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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版）艾尔肯·
吐尼亚孜强调，和田地区要
鼓足干劲、理清思路，全力以
赴加快高质量发展。要推动
一批投资规模大、辐射范围
广、带动作用强的重大项目
建设，力争早投产、早见
效。要用好自治区下放矿种
出让登记权限等政策，抢抓
矿产资源开发战略机遇，着

力打造绿色矿业及加工产业
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要抓好春耕春播春
灌，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
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
升城镇化水平，培育现代文
明。要进一步改进作风、提
升能力，以过硬的素质和高
强的本领当好行动派、实干
家。

释放发展潜力 持续转变作风

尊敬的顾客朋友：
位于和田市友谊路8号的和田市体惠家居

馆，将于2025年4月30日22∶00撤店，搬迁至伊
宁市。如果你们的会员卡内尚有余额，请于
2025年4月30日前到店进行消费，以保障你们
的权益。敬请相互转告。

联系电话：0903-2028518
和田市体惠家居馆

2025年4月8日

撤店通告 遗失声明作废
●排合日丁·米热阿卜杜拉（身份证号：

653222199709104573）、凯丽比努尔·图荪托合提
（身份证号：653222199709204566）新（2025）和田
市不动产权第 0002852 号（坐落：和田市塔乃依
北路176号2栋3单元903室昆仑文化广场，不动
产单元号：653201002006GB00168F00020036，共
同共有）不动产权证丢失，特此声明。

●阿卜力孜·图尔荪尼亚孜（身份证号：
653201198405163519）、艾比拜姆·艾力（身份证

号：652825198801163628）之女阿米娜·阿卜力孜
P650073946 号（出生地点：新疆民心医院）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特此声明。

●和田市夏马勒巴格片区管委会与艾力·阿
不都克热木（身份证号：653201196203101011）签
订的拆迁号：XK-222（16-1-1804、17-1-1502）
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丢失，特此声明。

●和田县振业地毯厂（地址：和田地区和田
市迎宾路46号）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特此
声明。

●和田市麦麦提敏·居麦新32-47119号拖
拉机行驶证丢失，特此声明。

●和田市麦麦提敏·居麦新32-47119号拖

拉机登记证丢失，特此声明。
●和田市麦麦提敏·居麦新32-47119号拖

拉机牌照丢失，特此声明。
●墨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具给新

疆众行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原新疆鑫坤伟业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 0000264117 号 （项目名称：
墨玉县2014年（第二批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校舍改造项目-墨玉县吐外特乡木尕里小学，
金额：17770.2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事业
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丢失，特此声明。

●墨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具给新
疆众行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原新疆鑫坤伟业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 0000264116 号 （项目名称：

墨玉县2014年（第二批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校舍改造项目-墨玉县阔其乡中学，金额：
17966.96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丢失，特此声明。

●墨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具给新
疆众行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原新疆鑫坤伟业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 0001601457 号 （项目名称：
墨玉县吐外特乡库特来木村2017年惠民生农贸
市场建设项目，金额：15000 元）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丢失，
特此声明。

●和田市阿布都合力力·阿布拉新 32-
39826 号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证丢失，特

此声明。
●洛浦县艾则孜·努尔麦麦提新32-49877

号拖拉机登记证丢失，特此声明。
●洛浦县阿卜力孜·阿卜杜合力力新32-

47245号拖拉机行驶证丢失，特此声明。
●洛浦县阿卜力孜·阿卜杜合力力新32-

47245号拖拉机登记证丢失，特此声明。
●阿布都热扎克·阿布都热依木 （身份证

号：65320119870409201X）、吾尔扎曼·买吐
送 （身份证号：653201198703170549） 之女麦
尔则耶·阿布都热扎克H650254092号（出生地
点：和田新生医院））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特
此声明。

关于和田公路管理局2025年S326线危旧桥
改造工程项目K46+003库玛桥施工的通告

由新疆西北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承建的和田公路管理局2025年S326线危旧桥改造工
程项目K46+003库玛桥，即将开始施工，将对施工路段进行封闭式施工。

施工时间：2025年4月5日-2025年7月5日。
因该道路危旧桥改造工程工期紧、任务重，并且以上施工路段交通量较大,为确保工程顺

利进行，请经过此路段的社会车辆注意安全，绕行此路段。
特此通告

新疆西北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4月8日

关于和田公路管理局2025年S326线危旧桥
改造工程项目K25+958和田市桥施工的通告

由新疆建思达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承建的和田公路管理局2025年S326线危旧桥
改造工程项目K25+958和田市桥，即将开始施工，将对施工路段进行封闭式施工。

施工时间：2025年4月5日-2025年7月5日。
因该道路危旧桥改造工程工期紧、任务重，并且以上施工路段交通量较大，为确保工程

顺利进行，请经过此路段的社会车辆注意安全，绕行此路段。
特此通告

新疆建思达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4月8日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通告
策勒县新绿洲特色沙产业项目位于和田地区策勒

县 达 玛 沟 乡 北 部 40 公 里 处 一 带 ，本 次 主 要 完 成

30015.53亩防沙治沙种植。现征求附近居民和单位对

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意见反馈表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1Ea9S42sdJIOg4U_qA0W8A

提取码：ta96 。

炳胜（策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5年4月8日

（上接第1版）
（二）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水

平。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
行动，深入实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
提升行动，加快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稳
定水稻、小麦生产，促进结构优化和品质提
升。因地制宜发展薯类杂粮。挖掘油菜、花生
等油料作物生产潜力，拓展油茶、动物油脂等
油源。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发展南菜北
运和冷凉地区蔬菜生产，推进生猪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升奶业竞争力，开展肉牛肉羊增量提
质行动，发展现代渔业。积极培育和推广糖料
蔗良种，加快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推进天然
橡胶老旧胶园更新改造，加快建设特种胶园。

（三）健全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全面落
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压实“米
袋子”保供责任。健全保障耕地用于种植基
本农作物管理体系，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
在 17.5 亿亩左右、谷物面积 14.5 亿亩左右。
加快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完善价
格、补贴、保险等政策体系，推动粮食等重要
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完善农业保
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健全粮食主产区利
益补偿机制，完善产粮大县奖补制度，中央
预算内投资向粮食主产区倾斜，省级统筹的
土地出让收入可按规定用于粮食主产区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种业提升等，统筹建
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四）强化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储备调
控。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统筹推进粮食
购销和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监管新模
式。健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全链条监测预警
体系。实施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推广低蛋
白日粮技术。健全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
推进粮食播种、收获、储运、加工、消费等全链
条全环节节约减损，完善反食品浪费制度。

（五）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树立
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
物资源。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
木本粮油。发展优质节水高产饲草生产。
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推进陆基和深远海养
殖渔场建设，规范发展近海捕捞和远洋渔
业。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建设标
准规范、装备先进、产出高效的现代种养设
施，发展农业工厂等新形态。发展生物科
技、生物产业，壮大食用菌产业，推进合成生
物产业化。

三、全领域推进农业科技装备创
新，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
强

以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引领，以产
业急需为导向，加快以种业为重点的农业科
技创新，推进重大农业科技突破，以发展农
业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强国建设。

（六）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水平整体跃
升。加强国家农业科技战略力量建设，稳定支
持农业基础研究和公益科研机构，培育农业科
技领军企业，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
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农业基础研究
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加快基因组学、
预防兽医学、重大病虫害成灾和气象灾害致灾
机理等研究突破。改善农业领域国家实验室
和全国重点实验室条件，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农
业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农业高校。加强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推动农业主产区与科技创新活跃
区深度合作。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和侵权
打击。健全公益性和经营性相结合的农业科
技推广体系，加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建设。

（七）推动种业自主创新全面突破。深
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快实现种业科技自
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加强种质资源保护
利用，建设国际一流的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
存、鉴定、创制和基因挖掘重大设施，推进种
质资源交流共享。实施育种联合攻关和畜
禽遗传改良计划，加快建设南繁硅谷。实施
生物育种重大专项，选育高油高产大豆、耐
盐碱作物等品种，加快生物育种产业化应
用。健全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加强现代
化育制种基地建设，健全重大品种支撑推广
体系和种源应急保障体系。

（八）推进农机装备全程全面升级。加
强大型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
等农机装备和关键零部件研发应用，加快实现
国产农机装备全面支撑农业高质高效发展。
推进老旧农机报废更新，优化农机装备结构。
打造重要农机装备产业集群，建立上下游稳定
配套、工程电子等领域相关企业协同参与的产
业格局。推进农机农艺深度融合，推动农机装
备研发制造、熟化定型、推广应用衔接贯通，实
现种养加全链条高性能农机装备应用全覆盖。

（九）促进数字技术与现代农业全面融
合。建立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
完善农业农村统计调查监测体系，建设全领
域覆盖、多层级联通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
台，健全涉农数据开发利用机制。研发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智慧农业技术，健全智慧农
业标准体系，释放农业农村数字生产力。实
施智慧农业建设工程，推动规模化农场（牧
场、渔场）数字化升级，培育链条完整、协同
联动的智慧农业集群。

四、全环节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
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牢牢守
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
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发展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增活力添动能。

（十）提升家庭经营集约化水平。有序
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
点，健全延包配套制度。深化承包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健全承包地集
体所有权行使机制，依法保护承包农户合法
土地权益，探索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有效途
径。实施小农户能力提升工程，鼓励小农户
通过联户经营、联耕联种等方式开展生产。

（十一）推进农村集体经济活权赋能。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农村集体
资产监督管理服务体系。发挥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贴近农户、服务综合、辐射带动等优
势，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服务农业生产
方面的统筹协调功能。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
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十二）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
效。引导农户发展家庭农场，提升家庭农场
生产经营能力。支持农民合作社依法自愿
组建联合社，鼓励农民合作社开展农产品加
工、仓储物流、市场营销等。完善农业经营
体系，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
制，促进农民合作经营，推动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提升
农业产业化水平，健全各类市场主体联农带
农利益联结机制。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
革。强化国有农场农业统一经营管理和服
务职能，推进城乡及垦区一体化协调发展。

（十三）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能力建
设，引导各类涉农主体向社会化服务领域拓
展。创新推广单环节、多环节托管等服务模
式，推动服务由粮油作物向经济作物、畜禽
水产养殖等领域拓展，由产中向产前、产后
环节延伸。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提升
规范化服务水平。

五、全链条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
级，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开发农业多种功
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
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
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十四）推动农产品加工流通优化升
级。完善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开
发类别多样、品质优良的加工产品。完善全
国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优化产地冷链集配
中心布局，推动有需求的县乡村加强田头冷
藏保鲜设施建设。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
系，鼓励大型电商平台、物流、商贸等主体下
沉农村，发展农村电商服务网点。

（十五）推动农业优质化品牌化提升。
深入推进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
造和标准化生产，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
给。实施农业标准化提升计划。建立健全
农产品品质评价和认证制度，完善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监测体系。培育一批品质过硬、
竞争力强的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
品牌。加强中国农业品牌文化赋能，推进农
业品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相融合。

（十六）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做精
做优乡村特色种养业，做好地方特色品种筛
选，发展产地清洁、全程贯标、品质优良的特
色种养。创新发展乡村特色手工业，培育乡
村工匠，推进乡村传统工艺振兴。深度开发
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加强农业文化遗产、民
族村寨、传统建筑等保护。

（十七）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推进

生产、加工、流通等全环节升级，拓展产业增
值增效空间。深入推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实施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扶优培强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引领行业发展的产业链

“链主”企业和区域头部企业，做优中小企
业，形成生产协同、技术互补、要素共享的企
业发展阵型。大力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推动农业与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
合，丰富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品。

（十八）加快推进农业全面绿色转型。
全面推行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开
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健全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加强受
污染耕地治理和安全利用。保护重要生物物
种和遗传资源，加强农业生物安全管理。健全
重要农业资源台账制度。推进农业面源污染
综合防治，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健全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实施好
长江十年禁渔和海洋伏季休渔，推进黄河流域
农业深度节水控水。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监测制度。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健全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六、进一步深化农业对外合作，培
育农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坚持在开放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增
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着
力开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农业
对外合作新局面。

（十九）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鼓励国
内优势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推动农产品外
贸转型升级。实施农业服务贸易促进行
动。优化农业领域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
港等先行先试作用。深耕多双边农业合作
关系，推进全球发展倡议粮食安全领域合
作。实施农业领域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
学工程。深入参与全球粮农治理。

七、高质量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水平

对标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推进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乡村全
面提升，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二十）持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强化
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对城镇、村庄、产业园区
等空间布局的统筹，分类编制村庄规划。深
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逐步提高乡村基础设
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
度。推进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加强农村
交通运输网、供水设施、能源体系和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
教育质量，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促进
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提升农村养老服
务水平，健全农村老年人、留守妇女儿童和残
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分区分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健全农
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编制村容村貌提
升导则，保护乡村特色风貌。

（二十一）整体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
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全面振兴，建好建
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稳
定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培养选拔
村党组织带头人。推动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和
村务监督委员会有效衔接。推进村民自治组
织规范化建设，加强基层群团组织建设，推动
乡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健康发
展。健全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制度，完
善农村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健全农村扫
黑除恶常态化机制，依法管理农村宗教事务。
促进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健全乡镇
（街道）职责和权力、资源相匹配制度，加强乡
镇（街道）服务管理力量，推广务实管用的治理
方式。加强县乡村应急管理和消防安全体系
建设。

（二十二）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弘
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拓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培养新时代农民。实施
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强化道德教化和激励约
束，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加强传统村落
保护传承。推进中国传统节日振兴，以农民
为主体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实施农耕文
化传承保护工程，强化农业文化遗产挖掘整
理和保护利用。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农村群众
文艺扶持机制，增加富有农耕农趣农味、体
现和谐和顺和美的乡村文化产品服务供给。

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别

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
的中心任务，把更多资源力量配置到产业就
业上，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二十三）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壮
大县域富民产业，推动县域产业加快融入邻
近大中城市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引导劳动
密集型产业梯次向县域转移。支持涉农高
校、企业办好高质量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开
展农民工急需紧缺职业专项培训，健全跨区
域就业服务机制，建立区域劳务协作平台，
促进农民就业拓岗增收。加强农村宅基地
规范管理，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
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
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健全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筹资机制，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并适时提高基础养老金
标准，健全低保标准制定和动态调整机制。

（二十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统筹新
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
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完
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动公共资源
均衡配置。健全政府投资与金融、社会投入联
动机制，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
比例。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新编县
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安排不少于10%建设用地
指标用于农业农村。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配套政策体系，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
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
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把县域
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动城乡交
通道路连接、供电网络互联、客运物流一体，促
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加
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发掘农村消费潜力。

（二十五）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
生发展动力。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
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
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按照巩固、
升级、盘活、调整的原则，推进脱贫地区帮扶
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成长性好、带动力强
的帮扶产业体系，将发展联农带农富农产业
作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补助
资金优先支持内容。加快补齐脱贫地区农
村基础设施短板，优先布局产业发展所需配
套设施。发展面向脱贫地区的职业教育，持
续开展“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持续做
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深化东西部协作，推
进“万企兴万村”行动。集中支持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健全脱贫攻
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的长效管理机制。

九、保障措施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农业强国建
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党中央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三
农”工作，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将农业强国建设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等，确保农业强国建设各项任务不断取得
实质性进展。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协同配
合，强化规划、项目、资金、要素间的有效衔接，
避免重复安排建设。对本规划确定的重大任
务和重大工程项目，优先保障土地供应。完善
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发展多层次农业保险，重点支持农业强国建设
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涉农干部培训，提
高“三农”工作本领，打造一支政治过硬、适应
新时代要求、具有服务农业强国建设能力的

“三农”干部队伍。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
划，坚持本土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加强高
校涉农专业建设，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建强农
业强国建设人才队伍。建立健全农业农村法
律规范体系。推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有条件
省份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中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资源条件较好的市地加快建设
农业强市，引导有条件的县（市、区）加快建设
农业强县，分类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模
式。重大事项及时按程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
示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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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燃气热水器不再简单制造热
水，而是拥有了“补水”“美肤”功效；当
非遗旗袍在家就能实现定制化洗涤、
熨烫；当人参、虫草、燕窝在冰箱中找
到专属环境安心存放……近段时间，
更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家电新品
悄然亮相，让消费者直呼“被种草”。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
我国家电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其中智
能产品成为消费者的优选。2024年，
我国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和厨房
电器市场智能产品零售量占比均超过
5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享受到科技
带来的舒适、便捷与高效后，消费者更
加愿意为智能家电买单，市场也更加
聚焦消费者实际需求，充分利用人工
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提供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精品化的产
品和服务。

比如，华帝在2025新品发布会上
推出的洗碗机，通过升级智能投放技
术、过滤器反冲洗技术等实现18套锅
碗同洗；松下在2025中国家电及消费
电子博览会上发布的挪威海系列冰
箱，通过容量革新、空间重构与智能储
鲜三重技术突破，有效延长果蔬、肉
类、海鲜的保鲜周期……

以旧换新政策在提振家电消费的
同时，既能促使更多消费者用上更高
质量、更低能耗的产品，也有助于培养
数字、绿色等新型消费的习惯和意
识。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以
旧换新 8 大类家电中，一级能效产品
销售额占比达90%以上，绿色低碳、节
能环保消费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潘叶江表示，随着经济发展和补贴政
策的扩围，市场需求将持续释放，厨电
行业将朝着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方
向发展。企业也亟需加强创新、提升
产品竞争力，优化组织和人才体系，适
应市场变化，从而在激烈竞争中脱颖
而出。

今年年初，DeepSeek引发新一轮
AI 浪潮。众多家电企业纷纷完成了
自身大模型与DeepSeek的对接，小到
门锁、电吹风、扫地机，大到空调、冰
箱、洗衣机，大批搭载 AI 技术的智能
家电上市，深入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2025 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
力扩围，家电行业迎来新一轮发展契
机。日前，由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
协会主办的2025年度“百城千乡万户
家电惠民收旧焕新潮”启动，AI 技术
的深度应用成为亮点。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副会
长、焕新潮工作组组长赵捷表示，2025年将以高端家电为核
心，重点推广搭载AI技术的智能产品，涵盖智能冰箱、自适应
空调、AI语音交互厨电等前沿品类。焕新潮工作组将继续支
持头部品牌贯彻落实以旧换新补贴、绿色节能消费券等优惠
政策，降低高端产品体验门槛，加速智能家居生态普及。

“预计2025年度焕新潮活动不仅将释放超千亿级消费潜
力，更通过高端供给牵引产业升级，助力中国制造向智造跃
迁。随着AI与家电深度融合，智慧生活场景将加速走进寻常
百姓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赵捷说。

京东有关负责人表示，京东正以全方位的创新举措，构建起
高效、可持续的家电换新生态，引领家电家居行业迈向智能化、
绿色化、高端化的新征程。未来，京东将继续携手众多品牌伙
伴，以科技赋能生活，为消费者创造更加美好的智能生活体验。

家电以旧换新既是一项经济政策，也是一项惠民举措。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路表示，通过享受补贴优惠、加快
创新步伐、改善生活品质，让消费者既“换得起”，更“换得好”，
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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