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要 闻2023年4月19日 星期三

财
经
财
经

责编：聂传清 邱海峰 邮箱：hwbjjb@163.com

住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增加

“3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分别有 64个和 57
个，比上月分别增加 9 个和 17 个。”国家统计局城
市司首席统计师绳国庆说。

分城市看，3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上涨0.3%，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
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5%。二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6%和0.3%，涨幅比上月均扩大0.2个百分点。三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涨
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
平转为上涨0.2%。

从同比看，3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城市分别有
18个和8个，比上月分别增加4个和1个。

“3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住房销售价格环比、同
比上涨城市数均有所增加，表明当前房地产市场有
了明显回暖趋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
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楼市出现积极变化，与宏观经济走势密切相关。伴
随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住房消费预期也有了明

显改善，尤其是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得以释放。
与此同时，去年下半年以来各项稳楼市政策频出，
购房者迎来较为宽松的购房政策环境，住房消费需
求得到有效保障，推动房地产市场再现积极信号。”

房地产开发投资有望逐步企稳

3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明显收窄、
住宅销售额同比增长，是当前房地产市场持续回
暖的另一突出表现。

国家统计局4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3月
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29946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8%，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 1.4%。商品房销售额
30545亿元，增长4.1%，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7.1%。

“今年1至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15133万平方
米，同比下降 3.6%，一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增速较前2个月明显改善。”易居研究院研究总
监严跃进说，从住宅销售面积来看，去年2月份以
来住宅累计成交面积同比增速曲线开始处于负增
长状态，目前是首次转正，充分体现了房地产市
场回稳的趋势。

再看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数据表明，
1—3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5974亿元。严跃进
分析，当前全国多个重点城市土地市场开始复
苏，但这一趋势主要集中在高能级城市，其他城
市表现相对较弱。后续仍需持续激活购房市场、
加大对房企支持力度，以带动房地产开发投资向
好发展。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进入二
季度，投资稳定增长有望持续。“随着刚性和改善
性合理住房需求的释放，房地产销售出现积极变
化，房地产开发投资有望逐步企稳。”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房地产市场呈现企稳回
升趋势，尤其住房销售领域回暖态势明显。但仍
要明确，推动楼市回暖必须坚持“房住不炒”，确保

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今年以来，各项稳楼市利好政策继续发力。从

地方看，江苏扬州、河南郑州、安徽合肥等地纷纷出
台政策，放松住房限购要求；湖南长沙、山东济南等
地针对特定购房群体，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浙江宁波等地针对部分购房群体，推出“买房赠送
汽车、家电消费券”活动，拉动住房消费。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一
季度例会，提出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
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
生、保稳定各项工作，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加快完善住房租赁金融政策体系，
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坚持‘房住不炒’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要原
则，在此基础上要保障好住房供需平衡。”赵锡军认
为，从开发投资角度看，伴随住房需求进一步释
放，房地产开发投资应及时跟上，继续做好保交
楼等各项工作。从住房消费角度看，要为刚需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满
足其住房需求。

“稳住房地产市场回暖趋势，要继续因城施
策，加大对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支持力度，
结合当地人口、人才政策，及时对限购限贷限售
政策进行调整。同时，推动降低个人房贷利率，动
态调整普通住房标准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赵秀池告诉本报记者，

“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应继续加大对房地产开
发商低成本融资的支持力度，通过信用体系建设
等，为优质开发商提供绿色融资渠道，降低资金监
管比例，促进化解房企风险，保障住房需求。”

3月份，销售领域回暖态势明显、开发投资总体稳定——

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
本报记者 廖睿灵

本报北京4月 18日电 （记者邱
海峰） 记者从 18 日举行的农业农村
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前不久，农业
农村部发布了 2023 年国家农作物优
良品种推广目录，对 10 种农作物、
241个优良品种进行了重点推介。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
海生在发布会上介绍，推广目录紧紧
围绕当前农业生产的用种需求，突出
了推介、引领、科普“三大定位”，主
要内容包括4个方面：

一是聚焦“米袋子”，推介了水
稻、小麦、玉米优良品种 97 个，其
中水稻品种 36 个、小麦品种 29 个、

玉米品种32个。
二是聚焦“油瓶子”，推介了大

豆、油菜、花生优良品种 70 个，其
中大豆品种 22 个、油菜品种 26 个、
花生品种22个。

三是聚焦“菜篮子”，推介了马铃
薯、大白菜、结球甘蓝等优良品种
61 个，其中马铃薯品种 20 个、大白
菜品种21个、结球甘蓝品种20个。

四是兼顾重要战略物资，推介了
棉花品种13个。

杨海生介绍，以上推介的这些优
良品种，涉及骨干型、成长型、苗
头型和特专型 4 种类型，其中骨干

型品种 80 个，成长型品种 66 个、苗
头型品种64个、特专型品种31个。

具体来看，骨干型品种主要是指在
当前生产上主推的大品种。比如粮棉油
之类的品种，需要连续3年推广面积能
够进入全国排名前10位，蔬菜品种要
连续3年推广面积进入全国前5位。

成长型品种是指在品种展示评价
中综合表现突出，近 3 年推广面积上
升速度很快，在全国适宜生态区推广
面积的排名能进入全国前 30 位的品
种，有望成为今后骨干型的接班品种。

苗头型品种主要是指近3年审定
或者登记的新品种。在品种展示评价

中，其产量、抗性、品质等方面表现
优异，未来的推广前景非常好，包括
阵型企业、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准备主
推的新品种。

特色专用型品种主要是指符合多
元化市场需求，在产量、品质、抗性、熟
期以及适宜机械化和特殊的农作制度
等方面有新突破的特色专用品种，比如
带状复合种植、水稻中的再生稻等在特
色农作制度等方面有新突破的品种。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农作物品种
的每一次更新换代，都会带来生产上
单产水平大的提升。”杨海生说，4 种
类型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递次推
进的品种推广梯队，分类引导品种推
广应用，有利于加快推动品种的更新
换代。后续，将做好统筹规划，部省协
调联动，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作物品种
展示示范体系，加快优良品种的推广
应用，持续推进农业生产单产水平的
提升。

2023年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发布
对10种农作物、241个优良品种进行重点推介

本报北京4月18日电（记者聂
传清） 18 日，张家界莓茶品鉴会在
北京举办，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
者、茶界名流、茶商企代表齐聚一堂，
会茶友、话茶事、谋茶业。

此次活动主题为“让世界认知莓
茶，让莓茶走向世界”，由湖南省张家
界市人民政府指导，张家界市永定
区人民政府主办。

张家界市永定区区委书记朱法
栋表示，将继续擦亮“张家界莓茶”
这块金字招牌，将莓茶产业打造成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主导产业，在
政策扶持、技术服务、示范带动、
品牌培育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全

力把张家界莓茶打造成世界知名的
茶品牌。

品鉴会还开展了茶艺表演、莓
茶产品走秀、嘉宾圆桌访谈等活
动，全方位展示张家界莓茶文化。
同时，现场举办了签约仪式，共有
11家授权张家界莓茶地标品牌企业
与14家茶商签约订单，签约金额达
9500万元。

据悉，永定区是张家界莓茶主
产区，被誉为“中国莓茶之乡”，“张家
界莓茶”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目前，永定区莓茶种植面积达15
万亩，年综合产值达25亿元，累计带
动就业达8.5万人。

助力乡村振兴

张家界在京推介莓茶品牌

4 月 18 日，第
二十七届“同里之
春”国际旅游文化
节在江苏省苏州市
吴江区同里古镇开
幕。本届旅游文化
节设置赏景、游乐、
演艺、体验、科普、
赛事等 11 项活动，
将 持 续 至 5 月 下
旬。图为旅游文化
节举办期间，人们
在同里古镇游览。

张 锋摄
（人民视觉）

4月18日，第十三届中国·东光国际纸箱包装机械博览会在河北省沧州
市东光县举行。本届博览会设5个展区，展览面积3.3万平方米，参展企业
338家，来自英国、荷兰、瑞典、巴基斯坦等20多个国家的2.6万余名客商
参会。图为境外采购商在博览会上与参展商（右一）交流洽谈。

傅新春摄 （人民视觉）

（上接第一版）

信心更强，干劲更足

“我们预料到开年生意不会差，但没想到这么
好！”肖雅星在武汉经营 3 家经济型酒店，春节以
来，酒店持续高达90%左右的出租率，让她做了一
个决定：今年再开一家新店。

最近，肖雅星看了不少选址点和物业，边看边
确信：商务出差、旅游、本地短途等各种类型的客
户都多了，国内巨大的出行需求释放，相信接下来

“生意也会不错！”
一笔投资，映照市场主体的信心。今年以来，

流动中国、开放中国的图景生气勃勃，各类市场主

体信心更强、干劲更足了。
国内市场活跃，经营预期好转。一季度，货运

量同比增长 5%，客运量增长 26.3%。其中，铁路、
民航客运量分别增长67.7%和68.9%。小微企业景
气指数比上年四季度回升。3月非制造业商务活
动指数达58.2%，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国际交往密切，合作机遇更多。近期，英特
尔、苹果、空中客车、雀巢等跨国公司高管纷
纷活跃在中国各大经贸论坛、工厂园区，众多
外资项目签约落地。据统计，今年全国两会
后，来华的知名外企高管 已近百位，更多合
作事项被提上议程。正如德意志银行的评价，

“中国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增长领域，中
国市场充满机遇”。

市场主体的宝贵信心，为中国经济更增一份
后劲。展望后势，付凌晖说，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
意愿有望提升，消费拉动作用会逐步增强；各地
积极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投资稳定增长有
望持续；产业转型升级快速发展，将为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力。

“从下阶段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逐
步增强，宏观政策显效发力，经济运行有望整体好
转。”付凌晖说。

随着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引擎”发力、加速，摩
根士丹利、高盛集团、野村证券等众多外资机构近
期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高盛集团表
示，“我们始终是中国市场的重仓投资者，未来也
会继续重仓投资中国”。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3月份70个

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

示，3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上涨城市个数增加，各线城市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一线城市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二三线城市同

比降幅收窄。业内人士认为，住房销售

情况继续向好改善，是当前房地产市场

持续回暖的积极信号。接下来，仍要在

坚持“房住不炒”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购

房政策环境，更好满足住房需求。

最近，美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牵
头推出一部法案，翻炒“病毒由中国实验室泄
露”的陈旧邪说。以此为由，泰德·克鲁兹、
马克·卢比奥、玛莎·布莱克本、里克·斯科特
等美国会议员摇唇鼓舌，一副誓要“让中国为
百余万美国人死亡负责”的嘴脸。

这样的戏码，过去3年美方反复上演。早
在疫情之初，美前国务卿蓬佩奥就将病毒污
名化为“中国病毒”，炮制“中国实验室泄露”
说。沿着这一恶劣先河，部分美政客在涉疫
问题上对中国极尽泼脏水之所能。《纽约时报》
直言，最新的相关听证会“没有给出新的证
据，却上演了大量的政治戏”。

不 是 吗 ？ 世 卫 组 织 早 把 病 毒 命 名 为
“COVID-19”，美国一些政客至今仍称之为“武
汉病毒”；多国专家来华考察得出“病毒极不可
能由实验室泄露”的结论，这些政客依然孜孜
于“中国实验室泄露”论；《自然》《柳叶刀》等权
威期刊和科学家认为病毒最可能自然起源，
白宫却要求FBI、CIA等机构搞针对中国的“溯
源”；SARS（非典）溯源全球科学家合力花了13
年，美政客却要求情报机构“90天交作业”……

不依靠科学却抱守“政治正确”，不依靠专
家却动用情报机构，不相信事实却信奉阴谋
论，正是这些美政客编鬼话造谣中国的几大

“法宝”。即便美情报机构都对“实验室泄露”
论无甚信心、未达共识，这些人依然将其当
作党争利器；他们嘴上说“为民众负责”，实际
上打的是本人本党政治利益的算盘，是在打
压中国这盘棋上再落一子。

看看前面那些臭名昭著的名字吧，个个
都是“反华急先锋”：乔什·霍利、泰德·克鲁兹
因涉港恶劣言行被中方制裁；马克·卢比奥支
持“台独”，号称“只能用战争让中国屈服”；里
克·斯科特蔑称“每个中国人都是间谍”，鼓吹
对华“新冷战”；玛莎·布莱克本妄称“中国有
5000年欺骗和盗窃史”……这样对华成见根深
蒂固的人，什么鬼话不敢说？

早在 2020 年，美共和党竞选备忘录被曝
光时，外界就已窥见美政客抹黑中国的套路
和用心。该备忘录“手把手”地教竞选人用“掩
盖疫情”“数据撒谎”“囤积医疗物资”等话术指
责中国。通过“文件倾倒”手法，他们借情报机构或“专家”造谣“喂
料”，再与媒体唱双簧。正如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国际专家
所言，他们“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美国这些政客或能借媒体“造势”，但无法改变事实，更无法改
变历史。疫情至今 3 年后，谁在保护人民，谁试图把大流行变成

“大抹黑”，世人心中自有杆秤。中国已平稳走出大流行，但美国
“头号抗疫失败国”的标签已挥之不去；中国两度邀请世卫组织专
家来华溯源，但美方一再拒绝调查美生物实验室，无视《柳叶刀》
新冠委员会主席杰弗里·萨克斯“美国在溯源问题上对公众和国际
社会‘不透明、不诚实’”的批评。

将病毒命名和溯源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暴露美对自身
抗疫不力的“无能狂怒”，暴露其对“竞争对手”的多疑甚至恐惧。这
不仅于美不利，于世更有害：在污名化、阴谋论、反智主义阴影
下，美国出现针对亚裔种族主义仇恨浪潮，上演反疫苗、喝消毒
水等闹剧，酿成无数生命悲剧；被事实攻破的谣言，令美政客、
媒体乃至国家信誉破产；对本就充满变动、需要共识的世界来
说，这些伎俩更是增添裂痕、有弊无利。

有美媒直言，针对中国的病毒溯源是一场“猎巫”，堪比伊拉克
战争前美政客媒体炮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谎言。想在中国
找“洗衣粉”必然徒劳无功，且会受到强有力的反击；但世界更应
擦亮眼睛，保 持 足 够 警
惕 —— 毕 竟 ，在 抹 黑 生
事这件事上，美国有太多

“黑历史”了。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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