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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国家发
展改革委已启动“十五五”规划前期研
究，梳理提炼“十五五”时期需要及早谋
划、着力研究的重大课题问题。

这是记者从17日至18日召开的全
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在
会上介绍，要按照党的二十大部署
安排，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做好“十四
五”规划中期评估的基础上，围绕

“十五五”规划系统谋划发展思路，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
面意见建议，推动形成共识。同时，
要探索创新的思路和举措，特别是
要聚焦关键的堵点，创新思路方法，
研究提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
性任务和重大举措。

中央财政在今年四季度增发1万亿
元国债。记者18日从财政部获悉，财
政部日前已下达第一批资金预算2379
亿元。

第一批资金预算是如何分配的？怎
样用好管好？记者采访了财政部预算
司、农业农村司相关负责人。

资金跟着项目走 2379亿元
预算已下达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经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查批准，今年中
央财政增发1万亿元国债，全部通过转
移支付安排给地方，专项用于支持灾后
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此前，多部门联合成立了增发国债
项目实施工作机制，并确定了第一批项
目清单。根据已确定的项目，财政部下
达了第一批国债资金预算2379亿元。

其中，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
灾能力补助资金达1075亿元，东北地区
和京津冀受灾地区等高标准农田建设补
助资金达1254亿元，重点自然灾害综合
防治体系建设工程补助资金（气象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达50亿元。

“项目确定一批，资金预算就及时随
之下达一批。”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建凡
说，为确保增发国债资金及时下达，财政

部已提前对国库资金进行准备。同时，
与年度国债发行进行统筹安排，已在四
季度推进了国债发行。

据介绍，此次增发国债一次性提高
了对地方的补助比例或补助标准，并加
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受灾地区的倾斜支持
力度。

根据部署，增发的1万亿元国债拟
通过今年预算安排5000亿元，结转明年
5000亿元。

王建凡说，下一步将根据项目审核
的具体情况，分批下达其他领域国债资
金预算。“今年预算安排的5000亿元将
根据项目审核进展尽快下达。”

资金分类使用 支持灾后恢
复重建、高标准农田建设等

增发国债第一批资金预算下达之
后，将具体如何使用？

分类型来看，此次下达的1075亿元
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补助
资金，全部按照项目分配，将用于支持京
津冀等全国12个省份的1508个项目。

具体来看，这些项目包括教育和医
疗卫生机构的灾后恢复重建，交通、水利
等基础设施的灾后恢复重建，水库除险
加固、河道治理等工程建设。

1254亿元东北地区和京津冀受灾

地区等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将用
于支持全国1336个县新建、改造提升
高标准农田以及修复灾毁农田共5400
万亩。

“一方面，资金优先支持东北地区和
京津冀受灾地区，合计支持规模为2885
万亩；另一方面，加大对粮食主产省高标
准农田建设支持力度。此外，还将各地
上报的248.3万亩灾毁农田全部纳入支
持范围，支持地方及时修复灾毁农田。”
财政部农业农村司副司长魏高明说。

此外，第一批资金预算中还包括了
50亿元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
工程补助资金（气象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这一资金将用于支持全国30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45个
气象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气
象监测能力、气象预报预警服务能力以
及人工影响天气能力。”魏高明说。

管理多措并举 确保资金用
出实效

万亿元的国债资金来之不易。如
何规范管理、加强监管，确保资金用出
实效？

据悉，为规范国债资金管理，提高资
金分配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财政部日前已制定印发《增发2023年国

债资金管理办法》，从国债资金用途、资
金分配和预算下达、资金使用管理、绩效
管理、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我们要求省级财政部门在收到中
央财政下达的项目预算后，原则上于7
日内商有关部门分解下达。地方财政部
门应当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及时拨付资
金，不得超进度拨付资金，不得在年底突
击花钱。”魏高明说。

在加强资金监管方面，财政部已积
极采取三方面举措：

一是组织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建立常
态化监管机制，加强对国债资金分配、拨
付和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增发国债资
金将会成为财会监督的重点。

二是实施全流程跟踪监控。财政部
在预算下达后将有关项目信息全部导入
预算一体化等系统，并要求地方各级财
政部门及时将国债项目具体信息、资金
下达及使用等情况导入系统，通过系统
实施全流程跟踪监控。

三是要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履行财
会监督主责，建立全流程监控机制，压实
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管好用好项目
资金的责任，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财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加严格的要
求，管好用好每一笔资金，确保将资金用
出实效。”王建凡说。

入冬以来，江西冬闲田里绿意盎
然，油菜长势正旺。在确保全面完成今
冬油菜扩种任务的基础上，江西各地通
过资金补贴、良种良法推广等举措，鼓
励农民投入冬季油菜生产，做到种得
下、管得好、收得多、有钱赚。

江西是长江中下游油菜主产区。
2022年，江西克服历史罕见的伏秋连旱
天气，完成 100 万亩油菜扩种任务，
2023年全省夏收油菜面积达889.15万
亩，比上年增加102.25万亩。2023年，
江西继续扩大油菜种植，全省目标任务
900万亩，目前已完成931万亩。

目前，江西已下达耕地轮作及绿色
高产高效资金4.3亿多元支持油菜等主
要粮油作物生产，各地也纷纷拿出“真
金白银”扶持油菜生产。在抚州市广昌
县，当地出台扶持奖补政策，对开展灭
茬、旋耕、起垄、开沟等农业生产托管社
会化服务的种植主体，按照每亩80元的
标准给予补贴。

南昌市经开区樵舍镇雪舫村村民
夏满宏告诉记者，今年区里统一采购
油菜种子发给农民，并给予每亩 120
元的种植补贴，他利用冬闲田种了
200亩油菜，可以领到2万多元补贴。
南昌市农业农村局统计数据显示，全
市已完成油菜播种面积88.08万亩，任
务完成率达103.38%。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油
菜综合性扶持措施，推行稻油轮作，大
力开发利用冬闲田种植油菜。在吉安
市吉水县尚贤乡华山村油菜种植基地，
种植户罗卫清对记者说：“晚稻收完后，

我在田里种油菜，预计亩产280斤油菜
籽，能有600块钱左右收入，等于多种
一季优质稻。”等明年油菜收割后，他将
在田里继续种早稻，实现稻稻油轮作。

赣州市上犹县今年冬种油菜面积
达1.31万亩，当地多年来推广稻稻油轮
作模式和高产油菜主导品种，县乡农技
人员积极探索油菜单产提升措施，助推
油菜高产丰收。在2023年全国油菜高
产竞赛中，该县获得稻稻油轮作模式下
油菜单产第一名。

为全面推动油菜生产“良种+良法”
配套技术集成与推广应用，今年江西投
入2000多万元在全省11个县重点推进
实施油菜高产高效项目，已实现所有设
区市全覆盖。

近年来，江西各地积极探索油菜高
产新模式。在赣南山区石城县，当地利
用农业生产“大托管”服务试点，实施油
菜托管种植，各村完成土地流转，镇股
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代种代管，优质油菜
品种统一机械化种植，“良种、良田、良
技”协同发力，有效提高了油菜播种质
量。石城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务股股
长杨炳说，全县通过托管种植，油菜良
种和标准化生产技术覆盖率已达70%
以上。

江西多地还积极做足“油菜+”文
章，提升油菜生产综合效益。宜春市丰
城市白土镇副镇长徐道飞告诉记者，今
年镇里在交通主干道两侧打造了3个

“五百亩”集中连片油菜示范区，明年春
天这里将是一片花海，吸引城里人前来
赏油菜花、吃农家饭。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记者从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8
日，55002次货物列车在电力机车的牵
引下缓缓开出锡林浩特站，标志着太锡
铁路正蓝旗至锡林浩特段（蓝锡段）电
气化改造完成，太锡铁路北段迈入“电
气化时代”。

太锡铁路南起河北省太子城站，北至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站，途经河北省张
家口市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其
中，太锡铁路内蒙古段正线全长约261公
里，沿线经过太仆寺旗、正蓝旗、阿巴嘎
旗、锡林浩特市，共设车站12座。

此次完成电气化改造的蓝锡段线
路全长约204公里。据中国中铁电气
化局项目负责人马志广介绍，太锡铁路
内蒙古段地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
盟，沿线草原众多。施工人员应用自主
研发的轨道基坑挖掘机，优化沿线通
信、信号、电力工程电缆敷设方案，最大
限度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太锡铁路建成后将与崇礼铁路、京
张高铁共同构成锡林郭勒盟和张家口
北部地区的进京快速客运通道，沿线百
姓的铁路进京时间将缩短一半以上，有
效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

太锡铁路北段迈入“电气化时代”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
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18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介绍有关情况。

若干措施提出5方面18条工作措
施。主要包括：促进内外贸规则制度衔
接融合，促进内外贸市场渠道对接，优
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环境，加快重点领
域内外贸融合发展，加大财政金融支持
力度。

“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说，内外贸一
体化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让企业可
以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在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间顺滑切换。帮助企业“两条腿”
走路，既要开拓国内市场，也要开拓国际
市场，既鼓励外贸企业转内销，也鼓励内
贸企业做外贸。

盛秋平介绍，2023年前三季度，最
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3.2%。内外贸规则制度进一步衔接，国
际标准转化率超过80%。企业内外贸一
体化发展意愿进一步增强，2023年前10
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内外贸一体

化经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4.7%。
促进内外贸规则制度衔接融合是

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若干
措施提出，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建立完
善国际标准跟踪转化工作机制，转化一
批先进适用国际标准，不断提高国际标
准转化率。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标准、检验检疫、
监管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是内外贸一
体化发展的难点和堵点。海关总署综合
业务司负责人林少滨说，将聚焦市场关
注和企业需求，继续做好国外技术法规
标准，特别是发达国家地区技术法规标
准的比对、研究和评议工作，及时向出口
企业开展宣传和贯彻相关成果。同时，
深化检验检疫、认证认可国际合作，积极
与更多国家开展检验检疫电子证书国际
联网核查，扩大第三方检验检测结果采
信范围，大力促进内外贸规则制度衔接
融合。

据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负责人
姚雷介绍，“十四五”以来，我国在机械、
化工、信息技术、消费品等领域转化
2509项先进适用国际标准，家用电器、
纺织服装等主要消费品领域关键技术指

标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到95%。
开辟出口转内销CCC认证绿色通

道、指导成立中国东盟新能源汽车检测
认证联盟、即将发布首批15个“湾区认
证”产品目录和实施规则……姚雷说，
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国内国际标准衔
接，加快推进合格评定领域国际合作与
互认，打破妨碍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地
方保护和行业壁垒，加强CCC认证绿色
快速通道政策宣传，确保惠企政策落到
实处。

若干措施提出，推进内外贸产品同
线同标同质。姚雷说，内外贸产品“同
线同标同质”是指按照相同标准、相同
质量要求，在同一生产企业生产既能
满足境外特定目标市场要求又可内销
的产品。下一步，将选取重点地区重
点行业，加强“三同”工作政策引导和
服务保障，扩大实施“三同”的企业和
产品范围，实现“三同”工作品种、企业
数量双增。

若干措施提出，强化金融机构对内
外贸企业的服务能力，从“更好发挥信用
保险作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方面
提出具体要求。

金融监管总局政策研究司司长李明
肖说，鼓励银行机构在做好押汇保理、票
据贴现、订单融资等常态化贸易金融服
务基础上，优化整合单项产品，推出集支
付结算、融资融信、汇率避险等于一体的
综合性服务。支持保险公司依法依规开
展出口信用保险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业
务，持续优化承保理赔条件，扩大信用保
险覆盖面等。

若干措施提出，培育一批具有国际
竞争力、内外贸并重的领跑企业。商务
部市场建设司司长周强说，将着重从五
方面提升企业经营能力：

一是加强规则衔接，引导企业树立
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理念，积极参与相关
领域规则标准的制修订；二是加强品牌
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代工企业对接国内
品牌商，增强企业国内国际品牌影响力；
三是加强市场拓展，建立国内国际联动
的营销网络、售后服务体系；四是加强模
式创新，支持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
内外贸融合新业态新模式；五是加大人
才支撑，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内外贸一体
化相关专业建设，开展内外贸实务及技
能培训。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记者18
日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为全
面加强金融监管、优化金融服务、防范
化解风险，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形成《消
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提高消费金融公司准入标准、强化业务
分类监管、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征求意见稿提高消费金融公司主
要出资人的资产、营业收入等指标标准
以及最低持股比例要求，提高消费金融
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求。金融监管
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征求意见稿
将消费金融公司主要出资人持股比例
要求由不低于30%提高至不低于50%，
有利于压实股东责任，增强股东参与公
司经营意愿，更好发挥股东资源优势，
同时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避免由于股
权相对分散而出现公司治理失效失衡
的问题。

征求意见稿对消费金融公司的业
务范围进行了优化调整。一方面，区分
基础业务和专项业务。将“发放个人消
费贷款”“发行非资本类债券”等7项业
务纳入基础业务，将“资产证券化业务”

“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与消费金
融相关的咨询服务”等4项业务纳入专
项业务。另一方面，取消非主业、非必
要类业务。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征求意
见稿要求消费金融公司建立健全消保
工作机制，设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健全完善消保信息披露机制、个人
信息保护制度，加强消费者适当性管
理。同时要求消费金融公司加强合作
机构准入管理、集中度管理，明确合作
机构的禁止性规定，避免因合作机构特
别是催收机构不规范催收侵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情形。

金融监管总局拟提高
消费金融公司准入标准

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帮助企业“两条腿”走路

——多部门详解国办出台18条工作措施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潘洁 李延霞

资金如何分配？怎样用好管好？
——聚焦增发国债第一批资金预算下达

□新华社记者 申铖

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
“十五五”规划前期研究

江西：

用好冬闲田 念好“油菜经”
□新华社记者 陈春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