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领导
小组（下称领导组办公室）拟将以下人员确定为公租房配租人员：

崔飞飞 徐康飞 李 彤 任国平 杨瑞学 廉 斌
薛 浩 周超妮 梁 赞 段添香 姚 选 孙卓雅
李娜娜 景丽娜 相 甜 冯兵兵 吕 萱 荆 媛
杨长安 耿帅帅 黄 鑫 王璐瑶 王子瑶 高志东
杨 洋 杨玲燕 雷东霖 吕朝霞 樊云亭 翟红伟
宁望京 袁志雯 柏志敏 李 超 王国庆 张宇飞
张菲菲 王颖昕 薛菊萍 董军杰 龚永坤 董书江
张 欢 庞 佳 曹夏林 李 修 梁玉峰 李芳芳
郭 琪 郝 港 李俊波 古 杰 陈娟娟 王鹏飞
滑 猛 贾玉乐 陈军明 荆 杏 李改霞 李晓磊
李 瑶 乔鹏飞 任亚茹 滕 苗 田郭兵 王梦瑶
王晓波 周冬冬 侯亚茹 茹莹芬 赵文剑 高国庆

陈晓晨 潘 娜 景娜荣 卫 松 李 欣 卫有雄
卫东虎 古浩然 裴花格 马俊鸽 杨忠娟 景亚妮
宋晓慧 李翠翠 曹少荣 孙士婷 张姣红 牛二盼
王宗斌 杜凯芬 王 甜 万松云 张庆阳 郭旭臣
张志斌 解雪婷 刘晓萍 卢莹莹 樊 剑 卫丽红
方春霞 贾艳巧 韩丽琴 管丽英
公示时间 7 天，自 2023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1 月 3 日。有异议

者，请以书面形式向领导组办公室提出。
地点：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1111 办公室
联系人：薛浩天 叶 强
联系电话：0359—2578165

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领导小组

2023年 10月28日

公 示 省 道 S239 线 陌 南 镇 至 解 州 镇 段
（K57KM+900M 至 K77KM+400M）道路施工
改造，路线全长 19.5 公里，因工期延长，为确保
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 继 续 对 该 路 段 实 施 全 幅 封
闭，封闭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现将
绕行路线通告如下：

一 、往 芮 城 方 向 ：由 运 永 线 至 临 风 线 至
348省道至芮城。

二、往盐湖方向：由 348 省道至临风线至
运永线至盐湖区。

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提早做好出行规划，合
理安排行驶路线，因道路施工给您造成的不
便，敬请谅解支持。

特此通告
运城市公安局

2023年 10月27日

通 告

●不慎将运城经济开发区金牌主播策划
工 作 室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1810003914401）丢失，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张 子 刚 残 疾 证（ 证 号 ：
14273119430701121942）丢失，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张 水 利 残 疾 证（ 证 号 ：
14273119661010121642）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永济市飞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核 准 号 ：J1812001378401）

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裴社乡南

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1819001058101） 丢失，声明作废。

近日，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
院 增 发 国 债 和 2023 年 中
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明确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
季度增发 2023 年国债 1 万
亿元。增发 2023 年国债目
的何在？增发的国债用于
何处？万亿元的国债资金
如何管理？

为何增发：支
持灾后恢复重建、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的必要之举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
遭遇暴雨、洪涝、台风等灾
害，部分地区受灾严重、损
失较大，地方灾后恢复重
建任务较重。同时，近年来
各类极端自然灾害多发频
发，对我国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 员 会 8 月 17 日 召 开 会
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
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会 议 提 出 ，“ 加 快 恢 复 重
建”“进一步提升我国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

这些重点工作离不开
“真金白银”的保障。财政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
年初预算已经安排了相关
常 规 救 灾 和 防 灾 减 灾 资
金，但难以满足提升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的需要。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财政学系主任刘怡看来，
叠加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保障“三保”支出等因
素，地方通过自有财力大
幅增加相关领域资金安排
的余地较小。

“ 增 发 2023 年 国 债 ，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是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
要举措。”财政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以强有力的资金
保障有关工作落实，集中
力量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
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
整体提升我国抵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

“从国际上看，不少国
家也会在年中根据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情况进行一些
预算调整。”中国财政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石英华说，根据今年
我国的灾情，中央财政增发国债、调
整预算，是务实之举，体现了财政加
力保障重点支出的导向。

如何使用：增发国债
将于四季度发行 资金全
部安排给地方

据了解，结合灾后恢复重建和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需要，并统筹财
政承受能力，中央财政将于四季度
增发 2023 年国债 10000 亿元，并通
过转移支付方式全部安排给地方。
其中，今年拟安排使用 5000 亿元，
结转明年使用 5000 亿元。

“中央财政增发国债，但具体资
金使用全部都在地方，这有助于缓
解地方财政收支压力，进一步优化
了财政支出结构，也进一步优化了

债务结构。”石英华说。
资金使用方面，据财

政部介绍，将重点用于八
大方面：灾后恢复重建、
重点防洪治理工程、自然
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
其他重点防洪工程、灌区
建 设 改 造 和 重 点 水 土 流
失治理工程、城市排水防
涝能力提升行动、重点自
然 灾 害 综 合 防 治 体 系 建
设工程、东北地区和京津
冀 受 灾 地 区 等 高 标 准 农
田建设。

“此次资金使用安排
跨越今明两年，体现了政
策的连续性。资金使用方
向兼顾了当下和长远，在
支持灾后恢复重建、保障
民生的同时，还着力补短
板 、强 弱 项 ，加 强 抵 御 自
然灾害的长期能力建设，
有 利 于 促 进 高 质 量 发
展。”石英华说。

此 次 增 发 的 国 债 将
在 今 年 四 季 度 发 行 。“ 我
们 将 及 时 启 动 国 债 发 行
工 作 。目 前 ，财 政 部 已 对
四 季 度 国 债 发 行 计 划 作
出调整，为增发国债留出
空间。”这位负责人说。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将会同有关
部 门 ，加 强 项 目 审 核 把
关，尽快将资金落到具体
项目。财政部还将及时下
达国债项目预算，推动加
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国债资金投入使用
后，也有利于带动国内需
求，有助于进一步巩固经
济回升态势。”刘怡说。

怎样管理：中
央 预 算 相 应 调 整
增发国债资金纳入
直达机制

在 增 发 国 债 之 后 ，
2023 年 中 央 预 算 也 作 出
相应调整。

据了解，2023 年中央
本级支出不变，中央对地
方 转 移 支 付 比 年 初 预 算
增加 5000 亿元；地方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预 算 相 应
增加 5000 亿元，支出增幅
由 5.2％ 提 高 至 7.4％ 。与
此同时，财政赤字也相应
增加。2023 年全国财政赤
字 由 38800 亿 元 提 高 至
48800 亿 元 ，中 央 财 政 赤

字由 31600 亿元增加到 41600 亿元，
预计财政赤字率由 3％提高到 3.8％
左右。

近年来，中国政府负债率低于
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刘怡看来，
当前我国政府具有增发国债的空
间，此次增发后风险整体可控。

万亿元的国债资金，如何管好
用好？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将充分利用直达机制，将国债支
出资金全部纳入财政直达资金范
围，实施全流程跟踪监测，确保资金
按规定用途使用。

“我们还将组织财政部各地监
管局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盯紧盯
牢国债资金使用，严查挤占挪用国
债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
政府债务风险。”这位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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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27日电 国务院
近日印发《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于
2023 年 11 月起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

《通知》 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
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
求，周密组织部署，确保普查结果全面
客观反映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基本状
况。

《通知》指出，普查总体目标是建立
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建立全
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立文

物资源资产动态管理机制。完善不可移
动文物认定公布机制，规范认定标准和
登记公布程序，健全名录公布体系。完
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机制，构建全
面普查、专项调查、空间管控、动态监测
相结合的文物资源管理体系。培养锻炼
专业人员，建强文物保护队伍，增强全社
会文物保护意识。

普查范围是我国境内地上、地下、水
下的不可移动文物，对已认定、登记的不
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同时调查、认定、
登记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主要
内容包括普查对象名称、空间位置、保护
级别、文物类别、年代、权属、使用情况、
保存状况等。

此次普查分三个阶段进行。普查标

准时点为 2024 年 4 月 30 日。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4 月为第一阶段，主要任务
是建立各级普查机构，确定技术标准和
规范，开发普查系统与采集软件，开展培
训、试点工作；2024 年 5 月至 2025 年 5 月
为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以县域为基本
单元，实地开展文物调查；2025 年 6 月至
2026 年 6 月为第三阶段，主要任务是依
法认定、登记并公布不可移动文物，建立
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逐级验
收并向社会公布普查成果。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普查结果，及时
将重要的不可移动文物核定公布为相应
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为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组织实施

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在国家文物局，各有关部门要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是本地区文物普
查工作的责任主体，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要认真做好本地区文物普查工作，各级
文物行政部门要压实责任，具体组织实
施普查工作，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普查
任务。

《通知》强调，各级普查机构要加强
普查质量控制，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
完整可信。在文物普查中，发现因人为
破坏、监管不力等因素造成已登记文物
遭破坏、撤销、灭失的情形，要依法调查
处理，严肃追究责任，并及时将违法违纪
线索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国务院印发通知

开 展 第 四 次 全 国 文 物 普 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专利转化
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 年）》，
对我国大力推动专利产业化，加快创新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出专项部署。
国新办 26 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对方案相关情况作出解读。

提升专利质量和转化运
用效益

“方案旨在通过组织实施为期三年
的专项行动，从提升专利质量和加强政
策激励两方面发力，切实解决专利转化
运用的源头质量问题、主体动力问题、市
场渠道问题，从而有效提升专利转化运
用效益，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国
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说。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推动一批高
价值专利实现产业化。一批主攻硬科
技、掌握好专利的企业成长壮大，重点产
业领域知识产权竞争优势加速形成，备
案认定的专利密集型产品产值超万亿
元。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负责人任爱
光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引导各类创
新主体做好高质量知识产权组合布局，

做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并强化重
点产业链上下游知识产权协同运用，提
高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运用能力。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科
技创新局负责人方磊说，近年来，中央企
业加强专利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取得
积极进展，未来，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
央企业在重要行业领域培育更多高价值
专利，并引导企业深入挖掘存量专利价
值，持续提升专利转化率。

方案提出，“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市
场体系”“推进多元化知识产权金融支
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法规工作
相关负责人杜墨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
体系，支持银行对专利权等无形资产的
研发提供贷款，继续扩大质押登记全过
程无纸化办理试点。

梳理盘活高校和科研机
构存量专利

“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 2023 年 9 月，国内高校有效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到 76.7 万件，科研机构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22 万件。”申长雨
说，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多
措并举促进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化运
用。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雷
朝滋表示，近年来，教育部重点从“提升
成果质量”和“加强政策激励”两大因素
着手，加快推动高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指导高校加大成果转化奖励
力度的同时，创新激励政策，激发科研人
员责任感和使命感。

2022 年，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向中
小 企 业 转 让 、许 可 专 利 达 2.9 万 次 ，比
2020 年增长 60.2％。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推动一批高
价值专利实现产业化”“高校和科研机构
专利产业化率明显提高”。

申长雨说，我国将进一步梳理盘活
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组织高校、科
研机构全面盘点存量专利，让企业对专
利产业化前景进行评价反馈，并加强推
广对接和资源匹配，促进专利高效转化。

深化知识产权国际合作

“知识产权是一项国际规则，是国际

贸易的‘标配’，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
是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
环境的重要方面。”申长雨说，我国积极
参与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交流，推动完善
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和标准。

据介绍，我国与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及国际组织建立了知识产权合作关
系，与 32 个国家建立了专利审查高速路

（PPH），有力促进了知识产权领域的国
际合作与交流。

我国还积极建立和推进“一带一路”
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 10 年来，我国与共建国家专利布
局实现双向增长，中国申请人在共建国
家的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速达 23.8％，共
建国家在华的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速达到
9.8％。”申长雨说。

方案提出，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金砖国家等开展专利推广应用和普惠共
享，鼓励国际绿色技术知识产权开放实
施。

申长雨说，国家知识产权局将进一
步深化“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深化
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建
设创新之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新华社北京10月 26日电）

提 升 专 利 质 量 促 进 转 化 运 用
——《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看点解析

新华社记者 宋 晨 张 泉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7
日电（记者 周 圆 王聿
昊）全国民航将自 10 月 29 日
至 明 年 3 月 30 日 执 行
2023／24 年 冬 春 航 季 航 班
计划，新航季共有 175 家国
内外航空公司计划每周安排
11.7万个客货运航班。

这 是 记 者 27 日 从 民 航
局了解到的消息。

国内航线航班方面，51
家国内航空公司计划每周安
排 96651 个 国 内（不 含 港 澳
台 地 区）航 班 ，比 2019／20
年 冬 春 航 季 增 长 33.95％ 。
新开辟 516 条国内航线，计
划每周安排 7202 个航班，主
要包括湘西、阿克苏、和田等
支线机场与北京、上海、广州
等枢纽机场间的干支衔接航
线和支线航线。

国际航线航班方面，150
家国内外航空公司计划每周
安排 16680 个航班，涉及 68
个境外国家。“以首都机场为
例，我们计划新增旧金山、巴
库等航线，并加频飞往法兰
克福、伦敦、巴黎等航点的航
班。”首都机场运行控制中心
资源管理主管贺亚炜说。

民航局运输司司长梁楠
表示，民航局将加快构建“干
支通，全网联”航空运输网络
体系，进一步便利国际经贸
合作和中外人员往来。

全
国
民
航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起
执
行
冬
春
航
季
航
班
计
划

10月 26日拍摄的城子峪长城景色（无人机照片）。
深秋时节，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境内的长城景区层

林尽染、色彩斑斓，景色美如画卷。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本版责编 冯婷婷 美编 董战轩 校对 杨炎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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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他强调，要把防止规
模性返贫作为重中之重，落实落细
各项措施，持续巩固提升“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水平，坚决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在促进产
业振兴上下功夫，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产业，提高农业质量和效益，不
断发展壮大主导产业，千方百计拓
宽就业渠道，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
力。要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深

入基层调查研究，用心用情用力解
决好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问题，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
的责任担当、更实的工作举措，推
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在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上下功夫，
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深入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彰显乡村新风
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