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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忙开工
力争“开门红”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神州大地辞旧迎
新，处处可见奋发向上的面貌、奋斗拼搏的风采，
展现了一个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中国。

新年伊始，各地步履铿锵，以“开年即开

跑”的姿态，向着更好的未来进发。从田间地
头到厂房一线，从建设工地到装卸现场，各行
各业的劳动者热情高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忙碌着。干劲十足的一线剪影，勾画出一幅欣
欣向荣的高质量发展图景。

图①：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临港经济区赤
水港码头，工人操作设备在码头上有序进行装
卸作业。 何华文摄 （人民图片）

图②：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产业开发区湖南
德力重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赶制微型挖
掘机国内外订单产品。 刘贵雄摄 （人民视觉）

图③：在重庆市开州区浦里工业园区，工

人们抓工期抢进度，加快推进钢结构标准厂房
建设。 王晓宇摄 （人民图片）

图④：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石桥镇一家
玩具出口企业的员工正在生产线上忙碌。

司 伟摄 （人民图片）
图⑤：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北山村民在水

田里耕作。 蒙钟德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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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3日电 （记者王
云杉）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深入实施“东数西算”
工程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底综合
算力基础设施体系初步成型等一系
列目标。

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底，国
家枢纽节点地区各类新增算力占全

国新增算力的 60%以上，国家枢纽
节点算力资源使用率显著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算力电力双向协同机制
初步形成，国家枢纽节点新建数据

中心绿电占比超过 80%；用户使用
各类算力的易用性明显提高、成本
明显降低，国家枢纽节点间网络传
输费用大幅降低；算力网关键核心

技术基本实现安全可靠等。
实施意见明确，从通用算力、智

能算力、超级算力一体化布局，东中
西部算力一体化协同，算力与数据、
算法一体化应用，算力与绿色电力
一体化融合，算力发展与安全保障
一体化推进等五个统筹出发，推动
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
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五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意见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五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意见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据新华社电 （记者彭韵佳） 据国
家医保局消息，保险业积极承办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目前21家保险公司在全国
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10年来已
赔付超7000万人，缓解了参保患者高额
医疗费用负担。

作为基本医保的补充，商业健康
保险侧重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和个性
化的健康保障需求。国家医保局介
绍，目前 170 多家保险公司开展商业
健康保险业务，在售产品超过 5000 个，

涵盖疾病预防、医疗服务、生育保障、
健康管理等各领域，已经从简单的费
用报销和经济补偿，向病前、病中、病
后的综合性健康保障管理发展，新产
品类型不断出现。

据介绍，2022年商业健康保险保费
收入 8653亿元，赔付支出 3600亿元，同
时积累了超过 1.6万亿元的长期健康险
责任准备金，对减少参保群众后顾之
忧、释放消费潜力、推动经济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

10年来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赔付超7000万人

本报北京 1月 3日电 （记者赵婀
娜、吴丹）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中国已
累计培养1100多万名研究生，2022年在
学研究生人数达 365 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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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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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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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量子科学与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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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已 累 计 培 养 研 究 生 1100 多 万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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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3日电 （记者杜海
涛）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
2023 年 1—11 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
305.9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 5.0%；11 月当月增长 6.7%，环比提高
1.6个百分点。

2023年，随着政策效力持续发挥和
产业创新动能不断增强，物流基础设施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各领域物流需
求基本面进一步巩固，创新和升级类的
物流需求持续发挥拉动作用，成为推动
物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工业领域物流有所加快。2023 年
1—11 月 工 业 品 物 流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4.3%，增速比 1—10 月提高 0.2 个百分
点；11 月同比增长 6.6%，增速较上月加
快 2.0个百分点。进口领域物流延续良
好增势。1—11月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2.8%。旺季消费物流稳步增长。1—11
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8.0%，增速与1—10月基本持平。

行业景气水平总体向好。2023 年
11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的业务总
量指数为 53.3%，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
点。行业景气水平自 2023 年 4 月以来
总体呈现波动中恢复的态势，本月回升
至近期较高水平，显示物流活动趋于活
跃、市场发展较为稳健。

去年前11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305.9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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