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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收秋粮

近期，投资增速持续回升。
其中，7月份增长6.7%，8月份增
长8.4%，已连续5个月保持正增
长。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
负责人指出，随着各项政策措施
持续显效发力，重大项目建设加

快恢复，投资增速逐月回升向
好。接下来，随着中央预算内投
资、专项债券、抗疫特别国债等
资金陆续下达，项目开工和资金
到位情况持续好转，投资有望延
续回稳向好的总体态势。

9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政策
例行吹风会，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
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情况，强调要
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严守耕地红线，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据了解，目前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甚至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搞非农建设行为依然存在，
不同程度地造成了耕地损毁和粮田减少。为
此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坚决制止耕
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要求采取有力
措施，强化监督管理，落实好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坚决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行
为，坚决守住耕地红线。

通知明确了“六个严禁”：严禁违规占用
耕地绿化造林，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严
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严禁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严禁违规占用耕地
从事非农建设，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兼中央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局局长吴宏耀表示，坚决
制止耕地“非农化”，一是要有底线风险意
识。18亿亩耕地红线必须守住，粮食安全的
饭碗必须牢牢握在手中。二是必须全面摸清
底数。各地应全面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
整改。三是压实地方政府责任。当前一些地
方仍然存在违规占用耕地等“非农化”行
为，这是认识上出现了偏差、落实中出现了
问题，通知要求地方政府承担起责任，对通
知中明确禁止的行为进行纠正。四是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鼓励引导有限的耕地、永久基
本农田优先用于粮食生产等。

如何把制止耕地“非农化”落到实处？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表示，首先要止住
新增，对新出现的各类耕地“非农化”问
题，加大整治力度，该拆除的拆除，该没收

的没收，该问责的问责，该复耕的要限期恢复耕种条件。逐步消化存量，
对已经出现的“非农化”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妥善处理。其次，要把

“六个严禁”要求纳入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内容。王广华透露，
明年，自然资源部与农业农村部、国家统计局将统一组织对“十三五”时
期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进行全面考核，对于“非农化”问
题仍然突出的，将公开通报。此外，要履职尽责。既要严格执行土地管理
法律法规，坚决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养鱼和发展林果业，又要在用
地审核和监管中，严格控制铁路、公路用地范围以外的绿化带宽度，严控
河渠两侧、水库周边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绿色通道。

本报北京 9月 20日电 （记者王俊岭） 日
前，商务部发布了 1—8 月消费市场运行情况。
最新数据显示，8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 0.5%，增幅较上月回升 1.6 个百分点；
1—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8万亿元，同比
下降8.6%，降幅比1—7月收窄1.3个百分点。8
月份消费品市场实现今年以来首次正增长。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介绍，目前消费
市场呈现以下几大特征：

商品销售增速加快。8月份商品零售额3万
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较上月加快1.3个百分
点。其中限额以上单位15大类商品中，有12大类
实现同比增长，9 大类增速较上月不同程度提
高。升级商品消费较快增长，通讯器材、化妆品、

金银珠宝、汽车同比分别增长 25.1%、19.0%、
15.3%和 11.8%。基本生活商品消费保持增势，
饮料、日用品分别增长12.9%和11.4%。

服务消费持续恢复。8 月份餐饮收入 3619
亿元，同比下降 7.0%，降幅比上月收窄 4 个百
分点。1—8 月餐饮收入 2.2 万亿元，同比下降
26.6%，降幅比 1—7 月收窄 3 个百分点。住宿、
文化娱乐等服务行业市场活跃度有所提升，商
务活动指数均高于57.0%，较上月有不同程度提
升。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达 72.4亿件，同
比增长36.5%。

城乡消费同步转正。8 月份，城镇消费品
零售总额2.9万亿元，同比增长0.5%，增速较上
月回升 1.6 个百分点；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298

亿元，同比增长0.7%，增速回升2个百分点。
网络消费高速增长。1—8月全国网络零售

额 7.0 万亿元，同比增长 9.5%，比 1—7 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5.9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5.8%，增速比上月加快 0.1个
百分点，占社零总额比重24.6%，比去年同期提
高5.2个百分点。

“当前，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消费市场已进入‘金九银十’消费旺季，随着

‘六稳’‘六保’政策和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持
续落实落细，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深入组织实
施，市场人气稳步回升，商业秩序全面恢复，
消费潜力不断回补释放，消费回升势头进一步
巩固。”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表示。

严
禁
违
规
占
用
耕
地
绿
化
造
林
、挖
湖
造
景
—
—

坚
决
制
止
耕
地
﹃
非
农
化
﹄

本
报
记
者

徐
佩
玉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消费品市场实现年内首次正增长

本报北京9月20日电（记者汪
文正）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 《关
于纳税信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推出4项优化纳税信用管理的措施。

《公告》增加了非独立核算分支
机构可自愿参与纳税信用评价。非
独立核算分支机构可通过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交 《纳税信用补评申请
表》 自愿参评，在其存续期间将与
其他正常参评企业一样，适用纳税

信用管理相关规定。
《公告》调整了纳税信用评价起

评分的适用规则。将一个评价年度
内接受过税务机关相关检查从 100
分起评，调整为只要在近三个评价
年度内接受过税务机关相关检查
的，即可从100分起评。

此次税务总局还增加了纳税信
用指标评价情况的复核机制，调整了
纳税信用D级评价保留2年的措施。

本报电 （陈杰、胡安平、刘昊
宇） 9 月 19 日，第十一届中国 （泰
州） 国际医药博览会在江苏省泰州市
中国医药城会展中心开幕。

本届医博会主题为“疫情之下医药
健康产业发展趋势”，会期从9月19日
至21日，由中国国际商会、中华中医药
学会主办，泰州市人民政府、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江苏省分会承办。

今 年 的 医 博 会 围 绕 生 物 医 药

“4+3+1”特色产业体系，展示规模约
5万平方米，共有近800家企业报名参
展，包括来自美国、比利时、法国等21
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展会期间，将举
办23场专题活动。

目前，泰州医药高新区正开启
“二次创业”新征程，力争到 2025
年，实现疫苗、兽药获批量居全国工
业园区第一，抗体、化学药获批量分
别进入全国工业园区前三和前五。

税务总局4招优化纳税信用管理税务总局4招优化纳税信用管理 中国（泰州）国际医药博览会启幕

9 月 20 日，拉
萨至林芝铁路第三
座跨越雅鲁藏布江
特 大 桥 正 线 铺 轨
168 公 里 ， 距 离
2021 年建成通车更
近了一步。拉萨至
林 芝 铁 路 是 国 家

“十三五”规划重
点工程项目，全长
435 公里，设计时
速160公里，是西藏
首条电气化铁路。

图为中铁十一
局工程技术人员在
藏木特大桥上铺轨。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9月20日，第二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本届
科博会上，800多家中外科技创新企业展示了最新成果。图为家长与孩子
在会上与智能服务型机器人互动。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目前，河南省驻马
店市正阳县水稻相继进
入成熟期，由于近期雨
水增多，农民们加快机
收进度，确保颗粒归
仓。图为9月19日，正
阳县大林镇蔡庄村村民
正在抢时抢收水稻。

高万宝摄
（人民视觉）

连续5个月保持正增长——

投资有望继续回稳向好
本报记者 邱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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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投资
造成巨大冲击，投资增速一度出现大幅下
滑的情况。”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9
月16日介绍，1—2月，投资下降24.5%。2
月份以来，各地方、各部门加大补短板力
度，积极做好稳投资工作。

目前，投资在多方面呈现恢复态势。
基础设施投资基本恢复至上年同期水

平 。 1—8 月 ，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同 比 下 降
0.3%，降幅比1—7月收窄0.7个百分点。

制造业投资稳步恢复。1—8 月，制造
业投资同比下降 8.1%，降幅比 1—7月收窄
2.1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平稳增长。1—8 月，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4.6%，增速比1—7
月加快1.2个百分点。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1—8 月，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2%，增速比1—
7 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自 1-5 月转正后，
增速逐月加快。

民生领域投资增势较好。1—8 月，农
林牧渔业投资同比增长12.7%，增速比1—7

月加快3.5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8.4%，增
速比1—7月加快0.4个百分点。社会领域投
资同比增长 8.1%，增速比 1—7月小幅回落
0.6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降幅明显收窄。1—8 月，民
间投资同比下降 2.8%，降幅比 1—7月收窄
2.9个百分点。

投资先行指标继续向好。1—8 月，新
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12.1%，快速
增长态势不减。投资到位资金增长 3.7%，
增速比1—7月加快1.6个百分点，其中国家
预算资金增速高达28.5%。

支持西部地区加力补短板支持西部地区加力补短板

最近，有声音认为西部地区有望迎来
新一轮基建投资。对此，孟玮表示，西部
大开发 20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效，投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今年 1—7月，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2.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7 个百分
点。西部12个省 （区、市） 中有10个投资
处于增长态势，其中新疆、西藏 1—7月投
资增速分别高达 25.5%、12.7%，位居全国

前两位，甘肃、云南、青海 1—7月投资增
速均超过2.0%，

“这些数据反映出西部地区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力有效，在推进复工
复产特别是抓项目、促投资方面取得了积
极成效。”孟玮说，目前，西部一些地区基
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发展水平
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不少差距，补短板、
促发展的客观需求和内生动力在一定时期
内仍较为明显。

孟玮指出，国家发改委将会同相关部门
继续支持西部地区加大基础设施、民生保障
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
资等撬动和牵引作用，加快推动重大工程项
目建设，提高基础设施通达性和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水平；同时，将综合考虑西部地区财
力等因素，引导地方量力而行，严防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严防“大水漫灌”，严防“半拉子工
程”，严防“大拆大建”，严防“贪大求洋”，推动
西部地区投资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

推动重大项目尽快落地推动重大项目尽快落地

接下来，在促进投资方面还将如何发力？
孟玮指出，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方

面继续坚持资金、土地等要素跟着项目走
的原则，进一步发挥好投资关键作用。

聚焦“两新一重”领域扩大有效投
资。重点是做到“三个加快、两个加强”。

“三个加快”即加快 5G、一体化数据中心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以县城城
镇化补短板强弱项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加快交通、水利等领域重大工程以及
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两个加强”是指，督
促指导各地方加强重大项目储备，通过梳
理提供重大项目清单等方式，加强重大建
设项目用地保障，推动重大项目尽快落地
实施。

围绕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切实用好资
金。一方面，督促指导各地加快中央预算

内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建设进度，尽快形
成实物工作量；督促地方政府加快专项债
券发行使用进度，尽快发挥专项债券效
益。另一方面，组织做好 2021年中央预算
内投资计划编制工作，及早谋划做好明年
专项债券项目准备工作。

更加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进一
步落实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各项政策措
施，在机制建设上，进一步完善向民间资
本推介项目长效机制，支持民间投资参与
补短板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规范
创新推广 PPP 模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稳妥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
金 （REITs） 试点，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
产，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