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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全力
推进汽车换“能”、家电换“智”、家装厨
卫“焕新”，以及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商务部 20 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
绍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进展及实效，
回应外界关切。

以旧换新政策惠民利企成效如
何？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李刚介
绍，截至 12 月 19 日 24 时，全国汽车报
废更新近 270 万辆，汽车置换更新超
310 万辆，超 3330 万名消费者购买相
关家电以旧换新产品超 5210 万台，家
装厨卫“焕新”补贴产品超 5300 万件，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超 100万辆。

受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产品
消费回暖——

汽车方面，11 月，国内乘用车零
售 242.3 万辆，同比增长 16.5％，环比
增长 7.1％，当月乘用车零售量创今年
新高；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零售 126.8 万
辆，同比增长 50.5％，增速连续 3 个月
保持在 50％以上。

家电家装方面，11 月，限额以上
家电和音像器材、家具类商品零售额
同比分别增长 22.2％、10.5％；增值税
发票数据显示，11 月电视等家用视听
设备零售业、冰箱等日用家电零售业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8.8％ 和
74.4％。

从对消费市场的带动效果看，11
月 ，汽 车 类 商 品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6.6％，带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对社零增速的贡
献由拖累转为拉升；家电和音像器材
零售额增速连续 3 个月保持在 20％以

上，明显高于其他商品零售额增速。
政策效应向供给端传导，相关行

业生产加快——
11 月 ，全 国 汽 车 生 产 完 成 343.7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11.1％ ，环 比 增 长
14.7％，月度产量创历史新高；汽车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增速较 10
月加快了 5.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以旧换新还大幅提升
了资源循环利用水平。一是汽车梯次
循环利用持续加快。11 月，全国二手
车交易量同比增长 8.1％；全国报废汽
车回收量同比增长 141.6％。二是废旧
家电回收量显著增长。1 至 11 月，全国
废旧家电回收量同比增长 7.7％。三是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不断完善。全
国具备资质的报废汽车回收企业中，
3／4 以上已经形成新能源汽车拆解
能力。

“外商投资企业积极参与、同等受
益。”李刚说，汽车以旧换新销量中，外
资品牌新车占比超过 35％。10 家主要
外资车企乘用车销量 9 月、10 月环比
分别增长 15.5％、4.1％。家电以旧换
新销售额中，八大类家电产品外资品
牌占比超过 16％。

各地如何因地制宜推动政策落实
落地？

国家鼓励各地自主确定补贴“8＋
N”类家电品种，满足消费者多元化换
新需求。山西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国荣
介绍，山西省在原有 8 大类家电产品
基础上，增加了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
7 大类产品，10 月份又增加了取暖器、
电饭煲、微波炉等 15 类小家电，补贴
品类达到 30 种；对 4 个方向、9 种类型
的家装消费品开展“焕新”补贴。

家电以旧换新参与范围广、补贴
标准高、实施监管难，确保资金使用安
全尤为重要。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副主
任彭和良说，重庆市创新开发一体化
服务平台，采取数字化手段进行全流
程、全方位监管。开发运用“家电产品
序列号管理系统”，利用数字技术实现
涉补家电产品订单号、发票号、物流轨
迹、产品序列号“四统一”，有效实现
人、货两端闭环管理。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涉及链条
长、环节多，亟待打通堵点难点。云南
省自贸办主任助理孟宁介绍，云南省
打造售旧购新、补贴申领、新车落牌、
旧车注销“一站式”流程，让群众“少跑
一点”。目前，全省共 2045 家销售企业
和商户参与活动，县（市、区）覆盖率近
99.2％，实施补贴资金“一周一核销”
制度，简化填报内容，优化核销流程，
加快核销进度，让参与主体“少垫一
点”。

谈及家装厨卫“焕新”经验做法，
甘肃省商务厅副厅长黄霓说，甘肃省
结合近 15 年来商品房销售、老旧小区
改造数量、装修市场趋势等因素，科学
合理制定旧房装修补贴条件。不限企
业规模、企业性质，结合服务水平、社
会信誉、产品质量等因素，确定参与实
施家装厨卫和家具“焕新”企业门店逾
6000 家，商品及材料不限品牌，不设
档位，让更多家装公司、生产、销售企
业参与其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加力扩
围实施“两新”政策。李刚表示，商务部
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正在与有关
方面一道，抓紧研究制定明年相关政
策。 （新华社北京12月 20日电）

消费品以旧换新成效如何？
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回应关切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胡林果

▲近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梅花镇屯头村一家宫灯生产厂，工人在晾
晒宫灯。连日来，屯头村宫灯生产厂家加紧制作灯笼，供应市场需求。藁城宫灯历
史悠久，是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华社发（梁子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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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
治，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是老百姓期盼的实事，是关系党的执政
根基的大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着力解决好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决惩治群众
身边的‘蝇贪’”。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中央纪委全会工作部署，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持续整治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增
进民生福祉，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强化整治
严查“蝇贪蚁腐”

“临汾市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
局原局长董新友套取财政资金等问题”

“太原市娄烦县原农业农村局局长冯爱
东套取项目资金、向群众摊派费用等问
题”……

今年 11 月 1 日，山西省纪委监委公
开通报 6 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典型案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强化
警示震慑。

这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力推进办
案，查处“蝇贪蚁腐”的生动缩影。

今年 4 月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在全国部署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集中整治，集中时间、集中精
力、集中力量，严查“蝇贪蚁腐”，纠
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反腐
败斗争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党委政府扛牢主责，有力推

动。各省区市主要负责同志切实加强领
导，推动市、县、乡各级党委政府全面
行动、一贯到底。

——纪委监委牵头抓总，监督推
动。各省区市纪委监委成立领导小组，
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靠前指挥，责任层
层压实到县级“主战场”，推动解决问
题。

——职能部门协同发力，条线推
进。教育、农业农村、卫健、住建等与
民生密切相关的职能部门切实履行行业
监管职责，上下贯通推进各领域专项整
治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围绕棚改居民
逾期未回迁安置、燃气管网“带病运
行”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生态环境部
精准纠治各方面打着环保幌子搞“一刀
切”问题。

2024 年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共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59.6 万个、处分 46.2 万人，移送检察机
关 1.5 万人，以“铁拳头”惩治“微腐
败”，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正风反腐
就在身边。

聚焦聚力
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以前孩子不愿意在学校吃饭，现
在校园餐品种多、味道好，孩子主动要
求在学校吃饭。”这是河南省潢川县实
验中学一位家长的真实感受。

变化来自于整治整改。记者了解
到，潢川县纪委监委紧盯“校园餐”违
纪违法问题严肃查处，同时还以点带面
对全县 154 所学校逐个排查，发现并督

促整改相关问题超过 200个。
数据显示，在整治“校园餐”管理

问题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推动相关
职能部门开展问题大排查，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查处贪占学生餐费、收受回扣等
问题 3.8万个，处分 2.3万人。

与此同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还会
同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财
政部等部门制定 《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园
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监督的指导意
见》，推动从制度层面解决“校园餐”
管理监督难题。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导下，各省
区市结合当地实际，选取本地区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项目化方式纠治
顽瘴痼疾，省级层面共确定 126 项重点
整治项目。

在四川，当地聚焦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推动解决影响群众耕种的各
类问题，守护粮食安全和群众利益；

在浙江，省纪委监委针对非教育教
学事务进校园过多问题，推动出台“白
名单”制度，让师生可以把更多精力放
在课堂学习上；

在广西，自治区纪委监委会同政法
机关开展整治“村霸”“街霸”“矿霸”
等涉黑涉恶问题专项行动，纵深推进

“打伞破网”、行业治理等，有力打击涉
黑涉恶组织或团伙。

群众利益无小事。聚焦涉及面广、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走村入户、察访民情，以实际行动解
决群众“烦心事”，以实实在在的成效
赢得群众支持和信赖。

标本兼治
推动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梳理完善规范性管理措施，健全规
章制度，做到整改整治一体推进……在
甘肃，各地在深入开展集中整治、认真
抓好问题整改的同时，高度重视以制
度促规范、靠制度管长远，切实补齐行
业和单位内部监督管理漏洞。

对于案件查办中暴露出的普遍
性、深层次问题，必须从制度机制上找
原因、提对策，推动完善体制机制、堵
塞监管漏洞，才能真正实现查处一案、
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果。

湖南省纪委监委针对洞口县棚改
项目涉假造假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
推动省住建厅等 7 部门联合出台棚户
区改造专项整治整改和规范项目建设
资金的十六条措施，带动全省建立和
完善制度；

福建省纪委监委在涉农资金骗补
专项整治中，对查处案件进行分析，梳
理骗补表现形式、易发多发环节，向省
农业农村厅下发纪检监察建议，督促
建立涉农资金分配使用联审联验、风
险分级管理等制度机制；

……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从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
政治高度，下更大气力惩治“蝇贪蚁
腐”，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以正风反腐的新成效不断夯实党
的执政根基。

（新华社北京12月 21日电）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成效综述

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冬至农忙冬至农忙

12月 21日是冬至节气，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农事活动。
▲12月 21日，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农民在田间收获大白菜。

新华社发（武纪全 摄）
▼12月 21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农民在竹林挖笋。

新华社发（倪立芳 摄）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记
者 徐鹏航）20 日，国家医保局针
对公安部门侦破的医药领域虚开发
票案，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保局发函，要
求认真排查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
头孢唑肟钠注射液、水解蛋白口服
溶液等涉案产品是否存在类似问
题，尽快摸清挂网价格底数。

国家医保局在函件中表示，坚
决反对虚高药价加重患者负担，坚
决反对虚开发票形成非法利益链
条，坚决反对“一药双价”“带金
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

函件要求，案件查处地医保局
代表有关药品挂网省份，及时与相
关部门沟通，详细了解具体案情，
掌握“一药双价”问题线索，尽快

依规约谈督促涉事医药企业规范价格
行为。对既不反映医药生产企业实际
收入，又额外增加患者费用负担的代
理商加价部分，要坚决挤出药品虚高
价格水分。根据案件查实的虚开发
票、行贿等违法行为，严格执行医药
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给予相关
企业失信评级和相应处置措施。

函件明确，各省 （自治区、直辖
市） 医保局及时跟进落实处置结果，
坚决举一反三。对同通用名其他厂牌
类似药品价格虚高的，督促相关企业
规范价格行为，合理下调挂网价格，
促进患者购药价格更多与医药生产企
业实际价格相协同，重点关注经销商
或代理商刻意做高价格用于不当营销
行为。持续加大医药价格风险处置力
度，保障群众用上质优价宜的药品。

国家医保局要求排查
虚开发票“一药双价”等问题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记 者
张晓洁 张辛欣）记者 20 日从工业和信
息化部获悉，我国建成 1200 余家先进级
智能工厂和 230 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
个性定制、柔性生产、虚拟制造、智慧服
务等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孕育发展。

智能制造发展取得成效的同时，智
能制造装备产业规模也在快速增长，生
态体系初步形成。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
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累计发布 469 项
智 能 制 造 国 家 标 准 、50 项 国 际 标 准 ，
6500 余家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
商服务范围涵盖全部制造业领域。

网络基础设施是智能制造的基础。

截至目前，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过 414 万
个，《“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
中提出的 2025 年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
26个的发展指标已实现。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
示，将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推动实施智能
制造领域重大科技专项，促进先进工艺、
智能装备、工业软件成组连线集成创新，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开展“人工智
能＋”制造行动，推进智能工厂梯度培
育，持续培育一批掌握核心技术、深耕细
分行业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
商。完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深化 5G 在
制造业领域的融合创新和规模应用。

我国建成 1200余家先进级智能工厂

据新华社西宁 12 月 20 日电（记
者 李琳海）最新监测显示，青海湖水体
面积持续扩大至 4650.08 平方公里，较去
年同期增加 28.1平方公里。

这是 20 日记者从青海省政府新闻
办举行的专场发布会了解到的。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
久谢说，经过不懈努力，青海湖蓄水量不
断增加，流域水质保持稳定，草原综合植
被覆盖度逐步提升。2023年，青海湖流域
植被盖度为 62.8％；2023年青海湖水体面
积较近十年同期面积增大 204.46 平方公

里。2024年 9月监测显示青海湖水体面积
达4650.08平方公里，水位达3196.72米。

此外，青海湖生物多样性得到持续
保护。久谢说，目前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
量达 12.03 万吨，普氏原羚数量达 3400
余只，鸟类种数达 282 种，栖息水鸟数量
达 60.6 万只。荒漠猫、白唇鹿等珍稀物种
重新回归视野，普氏原羚、岩羊等物种的
范围进一步扩大，过去难得一见的黑颈
鹤、黑鹳、大天鹅等频频亮相，高原独有
的“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
趋于平衡。

青海湖面积扩大至 4650.08平方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