”“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等专

项调查与课题研究，与中南民族大学共建长江艺术

研究院，面向社会发布 60 项重点课题，系统研究长

江文化特质……

中部各地依托丰富的文教资源，掀起了研究江

河文化的热潮。

保护传承推动永续发展

一江碧水向东流，千年文脉贯古今。

长江之滨，江西九江因江而兴，因江而美。

漫步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江面开阔，

空气清新，滨江步道上游人如织，穿着汉服的游客边朗诵名篇

《琵琶行》，边拍摄江畔美景。

2023年 10月 1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九江市考察调

研。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习近平登上琵琶亭远眺

长江，冒雨沿江堤步行察看沿岸风貌。“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命共同体出发，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把长江保护好。”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是展现长江自然美景与人文风貌

的窗口，更是推动长江生态保护与文化保护的重要平台。

从昔日“脏乱差”，到如今“美如画”，九江的蝶变是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九江市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着眼全链条推进水体环境综合治理，大力实施溯源清源计

划，对流域内的 857 个长江排污口、459 个重点河湖排污口，

实行“一口一策”分类整治，从源头扎紧排污“闸口”。

习近平总书记时时牵挂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他谆谆告诫：

“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

秋大计。”

对 长 江、黄 河 文 化 的 保 护 是 沉 甸 甸 的 历 史 责

任、时代责任。近年来，中部各地始终把保护放在

第一位，通过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健全文化遗

产保护管理制度，完善文物安全监管体系等方式，

坚决守牢文化保护的安全底线。

在山西平陆县杜家庄段黄河岸边的石崖上，有

一段 680 余米长的黄河古栈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栈道岩壁上的绳磨槽痕深浅不一，黄河船

夫的号子声仿佛仍在耳畔。

为防止碎石脱落将古栈道掩埋或毁坏，近几年

国家出资对此处栈道上的危岩体进行加固。目前

工程已竣工，古栈道上方有专业防护网，新修的排

水沟阻断了上方雨水对古栈道的冲刷。

文化只有在严格保护中，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

发展。

在郑州商代古城墙的西南角外，曾是连片棚户

区的背街小巷——阜民里，如今成为人们体味历史

风韵与烟火人间的热门打卡地。

一 边 是 古 老 厚 重 的 商 代 夯 土 城 墙 ，一 边 是 国

潮、时尚小店汇聚的创意街区。人们或在高高的城

墙上眺望时尚的青春秀场，或坐在潮巷一角遥想

3600 多年前商都的模样。

“相较于其他历史文化遗产形式，大遗址保护

工作一直存在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河南省文物

局局长任伟说。

河南共有大遗址 21 处，数量居全国首位。近年

来，河南各地积极探索，逐渐蹚出一条统筹文化遗

产保护和城乡建设、经济发展、旅游开发的道路，使

古老遗址焕发新生。

活化利用绽放时代魅力

今年国庆假期，湖南博物院四楼的博物馆公园受

到游客们热捧。一块裸眼3D大屏上，“马王堆元素”扑

面而来：一只只毛发细腻、眼神灵动的狸猫跃然而

出，一件件精美繁复的漆器展现出古代工匠的高超

技艺，各式各样的西汉美食以动画形式得以还原……

这是湖南博物院与马栏山文化数字化创新中

心共同打造的“数字汉生活”博物馆线下新场景，于

今年 8 月 9 日正式对外开放。

游客们参观之余，可以在博物院吃饭、购物、体

验“汉生活”，购买以马王堆出土漆器为原型设计的

甜品杯，品尝汉代美食，挑选充满西汉元素的伴手

礼，借此一窥 2000 多年前的社会风貌。

“我们希望带给观众新的文化消费体验，让他

们沉浸式了解、感受汉生活的魅力，推动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创新发展。”“数字汉生活”项目经理孙

剑琴介绍。

近年来，依托厚重的文物文化资源，中部各地

深入研究江河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江河文化的魅力被逐渐唤醒，厚

重的文化遗产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生活，受到越

来越多年轻人追捧。

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凌家滩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是一座距今约 5800 年到 5300 年的新石

器时代晚期长江中下游的中心聚落遗址。

随着墓葬祭祀区保护展示项目、研学基地、内

外环壕保护展示项目、数字体验馆等陆续对外开

放，古老的遗址焕发新光彩。借助 4D、VR、AR 等技

术，游客“穿越”回远古时期的治玉、祭祀现场，人群中不时发

出赞叹。

“我们不断丰富数字化展示阐释手段、创新打造文旅活动，

探索大遗址的活态保护与活化利用，取得了明显成效。”凌家滩

遗址管理处主任唐军说。

江河文化在守正创新中走进大众，在发展中彰显活力。

“只有让江河文化‘活起来’，保护传承弘扬才能相得益

彰。”武汉大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多学科研究团队负责人

吴传清教授说。

黄河之水天上来，大河是中华文明成长的摇篮；一条大河波

浪宽，大江是中华文化动人的乐章。

通过与科技融合创新，江河文化带着新鲜的潮流气息奔

涌而来，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公众热情相拥，唱响文明传

承与弘扬的“长江之歌”和“黄河大合唱”。

（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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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黎云 李秉宣 孙鲁明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

会开幕在即，携多型装备“首秀”航展的

中国海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国海

军在本届航展上有四大看点值得期待。

看点一：舰基主战装备首秀

海军展出的主战装备涵盖舰载战

斗机、舰载直升机、反潜巡逻机等海军

航空兵主战机型，舰载机型号超过岸基

战机，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海军航空兵从

岸基向舰基的跨越式发展。

其中，歼－15T、歼－15D、直－20J

等战机都是首次公开亮相，均属航母、两

栖编队的核心武器装备，也是中国海军

航空兵的重要力量。歼－15T 作战半径

大，具备更强的制空作战能力和对海突

击作战能力。歼－15D 是专用电子战飞

机，是航母舰载机编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看点二：海空特色飞行表演

本 届 航 展 海 军 将 派 出 歼 － 15D、

歼－15T 等战机进行飞行表演，展示反

区着舰、伙伴加油等课目。

与空军航空兵不同，海军航空兵是

在远离国土的远海大洋遂行海上攻防

作 战 ，执 行 制 空 、制 海 和 对 陆 打 击 任

务。海军航空兵有独具特色的飞行课

目，尤其体现在起飞和降落环节。反区

着舰、伙伴加油等具有海军特色的飞行

课目表演，既是对海军各型装备性能的

集中展示，也是对海军航空兵飞行员高

超技战术水平的集中展示。

看点三：陆战分队作战演示

除舰载战斗机飞行表演外，海军还

将安排直－20J 舰载直升机和直－8C

运输直升机搭载海军陆战分队及相关

装备，进行空中突击作战演示。这也是

海军陆战队在航展上首次亮相。

海军陆战队是海军中担负渡海登

陆作战任务的兵种。近年来随着海军

大型两栖舰艇和直－20J 等多型舰载直

升机陆续入列服役，海军陆战队实现大

发展、大跨越，插上了“飞行的翅膀”，在

传统平面登陆作战能力基础上，具备了

实施立体登陆作战的强大能力。

看点四：海军特色文化体验

海军是一个国际化军种，军种文化

特色显著。海军室内展厅以“执剑海

天，逐梦深蓝”为主题，将通过展板、视

频方式展示海军发展历程和英雄人物

事迹。通过设置航母、两栖编队沙盘模

型，呈现舰载航空兵、水面舰艇部队和

海军陆战队等兵种的发展成就，将会带

给观众沉浸式的海军文化体验。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

中国海军“首秀”第十五届中国航展四大看点

图为香港应急救援力量在演习中灭火。11 月 9 日，“2024 年港珠澳大桥防碰撞海上应急演练”在港珠澳大桥水域举行，这

是 2018 年港珠澳大桥开通后，粤港澳三地首次在该水域举行海上应急演练。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11 月 9 日电（记 者

周圆）11 月 9 日是第 33 个全国消防日，

11 月为全国消防宣传月。记者 9 日从

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

室、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 8 日

在京举行 2024 年全国消防宣传月活动

启动仪式。今年活动主题为“全民消

防、生命至上”。

应急管理部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

表示，活动期间要高质量组织各项宣

传活动，推动筑牢消防安全人民防线；

运用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载体扩

大宣传覆盖面，加大消防科普教育基

地、消防救援站等开放力度；坚持把火

灾案例作为宣传教育的鲜活教材，注

重用身边的火灾案例教育群众；组织

各类企业单位特别是消防重点单位开

展全员培训，强化特种作业、重点岗位

人员实操实训。

该负责人还表示，要持续发力深化

专项整治，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扎

实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

治、畅通消防“生命通道”等行动。广泛

宣传火灾隐患识别方法，多途径发布火

灾隐患举报渠道，发挥好生产经营单位

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作用。开

展老旧场所消防设备设施升级改造，运

用信息化、物联网技术构建“能监测、会

预警、快处置”的消防安全风险监测预

警体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启动仪式上，主会场还视频连线了

北京、浙江、贵州、陕西、重庆、湖南等 6

省份活动现场。

今年全国消防宣传月活动主题为“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新华社北京 11 月 9 日电（记 者

王雨萧）国家税务总局 9 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现行政策中

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

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 20868 亿元。

记者了解到，这其中，研发费用

加 计 扣 除 等 支 持 加 大 科 技 投 入 、成

果转让和科技人才引进及培养的政

策减税降费及退税约 8937 亿元；先

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和留

抵退税等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约 8107 亿元；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减 按 15％ 税 率 征 收

企 业 所 得 税 、新 能 源 汽 车 免 征 车 辆

购置税等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

业 和 新 兴 产 业 的 政 策 减 税 约 3025

亿 元 ；购 买 500 万 元 以 下 设 备 器 具

一次性税前扣除等支持设备更新和

技术改造的政策减税约 800 亿元。

在税费优惠等政策支持带动下，

今年以来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持

续 稳 步 向 好 。 增 值 税 发 票 数 据 显

示，从创新发展看，1 至 10 月，高技

术 产 业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1.4％ ；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 7.4％。从制造业看，1 至 10 月，制

造 业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3.6％ 。 其

中，装备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高

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3％、8.5％和 8.7％。

前三季度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
减税降费及退税超 2 万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