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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 16日电 （记者
孔德晨） 记者日前从自然资源部获
悉，自然资源部会同相关部门指导
各地稳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以下简称“山水
工程”），在支撑和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
中国已实施52个“山水工程”，累计
完成治理面积超过1亿亩。

“十三五”以来，自然资源部、财

政部等部门统筹部署、多措并举，集
成整合相关资金和政策，对山上山
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
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
治理，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
会效益。此外，“山水工程”积极服务
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西部大开发等国
家重大战略，着力以高水平保护修
复支撑高质量发展。

“山水工程”累计治理面积超1亿亩

8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全国共布局质量强链项目 628
个，标准提升行动部署 84 项重点国
家标准制修订，在能耗能效、家具、
燃气器具等领域发布 112 项国家标
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加快
完善适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质量基础
设施，全力推进质量强链专项行动，
全面实施标准稳链重大标志性项目，
制定以标准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精准助力设备
和消费品更新换代，质量支撑和标准
引领作用有效发挥。

构建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

质量基础设施被称为“基础之基
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技术
支撑。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局长刘三江
介绍了市场监管部门在构建高水平质
量基础设施方面取得的工作进展。

在优化管理方面，构建高效权威的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管理体制。通过推
进标准化管理改革创新，优化了政府标
准和市场标准的二元结构，着力激发
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活力。自2022年
到2023年团体标准总量增长45.3%。

在能力建设方面，我国国际互认
的校准测量能力已达到 1879 项，居
世界前列。目前，已发布的国家标准
超过 4.5万项，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
的新型标准体系，实现了对一二三产
业和社会事业的全域覆盖。在认证认
可检验检测领域，我国认证证书及获
证组织数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获 认 可 的 各 类 合 格 评 定 机 构 达 到
17870家；获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
构 5.4万余家，年营业收入达到 4700
多亿元，约占世界25%，是全球最具

活力最有效率的市场。
在提升服务效能方面，深入开展

多项质量基础设施助力行动。其中，
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
动，为小微企业提供“认证贷”等金
融信贷支持达320亿元，减免认证费
用近 4000 万元。推行质量基础设施

“一站式”服务，已在全国建立 1450
个服务站点。

刘三江表示，将持续推进质量基
础设施升级增效，开展质量基础设施
运行监测和综合评价，创新质量基础
设施集成协同模式，不断深化发展质
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质量
支撑。

启动新一轮标准提升行动

今年 3 月，市场监管总局等 7 部
门印发《以标准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启动了

新一轮的标准提升行动。目前，相关
工作进展如何？

“我们计划在今明两年内完成
294 项重点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其中 2024 年和 2025 年分别完成 129
项和165项。通过标准制定实施和配
套政策支持，更好支撑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副局长蒲淳说。

据介绍，目前，294项国家标准
已全部立项，并已发布 55 项，涉及
能耗能效、污染物排放、安全生产、
电动汽车、家用电器、家居用品、民
用无人机等多个领域，这些标准在推
动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发
挥了关键作用。

“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快标准提升
行动的实施步伐，不断完善国家标准
体系，优化标准供给结构，提升标准
质量水平。对于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的重点产品，我们将加快强制性国
家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加强标准的实

施应用，更好地发挥标准的引领作
用，最大限度地提升标准化工作的效
能。”蒲淳表示。

推动质量强企强链强县

今年年初，市场监管总局部署了
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县三项
重点工作。刘三江介绍，质量强链主
要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信
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链质量提
升需求，部署146项攻关任务，组织
一大批研究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领军企业等开展协同攻关，强化
对重点产业链的质量支撑，目前已取
得阶段性成果。质量强企、质量强县
均已形成培育建设工作方案和指标体
系，正逐步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下一阶段将如何发力？刘三江
说，质量强企方面，将培育一批质量
强国建设领军企业，更好发挥质量在
促进企业做大做强中的作用。质量强
链方面，继续深入推进质量强链重大
标志性项目，更好发挥质量基础设施
在支撑产业建圈强链中的作用。

“质量强县方面，着力培育一批
质量强县、强区、强镇，更好发挥质
量 在 推 动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中 的 作
用。”刘三江表示，包括加强分类培
育建设指导，支持各地开展各具特色
的质量创新实践活动。建立质量强县

（区、镇） 培育库，加强城市质量状
况纵向监测和横向比对。召开质量强
县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交流推广先
进经验和典型做法，着力打造区域质
量发展新优势。

今年以来，全国共布局质量强链项目628个——

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作用有效发挥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本报北京8月 16日电 （记者王
俊岭） 商务部 16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今年 1至 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 31654 家，同比增长 11.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394.7 亿元，同比
下降 29.6%。从来源地看，德国、新加

坡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6.4%、11%
（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表示，评价
中国引资情况，既要看数量，也要看
质量，还要看外资企业的经营发展。

从引资规模来看，1 至 7 月，全

国实际使用外资超过 5000 亿元。受
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引资规模同
比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近十年来的高
位。特别是，新设外资企业近 3.2万
家，同比增长11.4%，延续了2023年
以来新设外资企业较快增长的趋势，
说明外国投资者仍然看好长期在华投
资前景。

从引资结构来看，1 至 7 月制造
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
较 2023 年同期分别提升了 2.9 和 2.6
个百分点，体现了引资结构的持续优
化。说明外国投资者正在积极调整相
关领域投资布局，这与中国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的

大势是契合的。
从外资企业经营状况来看，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1至 6月外资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11%，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3.5%）。华南美国
商会调查报告也显示，受访企业普遍
认为在中国能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
率，九成美资企业在华盈利。说明外
资企业不仅进得来，也能在中国发展
好，这也是跨国公司持续加码投资中
国的重要动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李詠
箑说，吸引和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
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
商务部将推出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
举措。

——继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尽
快修订和发布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造业领域限
制措施清零，推动在电信、互联网、教
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
牌，进一步完善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和
投诉工作机制，指导地方健全外商投
资促进成效评价体系，支持各地聚焦
自身优势领域开展精准、透明、合规的
招商引资活动，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把更多高质量的外资引进来。

——加大鼓励政策的力度，修订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一步增
加鼓励的条目。

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杜康、
杨有宗） 记者8月15日从上海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将在
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之外设立联动
创新区，推动自贸试验区政策适用
范围进一步延展。

据悉，上海将在黄浦区、徐汇
区、虹口区等 6 个区的重点区域，
以及位于自贸试验区外的松江、漕
河泾、奉贤、金桥、青浦、嘉定等
6个综合保税区设立上海自贸试验
区联动创新区，形成首批联动创新
区“一区一方案”。

以徐汇区为例，该区联动创新
区涵盖大徐家汇区域、西岸滨江区

域等，总面积约 45 平方公里，重点
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科技成
果转化，在促进人工智能产教融合、
打造数字经济语料生态、推动数据
高效便利安全出境，鼓励和规范发
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高质量孵化
器建设等方面提出一批任务举措。

2013 年，中国 （上海） 自由
贸易试验区管委会成立挂牌；2019
年，上海又在临港地区设立了自贸
试验区新片区。十余年来，上海自
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发挥改革开
放试验田作用，聚焦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推出一揽子开创性政策，
一大批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

上海自贸试验区首批联动创新区启动

前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54家
同比增长11.4%

新华社拉萨8月 16日电 （记
者格桑边觉） 西藏城关高原奶牛科
技小院揭牌仪式近日在拉萨举行，
这是西藏首个奶牛科技小院。据介
绍，奶牛科技小院是一种集奶业人
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于一
体的创新模式。

2023 年起，中国农业大学对
拉萨市智昭奶牛养殖中心和嘎巴生
态牧场开展了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工
作，对奶牛场的个体和牛群状况进
行科学评估，适时调整奶牛场饲养

管理，最大限度发挥奶牛生产潜
力。2023 年底，教育部正式批准
成立西藏城关高原奶牛科技小院；
2024年3月，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方
钱海等入驻该科技小院开展工作。

西藏城关高原奶牛科技小院首
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雅春
说，奶牛科技小院将联合高校、科
研机构，培养一批熟悉高原奶业的
技术人才，加强科技支农，为西藏
奶 牛 种 业 发 展 提 供 源 源 不 断 的
动力。

西藏首个奶牛科技小院正式揭牌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李
云平） 记者日前从内蒙古自治区林
草局获悉，内蒙古持续巩固提升碳
汇能力，林草湿地总碳汇量达1.19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打造稳定的生
态碳汇供给基地。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北方面积
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森
林面积3.57亿亩，居全国第一；草
地面积8.15亿亩，居全国第二。

据介绍，为保护好国家超级“碳
库”和纯净“氧吧”，内蒙古强化草原

森林湿地保护修复，加强大兴安岭
森林生态保育、退化森林草原修复
等工作，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
休牧制度，促进草原休养生息。

内蒙古加速国土绿化步伐促碳
汇增量，加大生态修复力度提碳汇
质量，加强森林资源保护促碳汇存
量，加快林业改革创新促碳汇计
量，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
碳汇交易量。自 2023 年以来，内
蒙古累计实现碳汇交易量 103 万
吨，交易额达3231.5万元。

内蒙古打造稳定的生态碳汇供给基地

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和智慧消防产
业，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该区拥有电子信息技术及智慧消防
产业企业21家，初步形成了高端电子线路板、消防电子、LED半导体
照明等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图为工人在开发区一家电子消防器材企业
的生产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近期，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举行全域免费乘坐公交车辆“以旧换新”
运营提质启动仪式，12条城乡线路的老旧车辆替换为新型电动公交车。图
为启动仪式现场。 张文军摄 （人民视觉）

日前，广西梧州优耐电子（岑溪）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在赶制国
内外订单产品。这家外资企业主要生
产应用于手提电脑、手机、数码相机及
家用电器的电感线圈元器件及组件，
每年生产各种电感线圈超过1.5亿个，
是电感线圈的专业制造工厂。

何华文摄 （人民视觉）

8 月 16 日，福建
省部分海域为期三个
多月的伏季休渔期结
束。在福建省福州市
连江县苔菉国家中心
渔港，千艘渔船扬帆
起航，奔向碧波万顷
的大海，开启新一轮
的耕海牧渔。近年来，
连江县通过落实科
技、金融、财税等政
策，大力推行科技兴
海，促进海洋渔业转
型升级，助推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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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山东省新泰市羊流镇，当地农户忙着利用当年麦收留下
的麦秆制作麦秆扇并用于销售。羊流镇有制作麦秆扇的传统，目前在
该镇及周边乡镇从事麦秆扇加工制作的农户已达2万多人，麦秆扇产业
拓宽了当地农户的增收致富路。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