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南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总额双双再次突破百亿大关
本报讯 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获悉， 截至 10 月末， 全市累计
归集住房公积金 702.28 亿元、 提取总
额 504.46 亿元， 双双再次突破新的百
亿大关， 创下历史新高。

据介绍， 自我市建立住房公积金
制度以来， 特别是 2003 年淮南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成立以来， 积极贯彻
落实国家、 省市有关住房公积金制度
决策部署， 多措并举扩大住房公积金
制度覆盖面 。 同时 ， 创新宣传形式 ，
强化政策宣传 ， 深入开展 “进机关 、
进园区、 进企业、 进学校、 走上街头”
等宣传活动， 主动上门访需问计； 加

强部门联动， 围绕 “应建尽建、 应缴
尽缴 ” 目标 ， 实行全员抓归集扩面 ，
加大催建催缴和行政执法工作力度 ，
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 我市住房公积
金制度覆盖面和受益面不断扩大， 公
积金归集规模实现了稳步增长， 归集
额屡创新高。

一组数据见证淮南住房公积金事
业发展的速度： 1993 年， 我市开始实
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以来，到 2009 年 10
月底，住房公积金归集总额达到 100 亿
元，用了 6 年时间，以后每增加 100 亿
元平均在 2 至 3 年时间，而从 600 亿元
增加到 700 亿元， 仅用了 1 年零 9 个

月。至 2013 年 2 月底，提取总额达到第
一个百亿大关，用了将近 20 年时间，以
后每增加 100 亿元平均用时也是 2 至
3 年， 而从 400 亿元增加到 500 亿元，
用时仅 1 年零 5 个月。

住房公积金事业的快速发展， 见
证着住房公积金政策的有效发挥和制
度的优越显现。 截至今年 10 月末， 全
市现有缴存职工 33.1 万人， 归集余额
197.82 亿元。 同时， 累计发放个人住
房贷款 327.12 亿元 ， 助力 131690 户
职工家庭圆了住房安居梦， 为推动淮
南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作出了贡献。

（本报记者 朱庆磊）

《光明日报》12月 11日 8版刊发 12 月 9 日， 安徽省淮南市第十五届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在淮南市职业
教育中心、 淮南卫生学校开赛， 来自淮南市 15 所中职学校 435 名选手参
加护理、 汽车维修、 电子商务运营等 25 个项目比赛， 活动旨在提升职业
教育水平， 培养学生一技之长。 图为安徽省淮南市中职学校选手参加汽车维
修比赛。 陈 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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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国卫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桑国卫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强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桑国卫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 著名的药学家和社会活动
家，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
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主
席桑国卫同志的遗体，11 日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
化。

桑 国 卫 同 志 因 病 于
2023 年 12 月 7 日 17 时 10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2 岁。

桑国卫同志病重期间
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
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
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
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
种形式对桑国卫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
表示深切慰问。

11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
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
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
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桑国卫
同志”， 横幅下方是桑国卫
同志的遗像。桑国卫同志的
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上午 9 时 30 分许 ，习
近平 、李强 、赵乐际 、王沪
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
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
桑国卫同志的遗体前肃立
默哀，向桑国卫同志的遗体
三鞠躬，并与桑国卫同志亲
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
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桑国卫同志生前友
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张志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69次常务会议
研究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 听取关于 2023 年信访情况的汇

报，研究全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和市级政府权责清单、公共服务清单、行
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年度集中调整工作

本报讯 12 月 11 日上午， 市长张
志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69 次常务会议。
会议研究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
听取关于 2023 年信访情况的汇报，研究
全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和市级政府权责
清单、公共服务清单、行政权力中介服务
清单年度集中调整工作。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讲话精神，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
两个关键词，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
强化招商引资，放大闵淮合作效应，主动
承接沪苏浙产业转移。 要抢抓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机遇，加快引进科技人才，推动
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在淮转化。 要积极推
动外向型经济发展，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
力度，加强外贸企业培育孵化。要学习借
鉴沪苏浙制度机制创新做法， 加强各项
政策举措系统集成协同配合， 不断提升
行政效能和服务效能。

会议强调， 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
工作。 要带着感情抓信访， 坚持信访为
民、 换位思考， 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
难。要带着责任抓信访，压紧压实各方责
任，聚力抓好农民工工资支付、民营企业
账款清欠等工作。要带着方法抓信访，大

力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主动
从源头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为高质量发
展营造良好环境。

会议强调， 开展全市行政许可事项
清单和市级“三清单”年度集中调整，是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举措。 要聚焦服务群众、服务企业，聚
焦重点服务事项，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创
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质效，为企业和群
众打造更规范、更公平、更高效的政务服
务环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记者 周 玲)

任泽锋在调研林长制河长制工作时指出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 12 月 11 日下午 ， 市委
书记任泽锋赴寿县调研林长制河长制
工作。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 绿色发展道路,全面压实林长制河
长制工作责任 ， 高标准 “护好水 ”、
高质量 “育好林 ”， 持续改善河湖生
态质量， 不断厚植绿色生态基底， 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市
委常委、 市委统战部部长张劲松， 市
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 市委政法委书
记文见宝参加调研。

任泽锋首先来到正阳关镇绿洲森
工 (淮南 ) 有限公司， 实地察看了公
司的总控室、 板材加工车间， 听取企
业负责人关于生产经营、 节能减碳技
术改造等情况介绍。 他希望企业加强
技术革新， 抓好安全生产， 保护生态

环境， 在实现企业发展 、 生态提质 、
助农增收上取得更大成效。

安徽寿县天蓝蓝生态农业种植有
限公司是一家集苗木生产经营、 水果
中草药种植、 景观绿化工程设计施工
等于一体的绿化企业。 任泽锋走进公
司苗木基地， 实地了解公司绿化苗木
生产、林下中药材种植等情况。任泽锋
对企业利用林下空间发展中草药提高
林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思路做法表示
肯定，希望企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实
现经济与生态共赢、发展与富民同步，
为乡村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双桥镇南塘村， 任泽锋实地察
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了解耕地保
护有关工作 。他强调 ，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抓手 ，对于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要提
高政治站位，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 ， 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着
力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 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市提供
有力支撑。

寿县九里保庄圩工程系淮河行蓄
洪区及淮河干流滩区居民迁建工程之
一， 是在九里联圩南部基础上进行加
固提标的工程。 在九里保庄圩丁家岗
排涝站 ， 任泽锋实地察看保庄圩工
程建设情况 ， 听取市 、 县河长制工
作落实情况汇报。 他指出， 要深入践
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着力深化水体环境治理， 持续强化水
域岸线保护， 加快推进水利重点项目
建设， 努力实现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
目标。 （本报记者 李东华）

张志强督导调研淮南高新区重点项目建设时指出

坚持高标准快节奏强能力 打造高质量发展“强磁场”
本报讯 12 月 11 日下午 ， 市委

副书记、 市长张志强赴淮南高新区督
导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市政府秘
书长戴宜斌参加活动。

张志强先后深入埃夫利舍智能家
居、 高端显示模块系统、 德力新能源
专用车等重点项目现场， 详细了解项
目规划设计 、 建设进度、 技术工艺、
发展前景等情况。 随后， 张志强在高新
区管委会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高新区
项目投资和明年项目谋划情况汇报。

张志强指出， 高新区要牢牢把握
在全市高质量转型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加快形成招商引资、 科技创新、 要素
集聚的 “强磁场”， 着力推动招商大突
破、 项目大建设、 功能大配套、 环境
大优化、 形象大提升。

张志强强调， 要下功夫提高招商
引资能力。 以更新的理念、 更强的能
力、 更高的效率来抓招商， 加快形成
聚焦招商、 驻点招商、 以商招商聚合
力， 切实提升招商引资研判力、 决断

力、 转化力。 要下功夫提高项目建设
能力。 遵循科学规律、 运用科学方法，
强化要素保障， 把好效率关、 质量关、
安全关， 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 快竣
工、 快投产、 快见效。 要下功夫提高
资本运作能力。 强化市场逻辑、 资本
力量、 平台思维， 统筹经营资源资产
资本， 促进资产盘活、 资源提效、 资
本增值， 为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大动能。

(本报记者 周 玲)

12 月 11 日， 桑国卫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习近平、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等前往八宝山送别。 这是习近平与桑国卫亲属握手，
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鞠 鹏 摄

十组数据见证新时代伟大成就
读懂新时代中国发展之变， 数据最

有说服力。
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 亿多中国人民团
结奋斗、锐意进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迈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我们通过 10 组数据，记录经济社会
前进步伐， 展现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发
展的动力和成就， 揭示中国道路成功的
历史必然。

超过 120 万亿元：经济实
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10 年来， 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一番，
发展站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

2013 年至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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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 GDP 从 43497 元增长到
8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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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要经济体中
居于前列。

10 年来 ， 中国对世界经济发挥的
“稳定器”和“动力源”作用持续凸显。 中
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12.3%
上升到 18%以上，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
平均贡献率超过 30%。

今年是中国经济从疫情冲击中恢复
的第一年。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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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预计能实现 5%左右
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
等诸多国际机构密集上调中国经济增长
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
史蒂文·巴奈特指出，中国仍然是全球经
济增长最大引擎， 贡献全球增长量的三
分之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负
责人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
余地广，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
会变，我们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长期稳
定发展， 并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
来新动力、新机遇。

超 4 亿：世界上规模最大
中等收入群体

10 年间，中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从 16500 元增加到 36883 元 ，形
成了超 4 亿人的世界上规模最大、 最具
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

10 年间，中国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平均每
年减贫 1000 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
家的人口数量，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
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了 70%。

新时代以来， 我国城乡差距逐步缩
小，人民生活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 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
随着脱贫攻坚各项政策落地和乡村振兴
战略向纵深推进，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 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 2.88∶1 降至 2.45∶1。

当前， 超 4 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正
引领中国消费市场实现“增量创新”。 未
来 15 年， 中等收入群体预计超过 8 亿，
将进一步推动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发展。

44 万亿元：消费“主引擎”
动力强劲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
内部可循环。

2013 年至 2022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从 23.8 万亿元增长至 44 万亿
元，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网
络零售市场和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

中国经济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着力锻造强大而有
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 近年来，内需
对经济增长 贡 献 率 有 7 个 年 份 超 过
100%。

2023 年， 电影暑期档票房首次突破
200 亿元，观影人次 5.05 亿；中秋国庆假
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数 8.26 亿人次，
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71.3%；快递年业务
量首次突破 1200 亿件……今年前三季
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到 83 .2% ， 其 中 三 季 度 贡 献 率 升 至
94.8%，消费“主引擎”作用进一步凸显。

拥有 14 亿多人口、世界上最大规模
的中等收入群体，立足国内、扩大内需、
畅通循环， 这是中国经济在新征程上攻
坚克难、阔步向前的底气所在。

激发民间投资信心，提振汽车、电子
产品、家居等大宗消费，提高“一老一小”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实施“县域商业
三年行动计划”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
战略基点， 一系列举措助力增强国内大
循环的内生动力。 （下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