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切实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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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多数经济指标较上月有所改善

5 月份经济运行数据近日出炉。 国

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分析，随

着各项宏观政策持续落地，我国经济延

续回升向好态势，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

素不断积累。 5 月份经济数据中个别指

标有所波动，但总体上看，多数指标较

上月有所改善。

比如，5 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4.8％，比上月加快 1.3 个百分点；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7％， 比上

月加快 1.4 个百分点， 端午假期国内旅

游出游人次和游客出游总花费同比分

别增长 6.3％、8.1％。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外部环境复

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我国经济持

续回升向好仍面临一些困难挑战。 ”李超

说，我们将加快推动“两重”（发行超长期

特别国债支持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

安全能力建设）、“双新”（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等各项政策落地见

效，切实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政策体系构建完成

今年 3 月， 我国出台推动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李

超介绍，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21 个

部门和单位参与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正式建立，凝聚合力推进行动方案落

细落实。 截至目前，政策体系已经构建

完成，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循环

利用、标准提升等 4 个方面行动方案已

经全部出台，31 个省（区、市）都印发了

本地区实施方案。

资金支持正在逐步落实。 李超介

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

资等资金 ， 支持设备更新以及节能降

碳、回收循环利用重点项目；财政部预

拨中央财政资金 64.4 亿元支持汽车以

旧换新， 下达 5 亿元支持老旧农机报

废；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落实科

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正在开

展项目审核推送。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工作取得良好开局。 ”李超说，今

年 1 至 5 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

比增长 17.5％，对全部投资增长贡献超

过 50％；主要电商平台家电以旧换新销

售额增长超过 80％。 此外，各地新增了

一大批智能化社区回收设施。

下一步，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发

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进一步加强

统筹协调，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加快各类资金落地。 同时，强化要

素保障，及时协调解决问题 ，带动企业

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

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

发展。 今年前 5 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分别为 392.6 万辆和 389.5 万辆 ，同

比分别增长 30.7％和 32.5％，产业发展

延续良好态势。

“实践证明，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快速发展， 关键在于顺应客观规律、充

分尊重市场竞争 、 坚持在开放中求发

展。 ”李超说，新发展理念为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提供了引领，我国超大规

模市场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了广阔

发展空间，充分的市场竞争也锻造了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竞争力。

李超表示， 下一步， 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会同有关方面， 继续通过政策引

导、规范监管等方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 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优化重

组， 提升技术创新和产业链配套能力，

加强国际合作，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产

业高质量发展。

锚定约束性指标推进节能降碳

国务院近日印发《2024－2025 年节

能降碳行动方案》。 李超表示，国家发展

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推进节能

降碳十大行动，锚定“十四五”能耗强度

降低约束性指标，尽最大努力推进各项

节能降碳工作。 同时，也要强化高质量

发展用能保障。

为深入挖掘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

节能降碳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

关部门制定了分领域、分行业专项行动

计划，针对钢铁、炼油、合成氨、水泥等 4

个重点行业的首批文件已经印发。

据了解，钢铁 、炼油 、合成氨 、水泥

等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也是能

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重点行业。 据

有关方面初步测算，4 个行业能耗和碳

排放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20％和 30％左

右，行业节能降碳潜力巨大。

李超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在抓紧

出台电解铝 、数据中心 、煤电低碳化改

造和建设等其他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专

项行动计划；并将深入开展重点用能单

位能效诊断，大力推动节能降碳改造和

用能设备更新，持续推进工业、建筑、交

通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工作。

（据新华社）

如何看待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展如何？ 节能降碳怎样加力推动？ 国家发展

改革委 6 月 18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

补短板、强弱项

在青海，平均海拔 4000 多米的果洛

藏族自治州气候高寒，优质教育资源匮

乏。 曾几何时，得到优质的教育、照亮学

生成才的梦想，是这里最深切的期盼。

在上海市的援助下， 专为解决农牧区

孩子上好学的果洛西宁民族中学，于 2019

年正式开学。绿意葱茏的校园环境、设施完

善的学生宿舍、 数字化的智能教室……这

里，是果洛藏族自治州孩子们在西宁的家，

也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地方。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把中西部教

育置于全国教育总体格局中优先谋划

设计， 保障每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为

中西部教育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补齐学前普惠资源短板———不断提

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截至 2023 年，

中西部地区有 17 个省份学前三年毛入园

率比 2013 年增长超过 20 个百分点，“入

园难、入园贵”问题得到极大缓解。

落 实 义 务 教 育 优 质 均 衡 发 展 要

求———《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

育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政策出台，完善保

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政策体系；加

大项目实施力度，提升薄弱学校、农村学

校办学条件；加强控辍保学工作，坚决守

住不让适龄儿童失学辍学的底线。

推 动 新 时 代 中 西 部 高 等 教 育 振

兴———《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

的意见》出台，打造西北高等教育发展新

引擎，建设西南高等教育开放高地，促进

中部高等教育协同联动，在西北、西南、

中部三大区域分别布局建设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的高等教育创新综合平台。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教育部等有关部门通过一系列政策

举措不断提升中西部教师队伍质量。 实

施部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

开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

培养计划、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

计划等，为中西部地区培养补充本科层

次高素质教师；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

划教师专项计划、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国家银龄

教师行动计划等系列支持计划，有效推

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搭平台、促转型

黄土高原上，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彭

堡镇曹洼小学传来阵阵歌声。

校园里， 曾经与羊群相伴长大的学

生，现在通过教室里可触控的“智慧黑板”

与城市孩子联系在一起，同唱一首歌。

在我国广袤的中西部地区， 实现教

育公平是人们的夙愿。 数字教育，为推

进教育公平提供了新解法。

2022 年 3 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

务平台正式上线， 接入中西部地区 12

个省份的省级平台。

靠着一根网线， 越来越多一流教育

教学资源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

平台，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

对“同步教学”，越来越多高水平大学课

程通过“慕课西部行计划”“同步课堂”

实现“好课西北飞”。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统计数

据显示，2023 年， 每百人学生页面浏览

量排名前十的省份中， 中西部地区占

70％；每百人教师页面浏览量排名前十

的省份中，中西部地区占 60％。

此外， 截至目前，“慕课西部行”等

面向西部高校提供 20.68 万门慕课及定

制化课程服务，帮助西部地区开展混合

式教学 935.95 万门次，为西部高校广大

师生提供一流的教育资源和服务。

一根根网线，上通都市、下连山区，

点亮千万中西部学子的梦想。

增活力、添动力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脱贫攻坚各

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为中西部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通过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

学生专项计划等举措，助力数以百万计

的贫困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生；

诸多贫困家庭学生接受中高等职业

教育，努力实现“职教一个、就业一人、

脱贫一家”；

选派近万名干部人才参与一线脱贫

攻坚任务，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走进乡

村、贴近群众，真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把科技成果应用到扶贫工作中，把青春

挥洒在扶贫路上。

继续推动中西部地区教育发展，对

于持续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同样发挥着重要

作用。

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关于实现巩

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意见》《关于加快建设高质

量乡村教育体系推进教育服务乡村振

兴工作的意见》等，为乡村教育发展提

供政策保障。

此外， 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

动、深化直属高校定点帮扶工作等一系

列务实举措也在持续进行。 教育系统将

汇聚多方合力，书写加快中西部教育发

展的新篇章。 （据新华社）

多措并举精准施策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全面提升中西部教育发展水平成效显著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 建设教育强国，离不开中西部地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着力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中西

部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发展水平显著提高，支撑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切实增强，教

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