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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关系政府职责，也关
系居民生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
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2023年版）》（以
下简称《国家标准2023》），这是自2021年国家基
本公共服务标准发布实施后的首次调整。

相关标准覆盖九大领域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于
2021 年首次出台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明确了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保障、
文体服务保障等 9 个领域 80 个基本公共服务项目
的对象、内容、标准、支出责任和牵头负责单
位。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均对标对表国家
标准和本地区的实际需要，制定出台了本地区基
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责
的重要依据。目前，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涵盖国家、行业、地方和
基层服务机构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制度框架搭建
完成，原有的 80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基本落实到
位，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何要出台 《国家标准 2023》？对于群众而
言，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明确了人民群众可以
依法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是一份服务事项
清晰、服务标准明确的“福利单”，更是一份保障
自身权益的“明白卡”。出台新版国家基本公共服
务标准，意味着群众能享受到的福利水平更高
了，得到的实惠更多了，得到的权益保障更全面
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情况增加服务项目、提
高服务标准、扩大服务对象、增加服务内容，有
利于进一步织密筑牢民生网底，切实兜住兜牢民
生底线。”该负责人说。

对60%的服务项目进行调整

新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有哪些调整？国
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标准 2023》
在保持总体结构与旧版国家标准一致的基础上，
对部分服务项目进行了“增”“提”“调”，涉及调
整服务事项共计48项，占总项目数的60%。

“增”——幼有所育部分新增 1 项“增补叶酸
预防神经管缺陷服务”，即为农村计划怀孕生育妇
女在孕前3个月至孕早期3个月增补叶酸，并提供
健康指导、追踪随访等服务。“该项服务为妇幼重
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本次将其纳入国家基本公

共服务标准，目的是为农村妇女享有该项服务提
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该负责人说。

“提”——3项服务项目提高服务标准。“义务
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项目中，义务教育阶段生
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小学由 650 元提高到 720 元，
初中由850元提高到940元，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
在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基础上按寄宿生数年生
均增加300元，提高了1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膳食补助”的国家基础标准由原来的每生每
天 4 元提高至每生每天 5 元。“计划生育家庭特别
扶助”服务项目中，不同类别的服务对象每人每
月的特别扶助金有了明显的提高，增长幅度均在
30%以上。

“调”——农村危房改造、特殊群体集中供养
2项服务，扩大了服务对象范围。此外，还完善规
范了孕产妇健康服务、生育保险等 41个服务项目
的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支出责任的表述，调整
了健康教育与健康素养促进等 10个服务项目的牵
头负责单位。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界定了政府民生兜底保障的范围和
程度，是各级政府必须兑现的硬承诺、必须履行
的责任状。出台新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
质上就是政府对群众做出了新的民生保障承诺，
需要做的民生实事、“关键小事”更多了，各种资
源投入也会更多。

资源投入的底气，来自财政支出的有力保障。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3893 亿元，同比增长 3.9%，基本民生、乡村振兴、
教育等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其中，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增长7.9%；教育支出增长5%；卫生健康支
出增长6.9%；住房保障支出增长8.5%。

资源投入的同时，也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状
况和财政负担能力。“既要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也要
避免吊高胃口、过度承诺。新增调整必须经过严格
的财政承受能力评估，也需要落实人员等各类资源
配置，确保服务‘承诺必达’。”该负责人说。

为落实好《国家标准2023》，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抓紧调整本地区基本公共
服务实施标准，确保不低于国家标准；加强人员、财
力、设施等要素保障，确保《国家标准 2023》及本地
区实施标准规定的服务项目落地落实，人民群众可
获得、有感受；加强标准监测评估，对实施情况适时
组织联合检查和效果评估，加强监测预警。

通知要求，各地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对于超出国家标准的新增服务项目、提高服
务标准、扩大服务对象以及增加服务内容等事
项，要切实加强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履行相关审
批程序，确保财力有保障、服务可持续。

进一步织密筑牢民生网底，切实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新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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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织密筑牢民生网底，切实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新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出台
本报记者 汪文正

本报北京8月 11日电 （记者廖
睿灵） 在国家能源局日前举办的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
司长董万成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
能源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超过1万亿
元，同比增长 23.9%，有效发挥了稳
投资、促增长的作用，也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和活力。

董万成介绍，上半年，全国能源投
资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能源领域积极
扩大有效投资，有力有序推进重大基
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投
资增速保持较高水平。分地区看，东
部、中部、西部地区完成投资同比分别
增长24.8%、22.1%和24.2%。分层级看，
国家级重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持续显

现，省级及以下项目投资增势强劲。
新能源投资快速增长。新能源完

成投资占比接近四成。甘肃、新疆、
山西、湖北、云南、广东等地集中式
光伏项目建设提速，完成投资额均超
过 100 亿元；山东、河南、浙江加大城
镇和乡村分布式光伏布局建设力度，
完成投资额均超过120亿元；内蒙古、

甘肃持续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建设，集中式风电投资增势不减，山
东、广东海上风电项目集中开工建设。
此外，湖北、安徽、江西等地一批生物
质发电项目加快形成有效投资。

能源网络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
长。电网、油气管网投资较快增长，
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白鹤滩—浙江特
高压直流工程全容量投产，金上—湖
北、陇东—山东特高压直流工程进入
土建施工阶段，一大批500千伏网架
加强工程稳步实施，配电网建设加快
推进。西气东输三线中段、西气东输
四线处于施工高峰期。

新业态投资持续扩大。综合能源、
新型储能、充电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扩
大。青海、新疆、内蒙古源网荷储一体
化和多能互补投资持续释放，浙江综
合智慧能源快速发展，湖南、新疆、甘
肃、重庆一批系统独立型和新能源配
套新型储能项目建成投产，广西、广
东、云南、河南充电桩建设加快推进。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
运新型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超过
1733 万千瓦/3580 万千瓦时，平均储
能时长2.1小时。1至6月，新投运装机
规模约863万千瓦/1772万千瓦时，相
当于此前历年累计装机规模总和。从
投资规模来看，按当前市场价格测算，
新投运新型储能拉动直接投资超过
300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能源节
约与科技装备司副司长刘亚芳说。

上半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超万亿元
新能源完成投资占比接近四成

近 年 来 ，江 西 省
宜春市奉新县全面推
进 城 镇 老 旧 小 区 改
造，完善老旧小区配
套设施，让居民的生
活环境旧貌换新颜。
图为奉新县华林社区
五梅小区，施工人员
在粉刷楼房外墙。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8 月 11 日，华师
大宁波艺术实验学
校的 30 名孩子们趁
着暑期走进浙江宁
波水科技馆，在场馆
讲解员带领下参观
水文化流动墙、河流
分布展示区、声光影
沉浸式互动区、节水
体验区等，从中探寻
水的秘密。图为小朋
友在参观“水科技”
互动体验区。

张昊桦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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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 11日电 （记者
徐佩玉）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我
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3459 亿元，同
比少增3498亿元。前7个月人民币
贷款增加 16.08 万亿元，同比多增
1.67万亿元。

7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
230.9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1%，
增速比上月末低 0.2 个百分点，比
上 年 同 期 高 0.1 个 百 分 点 。 7 月
份，住户贷款减少 2007 亿元，企

（事） 业单位贷款增加 2378 亿元，
票据融资增加 3597 亿元，非银行
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2170亿元。

7月份，我国经常项下跨境人
民币结算金额为12031亿元，其中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
目分别为 8384 亿元、3647 亿元；
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为
6264 亿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 1838 亿元、
4426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
示，7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为 365.7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9%。7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5282 亿
元，比上年同期少2703亿元。前7个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22.08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069亿元。

前7个月

人民币贷款增加16.08万亿元

8月 11日，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开启公园无人驾驶游览车试运行。上
海海昌海洋公园作为上海市首批21家数字景区之一，将园内无人驾驶游
览车短驳便民服务与园外无人公交、无人出租车等政府公共资源整合，
打造智慧出行和智慧景区相结合的解决方案。图为一辆无人驾驶游览车
行驶在园区内，遇到游客横穿道路时尾部刹车灯亮起进行制动。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
（记者姚均芳） 11日，中证规模指
数系列迎来扩容，中证 2000 指数
正式发布，进一步丰富了规模指数
的体系层次。

沪深交易所下属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表示，此次发布的中证 2000
指数是从沪深市场中选取市值规模
较小且流动性较好的 2000 只证券
作为指数样本，反映市值规模较小
证券的市场表现。中证 2000 指数
与沪深 300、中证 500、中证 1000

指数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中证规模
指数系列，刻画沪深市场不同市值
规模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

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统计，截
至 7 月底，指数的 2000 只样本合计
总市值约 9.32 万亿元，占沪深 A 股
市值的比例为10.05%。其中，指数样
本的平均市值为46.62亿元，市值中
位数为41.98亿元，1963只样本市值
低于 100 亿元，1315 只样本市值低
于50亿元，较好表征了资本市场上
小微市值上市公司的整体表现。

中证规模指数系列扩容

中 证 2000 指 数 正 式 发 布

江苏夏粮收购进度超九成
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本报厦门8月 11日电 （记者
王崟欣） 记者从福建省厦门市同
安区农业农村局获悉，“闽宁协
作”农业碳汇首次交易日前在宁
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泾源县新民
乡落地。

此次共达成两单交易，均通过
厦门产权交易中心的全国首个农业
碳汇交易平台完成，由同安区农业
农村局和厦门农业银行发动支持

“闽宁协作”的企业及个人，购买泾
源县新民乡南庄村和马河滩村部分
高标准农田碳减排量19790.6吨。

同安区和泾源县两地相关负
责人表示，首次“闽宁协作”农
业碳汇交易在泾源成功落地，是

“闽宁协作”的新征程，是“山海
情”的新篇章。双方将进一步助力
泾源县广大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打造“闽宁协作”新样板。

“闽宁协作”农业碳汇首次交易落地

近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枸杞进入采摘收获季，村民们抓住晴好
天气采摘、晾晒和加工后供应市场。近年来，甘州区枸杞鲜果通过冷链
运输销售至全国及海外市场，有力促进了村民增收。图为游客在甘州区
安阳乡苗家堡村枸杞基地采摘枸杞。 蒋克青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南京 8 月 11 日电
（记者赵久龙） 记者11日从江苏省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江苏夏
粮收购由南到北陆续进入尾声。截
至目前，全省累计收购小麦161亿
斤，完成预计收购量的91%。收购
期间，国标三等新小麦市场价格呈
稳中上涨趋势，平均收购价从开秤
初期的1.25元每斤缓步上扬至1.33

元每斤，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今年江苏夏粮又获丰收，夏粮

产量达281.42亿斤，同比增加1.36
亿斤。抓好夏粮收购，是保障粮食
安全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江苏省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夏粮收购期
间，积极组织业务骨干深入基层粮
库一线，宣传夏粮收购政策，拓宽
售粮渠道，提供质量预检等服务。

贵州省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充分
利用良好的资源禀赋，
积极推动风能、光伏等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目
前 ，该 州 新 能 源 发 电
98%并入南方电网，并
网容量达3230余兆瓦，
为“西电东送”注入了
安全可靠的清洁能源。
图为位于黔西南州义
龙新区的安叉农业光
伏电站一角。

卢关文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