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4
日电 （记者 严赋憬 陈
炜伟）中央财政在今年四季
度增发 2023 年国债 1 万亿
元。国家发展改革委 14 日
发布消息说，近日会同有关
部门，已正式将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作为本次增发国债
的第一批项目下达地方，项
目规模共计5400万亩，安排
增发国债资金1254亿元，共
支持项目1336个。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
责人介绍，本次支持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大幅提高补助
标准，亩均投资补助从1500
元左右提高到2400元左右，
明确地方出资部分主要由省
级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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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规

模的 53%，将各省份上报的
248.3 万亩灾毁农田全部纳
入支持范围；着力推进粮食
主产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全
国 13 个粮食主产省合计支
持规模为4200万亩，占总规
模的78%。

要闻 4 2023年12月1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蔡金荣

本报社址：新疆和田市英明路4号 邮编：848000 邮箱：xjhtrb@sina.com 策采部：（0903）2970001 汉文编辑部：2068166 维文编辑部：2069200 广告部：2068004 月价：13.2元 印刷：和田翔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903）2068010

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已问责17人
生态环境部 6 日发布消息，目前，

第三轮第一批 5 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全面进入下沉工作阶段。各地
已约谈党政领导干部 43 人，问责党政
领导干部17人。

5个督察组于11月21日至22日陆
续进驻福建、河南、海南、甘肃、青海开展
督察。截至12月4日晚，各督察组共收到
群众来电、来信举报6395件，受理有效举
报5315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
被督察地方转办 4273 件；被督察地方已
办结或阶段办结592件，其中立案处罚92
家，立案侦查4件，约谈党政领导干部43

人，问责党政领导干部17人。
在下沉工作阶段，各督察组根据前

一阶段督察掌握的情况和聚焦的问题
线索，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现场，
督察地市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推进落实情况。

各督察组查实了一批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核实了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不
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
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目前已公
开曝光5个典型案例。

各督察组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
和生态环境保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持续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
境问题，及时转办督办，加强抽查核实，
开展实地回访并面对面听取人民群众
意见。督察组督促被督察地方精准科
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以解决具体生态
环境问题来回应社会关切，以整改实际
成效来取信于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有关省高度重视督察整改工作，积
极推进边督边改，一批群众身边的生态
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一批整改不到位甚
至污染反弹的问题得到查处，一批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 据新华社

中 央 生 态 环 保 督 察 曝 光 5 省 典 型 案 例
违规采石破坏赵长城遗址、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保护不到位……8日，
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通报5省典型案例。

督察发现，福建泉州市一些县（市）
借矿山修复、土地平整之名违规开山采
矿，监管不力，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2020年9月，惠安县批准两个矿山
的“生态恢复治理”项目，由两家矿企共
同成立的禾木农场开发有限公司组织
实施。治理项目实施以来，矿山不仅没
得到修复，矿区开采面积反而扩大近一
倍。

在河南，督察发现新乡市辉县、卫
辉等地违规挖砂采石破坏生态环境问
题突出，导致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赵长
城遗址遭到破坏。卫辉市矿山主管部

门为天然资源有限公司四车间办理采
矿许可证时，未按规定征求文物行政部
门意见，将长达651米赵长城遗址唐庄
2段划入采矿范围。多家企业在违规采
矿过程中也对赵长城造成破坏。截至
目前，赵长城遗址仅存在855米，71.6%
长度的长城遗址已遭到不同程度破坏。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热
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督
察发现，国家公园内存在违法违规侵占
林地、非法采石破坏生态、小水电站清
理整治不力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五
指山花舞人间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自
2021年起违法开垦258.6亩公益林地种
植咖啡等经济作物。4座电站的部分设
施位于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至今仍在
运行。

在甘肃，督察发现，2019年以来，甘
南州部分采砂企业未办理征占用手续，
违规占用草原、林地。其中，甘肃驰野
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 3 家采砂企
业违规占用草原 249 亩进行开采。全
州 43 家采砂企业中，37 家没有达到生
态修复要求。全州按照要求应开展绿
色矿山创建的采砂矿山，均未开展创建
工作。

督察发现，青海省一些地方小水电
开发生态保护不力，影响河流生态系统
健康。截至督察时，64座列入“退出类”
的小水电站，仍有 23 座没有完成退出
方案。由于生态流量泄放不能满足稳
定、足额的要求，导致部分河流出现减
水脱水现象。

据新华社

GDP十年翻番

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超过120万亿元——
2013年至202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从59.3万亿元增长到121万亿
元，年均增长6%以上，按年平均汇率折
算，经济总量达 18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
第二位。

2023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
期目标有望圆满实现，这也意味着，我国
经济总量将持续稳定增长。

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已翻了
一番，发展站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

从时间线来看，2014 年、2016 年、
2017 年、2018 年、2020 年、2021 年，我国
GDP相继跨越60万亿元、70万亿元、80
万亿元、90万亿元、100万亿元、110万亿
元大关，2022年突破120万亿元。

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
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最近三年，中国
经济年均增长达到4.5%，高于世界平均
增速 2.5 个百分点左右。2023 年，我国
经济增速将继续在主要经济体中居于前
列。

纵向看，目前我国每年 GDP 增量，

已远超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全年 GDP。
我国经济1个百分点增速带来的增量，
相当于10年前的约2.1个百分点。

经济总量持续提高的同时，人均
GDP 实现新突破。10 年来，我国人均
GDP从43497元增长到85698元。按年
平均汇率折算，2022年我国人均GDP达
到12741美元，连续两年保持在1.2万美
元以上。

中国经济占全球份额稳步提升，国
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10 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
济的比重从12.3%上升到18%左右，货
物贸易总额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
30%，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
引擎。

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10 年
来，我国外汇储备稳定在3万亿美元以
上，2022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1277
亿美元。在外部形势复杂严峻、不确定
性上升的背景下，庞大稳定的外汇储备
规模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冲击提供

有力保障。
一组组数据，见证我国综合国力、国

际影响力、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彰显
我国发展基础更牢、发展质量更优、发展
动力更为充沛。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
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和繁重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我国经济成功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
困难，实现回升向好：前三季度GDP达
913027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5.2%。

基于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外资
金融机构持续“加码”中国债券市场。中
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境外机构已连续
9 个月净买入我国债券，2023 年以来累
计净买入量近1万亿元，其中10月份外
资净买入量已超过2000亿元，预计11月
份增持量有望达到2500亿元。

近 期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 等诸多国际机构密集上调中
国经济增长预期，为中国经济投下“信
任票”。

IMF 将中国 2023 年 GDP 增长预期
从之前的5%上调至5.4%，同时上调2024
年GDP增长预期。OECD将2023年中
国GDP 增速预测值上调至5.2%。亚洲
开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3年亚洲发展
展望（12 月版）》报告预测，2023 年中国
经济增长率将达到5.2%，高于9月预测
的4.9%。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
出，综合起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
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
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增强信心和
底气。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表示，2023年我国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 1/3，是世
界经济最大的引擎。“跟去年相比，跟其
他国家相比，我国发展的成绩是令人信
服的，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我国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将逐步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记者

王立彬）以“互联网+不动产登记”为主、
线下帮办为辅的不动产登记一体化机
制，将从长三角走向全国，逐步实现重点
区域“跨省通办”全覆盖。

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 14 日对记
者表示，2023 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共
办理转移登记、抵押登记、信息查询等
网上业务近 1100 万件，有效服务了异
地办事需求，降低了企业办事成本，提
升了人民群众幸福感，促进了营商环境
优化，助力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

据介绍，最近3年来，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联合三
省一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印发了不动
产登记“跨省通办”工作方案，开展了“互

联网+不动产登记”“跨省金融信贷+不
动产抵押登记”并在登记服务大厅设置

“跨省通办”窗口。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领
导小组办公室把这一机制作为制度创新
经验复制推广，在长三角逐步落地实
施。从 2021 年“跨省通办”首证在苏州
吴江区发出至今，三省一市已经构建了
以“互联网+不动产登记”为主、线下帮
办为辅的不动产登记一体化“跨省通办”
机制。

今年上海市为一家注册在金山的外

商独资企业“全程网办、四证齐发”，交
地、发证、抵押联办，支撑了企业开工建
设新厂房。实践表明，在严守安全底线
基础上，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更好满
足了市场交易和抵押融资需求，助推了
长三角加快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
局。

据上海等地的工作思路，首先要在
域内选取试点城市，按全领域、全业务类
别“全程网办”总体目标，推动“网络实人
认证+证照免于提交+补充资料邮寄”工

作模式运用，后续全区域落地，最后推广
至全国各地。

在日前召开的深化长三角区域不动
产登记一体化“跨省通办”改革工作座谈
会上，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深化改
革成果，推动不动产登记从“网上可办”
向“网上好办”“全程网办”转变，加快实
现长三角不动产登记全业务类型、全区
域覆盖一体化“跨省通办”，并将经验做
法向京津冀、成渝等区域推广，逐步实现
全国重点区域全覆盖。

第 一 批 增 发 国 债 支 持

540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四部畅销小说入选中国作协

网 络 文 学 国 际 传 播 项 目
新华社石家庄 12 月

14日电 （记者 余俊杰
杜一方）由中国作家协会主
办的2023中国网络文学论
坛，14 日在河北石家庄开
幕。开幕式上发布了网络
文学国际传播项目，旨在以
中国网络文学为载体，推动
中华文化更好走出去。

据介绍，入选该项目一
期的作品包括《雪中悍刀
行》《芈月传》《万相之王》

《坏小孩》4 部知名畅销网
文小说，使用英语、缅甸语、
波斯语、斯瓦西里语4个语

种，通过在线阅读、广播剧、
短视频、推广片等方式，向
全球进行推介。

据统计，这4部作品的
外语版自10月陆续上线海
外各大平台以来，已创下数
千万次播放量，海外用户订
阅量还在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
记处书记胡邦胜表示，中国
作协将从加强创作扶持、推
动 IP 转化、加强队伍建设
等方面，进一步推动网络文
学精品化发展，更好走向海
外市场。

12月14日拍摄的杭州西湖景区杨公堤附近景色（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龙巍摄

神 州 大 地 冬 景 如 画

雪后的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河头老街景色（12月14日摄，无人机照
片）。 新华社发 李秀清摄

12月12日，游人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玉女峰景点雾凇美景照留
影。 新华社发 王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