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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调整减免
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 （记者
王悦阳 张辛欣） 记者 11 日从工业和
信息化部获悉，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
政部、 税务总局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 《关于调整减免车辆购置税新能源
汽车产品技术要求的公告 》， 明确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 申请进入 《减免
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
的车型， 需符合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
要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告适当提高了现有技术指标要求 ，
新增低温里程衰减技术指标要求， 明确
换电模式车型相关要求。 其中换电模式
车型需满足 GB/T 40032 《电动汽车
换电安全要求》 标准， 同时要求申报企
业提供保障换电服务的证明材料。

公告指出 ，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为过渡期。 2024 年 1

月 1 日起，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已进
入 《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
目录》 且仍有效的车型将自动转入 《减
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相关车型要及时上传减免税标识、 换电
模式标识， 换电模式车型、 燃料电池车
型等按公告要求补充相应佐证材料 。
2024 年 6 月 1 日起， 不符合公告技术
要求的车型将从 《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
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中撤销。 相关车
型需在过渡期内完成政策切换符合性
相关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告调整的指标充分参考已经实施的
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 双积分、 燃料
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等政策， 同时预留
了过渡期。 从行业影响来看 ， 有利于
稳定汽车市场、 引导技术进步和节能
消费、 引导企业保障产品安全。

1月至 11月我国汽车产销量
同比分别增长 10%和 10.8%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 （记者
高 亢 张辛欣） 记者 11 日从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获悉， 1 月至 11 月， 我国汽
车产销量分别达 2711.1 万辆和 2693.8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10%和 10.8%。

据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介绍 ，
11 月 ， 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309.3
万辆和 297 万辆， 环比分别增长 7%和
4.1%， 同比分别增长 29.4%和 27.4%，
产销量连续 3 个月创当月历史同期新
高。

中汽协公布数据显示 ， 1 月至 11

月 ，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842.6 万辆和 830.4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34.5%和 36.7%， 市场占有率达 30.8%。 1
月至 11 月， 我国出口汽车 441.2 万辆，
同比增长 58.4%，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109.1 万辆， 同比增长 83.5%。

陈士华表示， 11 月， 我国汽车市
场表现持续向好。 伴随政策效果持续
显现， 各地车展及促销活动持续发力，
加之车企最后一月收尾冲刺， 他预测
12 月汽车市场将延续热度， 今年全年
汽车产销量有望创造历史新高。

全国高铁营业里程达 4.37万公里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记者

樊 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了解到，今年前 11 月，全国铁路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 6407 亿元， 同比增长
7.4%，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全国铁
路营业里程超 15.55 万公里，其中高铁
4.37 万公里。

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11
月以来，国铁集团统筹建设资源，加强
施工组织，强化安全质量控制，科学有
序推进铁路建设，一批新线陆续建成投
产。 济南至郑州高铁全线贯通运营，丽
江至香格里拉铁路、川青铁路青白江东
至镇江关段建成通车，西部铁路建设跑
出“加速度”。天津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铁路、南昌至景德镇至黄山高铁、成都

至自贡至宜宾高铁、汕头至汕尾高铁汕
头南至汕尾段、龙岩至龙川高铁龙岩至
武平段等在建项目取得重要进展，进入
开通倒计时阶段。同时，铁路部门加快
推动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延安至榆林高
铁、黄桶至百色铁路开工建设。

这位负责人表示，铁路建设投资保
持高位运行，对国民经济回升向好具有
明显的拉动作用。下一步，国铁集团将
坚持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加快构
建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 突出提
升路网整体功能和效益， 高质量推进
铁路规划建设， 充分发挥铁路建设投
资带动作用， 确保全面完成年度国家
铁路投资任务，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能。

我国已累计培养 1100多万研究生
新华社上海 12 月 11 日电 （记者

杨湛菲） 教育部 11 日在上海召开新时
代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座谈推进会 。
记者从会上获悉 ， 我国已累计培养
1100 多万研究生 。 目前 ， 我国有 117
个一级学科和 67 个专业学位类别， 全
国范围内布局了 1.9 万多个学位授权
点 。 进入新时代， 全国 780 多个研究
生培养单位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输
送了 60 多万名博士和 670 多万名硕
士。 2022 年 ， 在学研究生人数达 365
万。

据介绍， 近年来， 数理化生等基
础学科得到加强， 理工农医类博士点、
硕士点在全部博士点、 硕士点的占比
分别稳定在 70%、 50%左右。 同时新增
了量子科学与技术、 先进能源等 39 个
目录外一级交叉学科点和半导体材料
与器件等 6196 个目录外二级学科或交

叉学科点， 增强研究生教育对科学前
沿和关键领域的支撑能力。

出台 《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
等制度、 每年 10 余万人次导师接受专
门培训、 打破学位授权点 “终身制”、
加大学位论文抽检力度……近年来 ，
导师指导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学位论
文质量持续提升， 更高水平的研究生培
养体系加快建设。 学位点授权、 招生、
培养、 评价等关键环节统筹联动， 推进
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分类发展。

教育部提出， 在 3 年内培养一批
厚基础、 实战型、 能集中解决企业最
急迫技术难题的高层次创新人才。 加
快布局社会需求强、 就业前景广、 人
才缺口大的学科专业， 优化学科专业
的区域布局。 深入研究 AI 技术对研究
生教育教学的影响， 做好政策和技术
储备。

安徽发布土地监督检查条例
加强耕地保护

新华社合肥 12 月 11 日电 （记者
赵金正） 记者 11 日从安徽省政府新闻
发布会获悉， 为进一步健全耕地保护
监管制度 ， 规范土地监督检查行为 ，
该省发布 《安徽省土地监督检查条
例》， 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据了解， 条例共计 27 条， 包含土
地督察、 执法监督和法律责任等方面。
为维护土地管理秩序、 规范土地监督
检查行为， 条例强调建立土地监督检
查协调机制、 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效率，
同时从追究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和党
政纪责任三方面对违法用地行为采取
更为严厉的举措。

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
土地监督检查协调机制， 除自然资源、
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履行土地监督检查
的主体责任外， 发展改革、 公安、 财
政等部门要积极配合土地监督检查工
作， 同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加强
执法信息化建设， 建立网格化监管制

度 ， 明确县 、 乡两级分级划分网格 ，
加大 “人防” 力度， 及时发现和制止
土地违法行为。

此外， 条例进一步细化省级土地
督察制度， 明确省级土地督察的形式
包括例行督察、 专项督察； 省级土地
督察的方式包括听取被督察单位有关
情况汇报， 查阅、 复制、 提取有关资
料， 现场勘测、 拍照、 摄像， 要求被
督察对象作出说明等； 同时规定了被
督察对象应当履行的义务和土地督察
权的行使方式等。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黄发儒
表示， 条例确立了安徽省省级土地督
察的法律地位， 有利于安徽积极探索
和实施自然资源督察， 形成对市县政
府土地管理利用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
的发现、 促改机制， 引导市县统筹处
理好发展与安全、 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维护自然资源管理良好秩序， 保障经
济高质量发展。

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
———透视粮食生产攻坚克难夺丰收的关键之举

国家统计局 11 日发布数据显示 ，
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3908.2 亿斤， 比
上年增加 177.6 亿斤， 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 粮食丰收来之不易。 今
年粮食丰收有哪些关键因素？ 如何把牢
粮食安全主动权？ 记者就此进行采访。

攻坚克难夺丰收
眼下 ， 在黑龙江省尚志市 ， 白雪

覆盖的大地更显宁静 。 在老街基乡龙
王庙村 ， 农民李殿友提起粮食生产十
分感慨。

今年夏季 ， 黑龙江五常 、 尚志等
地出现连续强降雨 。 “洪水刚退那段
时间大家抓紧排水 ， 抽水机日夜不
停。” 李殿友说， 今年他种了 200 多亩
水稻 ， 被淹的少 、 没被淹的多 ， 整体
是增产的 。 没受灾的地块产量提升 、
米质明显比去年好 ， 加上粮价不错 ，
收益有保障。

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 ， 各地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 喷施植物生长调
节剂、 叶面肥 、 杀菌剂 ， 全力保障粮
食生产。

一手抓减损 ， 一手促增产 。 农业
农村部今年启动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
积单产提升行动， 在 100 个大豆、 200
个玉米主产县主推玉米大豆密植技术，
重点县示范区玉米平均密度每亩增加
了 500 至 800 株。 专家测算， 300 个重
点县单产提升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
到 73%以上。

“以往很多品种在试验示范指挥田

里的单产很高 ， 但一到大田里就下来
一大截。”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说 ，
农业农村部从耕种管收 、 地种肥药全
领域全环节查找短板弱项 ， 针对性地
拿出良田 、 良种 、 良法 、 良制 、 良机
集成组装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在山东省莱州市 ， 今年玉米密植
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模式推广面积超过 6
万亩 。 “亩株数比常规种植方式多
1300 多株， 达到了 5500 多株， 地里铺
设滴灌带精准调节水肥。” 莱州市农技
推广中心农技站站长张鑫说 ， 当地集
成推广保墒保苗 、 种子包衣 、 绿色防
控等技术模式 ， 全市大多数地块亩产
在 700 至 750 公斤。

党中央 、 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生
产， 各地深入挖掘潜力 ， 全国粮食播
种面积比上年增加 ； 尽管华北东北部
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 ， 但全国大部农
区光温水匹配较好 ； 各地各部门持续
加大支持力度……来之不易的丰收 ，
为经济社会行稳致远提供了有力支撑。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 藏
粮于技

“今年春季有些旱， 后期又遇上连
阴雨 ， 但最终产量没怎么受影响 ， 主
要是格田改造提高了抗风险能力。” 北
大荒农业股份宝泉岭分公司种植户李
宏伟说。

去年春天， 李宏伟家里 400 多亩水
田进行了格田改造， 52 个小格田改为
28 个大格田， 池埂减少 22 条， 有效种

植面积多出 12 亩。 “浇水施肥和农机
作业更方便 ， 遇上旱涝我也不那么担
心了。”

今年我国深入实施藏粮于地 、 藏
粮于技战略 ， 严格耕地用途管控 ， 坚
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 加快建设高
标准农田 ； 同时 ， 推动农业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 ，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
为保障粮食安全奠定基础———

在良种方面 ， 科研人员育成了短
生育期的油菜 “中油早 1 号”， 在解决
南方冬闲田种油菜 、 不耽误来年种早
稻的问题上迈出重要一步 ； 在农机装
备领域， 再生稻收获机等产品基本成
熟， 电驱式精量播种机成功量产应用。

在江西吉水县 ， 通过农业生产托
管社会化服务监管平台 ， 农户们用手
机就能看到田里情况， 操作管理指令。
“目前全县安装智慧终端的插秧机有 86
台， 今年水稻机插面积比去年增长超
过一倍。” 吉水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副
主任庞文风说。

耕地和种子 “两个要害 ” 不断加
力完善 ， 设施装备条件持续改善 ， 为
“虫口夺粮 ” “龙口夺粮 ” 增添了底
气， 为稳产增产筑牢了根基。

多措并举提升农民积极性
新米上市后 ， 特色稻米杂粮迎来

消费旺季。 美团优选数据显示， 11 月
上旬， 东北稻花香大米月销量环比上
涨近 3 成 ， 陕西米脂小米月销量增长
近 25%。

“米袋子” 产品关系千家万户。 科
学种植 、 优质优价 、 产销衔接 ， 是调
动农民积极性和稳产保供的关键。

在云南省宜良县， 首届中国·昆明
国际鲜食玉米品种展示会展出了各地
特色玉米品种， 当地还在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等发布了甜玉米 、 饲用玉米 、
红薯、 鲜食大豆等栽培技术指导 ， 通
过推广特色粮食作物种植 ， 推动农业
高质量发展。

在江西省金溪县 ， 优质高产水稻
新品种 、 工厂化集中育秧等技术正加
快推广 。 “我们还大力推广稻鱼 、 稻
虾、 稻蛙等绿色综合种养模式 ， 农民
收入增加了， 种粮积极性也提升了 。”
金溪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徐赶生说。

今年以来 ， 我国实施新一轮千亿
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继续提高小麦、
稻谷最低收购价 ， 完善玉米大豆生产
者补贴， 增加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规模，
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
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 ， 多措并举提高
农民种粮积极性 。 各地贯彻落实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 ， 不断调整优化种植结
构， 挖掘面积潜力。

粮稳天下安 。 全国粮食产量再创
新高 ，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为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 、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
记者 于文静 陈春园 叶 婧

黄 腾）

丰富产品， 提升体验， 扩大优惠
———各地多举措促消费释放冰雪经济新动能

进入冬季 ， 各地冰雪消费持续升
温。 琳琅满目的 “冰雪+” 产品带给人
们更丰富的体验。 各地扩大优惠举措、
优化服务， 从供需两侧持续发力 ， 促
进释放冰雪经济新动能。

各地冰雪消费持续升温
在黑龙江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缆车前排起长队， 游客络绎不绝 。 来
自深圳的彭先生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孩
子来到滑雪场体验 “冰天雪地 ” 的快
乐。 据统计， 度假区自 11 月 9 日 “开
板 ” 以来 ， 日均游客量约 5500 人次 ，
单日最大接待量约 7500 人次， 远超历
年同期水平。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万龙滑
雪场， 雪道上不时有滑雪爱好者疾驰
而下， 雪道下各地游客 “打卡” 拍照。
自 11 月 8 日雪场 “开板” 以来， 平日
客流量约为 2500 人次， 雪场酒店预订
率达 60% ； 周末客流量可达 5000 人
次 ， 雪场酒店预订率达 90%。 总共拥
有 8 家滑雪场的崇礼区一个多月以来
已累计接待游客近 80 万人次， 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超 8 亿元。

冬日的重庆市南川区金佛山滑雪
场一片银装素裹。 重庆市南川中学校
教师杨祖茂带领 211 名同学 “追雪 ”
而来。 杨祖茂说， 希望冰雪研学活动

帮助孩子们缓解学习压力 ， 增强大家
的凝聚力。 据统计， 今年冰雪季开启
半个多月以来 ， 金佛山滑雪场营业收
入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40%。

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华润上海万
象城内的冰场十分热闹 。 数名儿童学
员在教练的指导下在冰面旋转、 跳跃。
冰场运营方、 北京世纪星冰雪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 ， 冰场平日里接待游客约 160
人次 、 学员约 200 人次 ， 周末访客数
量则往往翻倍。

携程 、 同程旅行等在线旅游平台
数据均显示， 今年冰雪季初次购买滑
雪票的用户规模进一步扩大 ， 这也意
味着更多人参与到冰雪活动中 ， 冰雪
消费仍有望继续扩容。

更丰富、 更深度 “冰
雪+”带来新体验

在冰雪消费者增多的同时 ， “冰
雪+” 产业链持续延展， 冰雪运动、 冰
雪休闲活动与文化体验、 旅游、 研学、
音乐等相结合， 给人们带来新体验。

作为北京冬奥会雪上竞赛场馆之
一， 河北崇礼云顶滑雪公园进行了全
面升级。 “新雪季我们将冬奥会赛道
难度降低， 以便游客近距离体验 ； 同
时， 将初中高级雪道合理搭配 ， 满足

不同人群滑雪需求。” 云顶滑雪公园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世同说。

在位于长白山脉张广才岭与老爷
岭交会处的黑龙江“中国雪乡”景区，游
客熙熙攘攘、 络绎不绝。3000 余盏大红
灯笼悬挂在栈道、房檐上，火红的灯笼
映衬着洁白的 “雪蘑菇”“雪蛋糕”“雪
舌”等独特雪景，宛如童话世界。

负责雪乡景区管理运营的龙江森
工集团大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刘忠才说 ， 今年雪乡大雪谷 、 冰雪
画廊、 亚雪驿站、 风车雪山等景点配
套设施实现升级改造， 同时景区还打
造了雪乡花灯一条街 ， 丰富大秧歌 、
花车巡游等互动活动 ， 让游客充分体
验民俗文化魅力。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 （集团 ） 有
限 公 司 今 年 新 成 立 了 滑 雪 俱 乐 部 。
“越来越多的 ‘回头客’ 对装备以及冰
雪运动体验要求更加专业化 ， 滑雪俱
乐部应运而生。” 该旅行社副总经理周
卫红说。

供需两侧发力释放冰雪
经济新动能

响应消费者日益多元化 、 深度化
的需求， 各地扩大优惠举措 、 丰富产
品和服务供给， 从供需两侧持续发力，
促进释放冰雪经济新动能。

重庆市南川区副区长李学民介绍，
当地景区将滑雪时间及索道运营时间
延长至晚上 9 时， 消费者可在线上平
台预订酒店套票、 预约下山等 ， 这些
举措助力优化流程， 提升游客体验。

黑龙江省自 11 月 8 日起开展冬季
冰雪旅游 “百日行动”， 从冰雪旅游产
品优化、 旅游服务质量提升 、 旅游基
础设施升级、 市场运行和保障机制健
全、 旅游发展环境改善等供给侧发力，
构建冬季旅游产业体系 ； 还推出十大
冰雪旗舰产品 、 十大冰雪精品线路 、
特色博物馆游主题线路等 ， 丰富产品
供给。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副局长韩晓玉介绍 ， 当地文
旅部门多次组织冰雪旅游企业参加旅
游资源推介会，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崇
礼体验冰雪文化。 地方积极引导经营
者做到明码标价、 诚信经营 ， 合力打
造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冰
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3）》 预计， 2024
年至 2025 年冰雪季， 我国冰雪休闲旅
游人数有望达到 5.2 亿人次， 冰雪休闲
旅游收入将达到 7200 亿元。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
记者 陈爱平 金 地 赵鹏昊

李晓婷 刘昊东 周文冲）

北京降雪
这是 12 月 11 日早晨拍摄的故宫。
自 12 月 10 日夜间开始， 北京全市各地陆续降雪。 北京市气象部门预计， 12 月 11 日仍有小雪或零星小雪。

新华社记者 李 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