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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叫 赵 志 英 ，身 份 证 号 码 ：
14273020030726121X，是山西省夏
县 庙 前 镇 南 岭 村 89 号 第 四 组 居
民。孩子母亲于 2024 年 9 月 7 日在
运城市中心医院分娩一男婴，取名
赵佳河。

因未到法定年龄，未办理结婚
登记。根据规定，现声明为孩子办
理单亲出生医学证明。自声明之

日起一个月内，任何人如有异议，可
向运城市中心医院出生医学证明办
理处提出，电话：0359-6397525，过
期将按规定为孩子办理单亲出生医
学证明。

特此声明

声明人：赵志英
2024年9月24日

办理《单亲出生医学证明》的声明

●不慎将李仙果残疾证（证号：14270119520606302473）丢失，声明作
废。

乡村“小”地名，关系振兴“大”战略。
截至今年 8 月，全国已规范命名乡村地名 43 万条，设置

乡村地名标志 33万块。民政部相关负责人 23日介绍。
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无数村庄星罗棋布。人依地栖，

志以名存。群山环绕中的村庄以何为名？蜿蜒曲折的村道
如何命名？那些“无名”山水又该如何称呼？

聚焦“起名”大事，民政部自去年以来启动“乡村著名行
动”，让“无名”的“有名”，也让“有名”的“扬名”。

起“新”名，织密地名网络——
开展“乡村著名行动”，起名是基础。在乡村，大量地名

来源于群众约定俗成、口口相传，“有地无名”“一地多名”等
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影响地名“指路”这一基础功能的发挥。

此次“乡村著名行动”规范命名了 40 多万条乡村地名，大
大提升了地名的数量密度和标准化程度。

既要有名字，也得有“名牌”。截至今年 8 月，全国设置乡
村地名标志 33万块，安装楼门牌 1442 万块。

在黑龙江佳木斯，乡亲们口中“老王家那趟街”变成了
“智信路”；在湖南泸溪县五果溜村，农田旁一条乡道立起了
“五果路”的路牌，为归人、游人指向。

在信息化时代，精准丰富的地名信息是乡村治理的“数据
底座”，新安装的地名标志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务服务的“入口”。

在浙江等地，一些乡村安装了“数字门牌”，村民们只要
在家门口拿手机扫一扫，就能办理预约寄件、废旧回收、生活
缴费等业务。

守“老”名，助力文化绵延——
地名是回家的路，也是文脉传承的根。我国拥有极为丰富

的乡村地名文化。据统计，使用超千年的古村落名数以万计。
地名中有历史。山东省东明县五霸岗北村、五霸岗南村的

村名，记录着春秋时期齐桓公召集各国诸侯会盟的历史事件；
地名中有道德传统。安徽省萧县“鞭打芦花车牛返”村

的村名来自孔子弟子闵子骞“芦衣顺母”的故事，彰显着“孝”
文化；

地名中有家国。各地用红旗村、红军村等村名传承红色
血脉，铭记红色荣光……

全国 23 个省份建立了地名保护名录制度，已有 3 万多条
乡村老地名纳入保护范围。

“用”好名，赋能产业振兴——
如今，作为社会基本公共信息，地名不只发挥着传统意

义上的交流交往作用。畅通城乡人流、物流、信息流，乡村地
名是“桥梁”；促进产业振兴，乡村地名是“助推器”。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民政部指导互联网地图平台规
范标注乡村地名 900 余万条，发动群众依托图上地名，自主采
集农家乐、采摘园等兴趣点 80 余万条，累计导航量超百亿人
次。

小小乡村地名正释放着“大能量”。乡村游的旅人们不
用急着找当地人问路，田园风光之旅多了几分自在；从事民

宿、自助采摘的经营者们等在家里也自有游客上门；“山货进城”的车子开到了农户家
门口，“无名道路”不再是阻隔在村民和物流之间的障碍……

乡村地名助力打通要素流动壁垒，让城与乡实现“双向奔赴”。有的乡村通过挖
掘发挥地名品牌价值，推出一批带有地名标志的“乡字号”农产品。越来越多村子开
始探索用乡村地名念起“土”字诀、打出“特”字牌、唱好“产”字歌，实现地名与农村电
商、平台经济和农文旅发展等深度融合。

“乡村著名行动”是需要耐下心的“慢工细活”，也是个“技术活”。
根据此前民政部安排，将利用 3 年至 5 年时间集中开展工作，使地名助力乡村振

兴作用充分显现；到 2035 年，乡村地名管理服务全面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
期待各地以乡村百姓需求为牵引，丰富“扬名”内涵、创新“用名”方式，以地名之

美彰显时代之美，以乡村“著名”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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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息又降准！24 日，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潘功胜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宣
布，降准 0.5 个百分点，并降低政策利
率 20个基点。

这不仅将释放长期流动性约 1 万
亿元，而且将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
成本进一步降低。央行多项重磅政策
同时推出，将有力支持经济稳定增长。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的是什么？
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

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按规定需要准
备相应资金缴纳给中央银行，而缴纳
的这笔准备金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
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意味着
商业银行被央行依法锁定的钱减少
了，可以自由使用的钱相应增加了。

今年 2 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已下
调了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24
日宣布的降准是年内第二次降低存款
准备金率。这两次调整累计降准 1 个
百分点，共计将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
性约 2万亿元。

此次“降息”降的是政策利率，将
带动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
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将减少，利息负
担会变轻。

今年以来，我国利率水平保持在
历史低位。8 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为 3.57％，比上年同期
低 28 个基点；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
率 为 4.48％ ，比 上 年 同 期 低 34 个 基
点，均处于历史低位。

潘功胜 24 日宣布，7 天期逆回购
操作利率将进一步降至 1.5％。这意
味着政策利率将下降 20 个基点，预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存款利率
等将随之下行 0.2个至 0.25个百分点。

降准又降息，背后有什么考量？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

还面临不少困难挑战，国内有效需求
不足。

“此时降准降息，有助于保持流动
性合理充裕，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进一步扩大内需，释放消费和投资潜
力。”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

说。
9月是季末月份，金融机构流动性

需求、资金成本压力有所上升，中国人
民银行选择此时出招，有助于缓解金融
机构、企业、居民等多方压力，为经济回
升向好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人民银行已多次表示，我国
货币总量已足够多，一味追求总量增
长难度较大，金融总量增长处于“减速
提质”阶段。

8 月 末 ，我 国 人 民 币 贷 款 余 额
252.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社会
融资规模存量为 398.56 万亿元，同比
增长 8.1％。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
为，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增大，为信贷增
长提供了有力支撑。灵活运用多种货
币政策工具，可引导信贷资源更多流
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有
力支持经济结构加快优化。

8 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13.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9％，其中，
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

长 13.4％；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3.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2％；专精特
新企业贷款余额 4.18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4.4％。这些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
各项贷款增速。

近日，美联储降息“靴子落地”，市
场人士十分关注中国政策动向。中国
人民银行此前已给出明确回应：中国
的货币政策将继续坚持以我为主，优
先支持国内经济发展。

此次潘功胜再次坚定表示：中国
人民银行将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
场，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强度，提高货币
政策调控精准性。

当日，金融管理部门还发布新举
措：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统一房贷最低
首付比例，创设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
的新工具……这些增量政策展现出金
融进一步支持经济增长的决心和力度。

期待未来宏观政策持续用力，推
动有效投资扩大，释放更多消费潜能，
支持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降息又降准！货币政策发力支持稳增长
新华社记者 吴 雨

9月 24日，参观者在一个在线跟随抓取协作机器人前驻足观看。
当日，第 24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吸引

28个国家和地区 2600 家企业参展。 新华社记者 方 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