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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0 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剔除季
节因素后，环比增长 0.41%。国家统计局工业司
统计师孙晓表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总体保
持平稳，多数行业、地区和产品实现增长，制造
业增速回升，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支撑明
显，宏观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工业产业结构持续
优化。

超八成地区和行业实现增长

孙晓介绍，10 月份，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增长，
制造业增速连续回升。

看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面，超八成地区和行
业、五成产品实现增长。“31 个地区中，27 个地区
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达 87.1%。41 个工业大类
行业中，35 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达
85.4%。在统计的 619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343 种产
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55.4%。”孙晓说。

此外，工业品出口增速有所加快。10 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3.7%，
增速较 9 月份加快 0.3 个百分点，为规模以上工业
生产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有出口的 39 个大类行
业中，30 个行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增长面达
76.9%；主要出口行业中，汽车、通用设备、专用
设备、金属制品、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行业出口交
货值同比两位数增长。

在一揽子增量政策加快推出、市场需求改善
的背景下，工业景气度回升。制造业生产经营活
动预期指数比上月回升 2 个百分点，幅度较大。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为 97.3%，比 9 月
份提高 1.3个百分点。

装备制造业支撑工业增长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10 月份，
工业结构继续优化，主要表现在装备制造业增势
较好。“在产业升级发展和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的
政策带动下，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继续快于规

模以上工业增速，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 6.2%、10.5%。装备制
造业的发展不仅支撑工业较快增长，也促进了工
业生产效率提高。”付凌晖说。

装备制造业不断夯实工业基本盘。孙晓介绍，
10 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1.3 个百分点，
连续 15 个月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装备行
业中，电子行业增加值今年以来连续两位数增长，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为 20%，居工业各
大类行业首位。

“从结构看，1 至 10 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 34%，已连续 20 个
月保持在 30% 以上，较 1 至 9 月份提升 0.2 个百分
点，‘压舱石’作用不断凸显。”孙晓说。

高技术制造业实现较快增长，助力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10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
工业 4.1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规
模以上工业。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

为 10.6%，连续 12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智能无人
飞行器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
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等高技术行业蓬勃发展，
增速分别为 41.9%、23.4%、23.1%、21.1%。

“在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推动下，中国制
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态势明显，新
的增长动能不断积聚。”付凌晖说。

“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孙晓介绍，10 月份，各地区“两新”政策措
施持续落地显效，带动相关行业生产向好。在设
备更新政策等因素带动下，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电池制造等装备行业增加
值同比分别增长 18.8%、16%、14.5%；农产品加工
专用设备、挖掘铲土运输机械、包装专用设备等
装备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54.5%、28.4%、19.2%。

以旧换新方面，在汽车报废、置换更新补贴
政策等因素带动下，汽车产量同比由降转增，由 9
月份下降 1% 转为增长 4.8%，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
增长 48.6%，增速创 2023 年 5 月份以来新高，与之
相关的充电桩产量增长 25.2%。得益于家电产品以
旧换新政策等，家用空气湿度调节装置、房间空
气调节器、家用电热取暖器具等家电产品产量实
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32.1%、14%、13.2%。

“虽然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市场需求不足、
企业盈利水平较低等困难仍然存在，但当前各种宏
观政策措施接续出台，PMI 生产指数连续两个月回
升，工业经济发展动能不断积聚。”孙晓表示，下阶
段要加快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加大助企帮扶力
度，着力扩大国
内需求，加快培
育新质生产力，
进 一 步 夯 实 工
业 经 济 运 行 基
础，推动工业经
济持续向好。

10 月份，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增长
本报记者  汪文正

本报沈阳 11 月 18 日电 （记者
刘洪超）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印
发 《推动渔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 消 费 品 以 旧 换 新 工 作 实 施 方
案》，提出到 2027 年底前完成淘汰
木 质 老 旧 渔 船 （设 备） 2000 艘

（台、套） 以上，加大对新建钢质
或新材料渔船补助力度，最高可达
100万元。

方案明确，通过淘汰老旧、木
质渔船和对海洋渔业资源破坏强度
大的渔船，对新建钢质或新材料渔
船加大补助力度，对其中自愿减船
转产的渔船给予减船转产补助；对

船上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按照设备类
型给予适当补助。

对于国家数据库管理的木质非
拖网渔船更新改造成钢质非拖网渔
船的，根据船长分为四个等级，补
助费用均不超过更新改造相关费用
的 30%，其中船长小于 12 米的渔船
补助上限为 5 万元，船长大于（含）
36 米的渔船补助上限为 100 万元。
对于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
渔船、木质省管临时证渔船、木质市
管特定证渔船实施减船转产的，分
别按 7000 元/千瓦、5000 元/千瓦、
3000 元/千瓦标准予以补助。

辽 宁 加 快 老 旧 渔 船 更 新

本报北京 11 月 18 日电 （记者
汪文正） 记者 18 日从国家税务总
局获悉，全国纳税信用年度评价结
果显示，2024 年全国守信纳税人
达 4127 万户，比 2023 年增加 378
万户，其中纳税信用最高等级 A 级
纳税人数量近 335 万户，比去年增
加 45.6 万户，诚信纳税企业数量稳
步增长。

为更好推动企业养成诚信纳税
自觉，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新
版 《“走出去”税收指引》，将涉
税服务事项由原来的 99 个扩充至
120 个，并更新了 2021 年至 2024 年

生效的税收政策文件及税收协定有
关内容，帮助企业更好适应国内外
税收环境新变化，做好税务合规管
理。税务部门还充分运用税收大数
据，对企业合规情况进行风险扫
描，帮助纳税人及时享受税收优
惠、纠正政策执行偏差、规范税费
申报，防范化解各类税费风险。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24
年，税务部门借助征纳互动服务，
完善纳税信用提示提醒机制，及时
提示纳税人纠正失信行为，共帮助
1300 万户纳税人实现纳税信用修
复或升级。

诚信纳税企业数量稳步增长

本报北京 11 月 18 日电 （记者
汪文正） 记者 18 日从财政部获悉，
1—10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4981 亿元，同比下降 1.3%，累
计降幅继续收窄。扣除去年同期中
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
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
殊因素影响后，全国收入保持平稳
增长。

10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5.5%， 增 幅 继 续
回升。

支出方面，1—10 月，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221465 亿元，同
比增长 2.7%，基本民生和重点领
域支出得到有效保障。其中，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5.1%，教育
支出增长 1.1%，农林水支出增长
10.4%，城乡社区支出增长 6.6%，
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2.5%。

前 10 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4981亿元

今年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
10 周年。统计显示，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已累计调水超 760 亿立方米，带来了巨大的经济、
社会、生态效益。记者近日行走工程沿线，随着
蜿蜒北上的碧水，感受工程带来的深刻改变。

锐意向新：创新助力调水更便捷

江苏扬州，南水北调东线宝应泵站工程，南
水北调工程第一个开工、第一个完工、第一个发
挥工程效益的泵站。

在这里，水利工程精细化高质量管理逐步推
进，工程感知和数字孪生系统渐渐成形；用于调
水的水泵部件逐步实现国产化升级，设备运转精
度提升，构成却更加简洁，易于保养维护。

这是向新笃行后的飞跃：宝应泵站值班人员
由每班 12 人减至 6 人，人数虽然减少，但设备维
护保养成效却显著提升，全站调水能耗大幅下降。

“‘远程集控、少人值守’，这八个字能概括
我们近年来的努力，也是我们后续创新的方向。”

宝应泵站站长刘钊说。
创新，有一域之突破，更有全局之跃升。
首都北京，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

总调度中心大屏幕数字跃动，沿线各分水口门的
供水数据实时显示。借助数字孪生南水北调中线
1.0 系统，调度人员可突破空间限制，进行实时水
量调度，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点点鼠标，调水‘前线’即可不依赖人力执
行指令。”总调度中心副主任李景刚告诉记者，在
应对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过程中，该系
统使一线应急处置措施更为有效。

生态提色：工程扮靓大美黄淮海

离开山东济南城区，车行东北方向一个多小
时，记者来到东湖水库。这里承担着南水北调东
线分配给济南、滨州、淄博等城市用水的调蓄
任务。

站在库边远眺，烟波浩渺、水鸟翔集。水库
管理处主任裴亮告诉记者，通过合理的水量调度

和管理，水库周围的生物多
样性得到恢复，成为各种水
鸟理想的栖息地。通过“放
鱼养水”的举措，藻类过度
生长得以有效控制，水域生
态活力显著增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效益助力经济业态新发展。

京杭大运河，古时贯穿中国南北的水利大动
脉。她流经河北沧州，塑造出一座漕运重镇。

而今，京杭大运河已成为南水北调东线一期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大运河水质改善，沧
州着力恢复生态，开发出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园、沧州园博园等多个文化地标，串联起
文旅、研学等新业态，周边农业产业加速发展，

“大运河文化”的招牌越擦越亮。
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9 月底，南水北调东

线一期工程向京杭大运河补水 5.71 亿立方米，输
水沿线监测断面水质持续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
标准。

造福百姓：南水流入万千百姓家

沧州泊头市前八尺高村，浓缩着南水北调带
来的百姓用水巨变。

历史上，沧州的地下水含氟量高、苦咸，喝
久了牙会变黄变黑，骨质会疏松。更何况，华北
平原本就是缺水地区。曾经为了从土井里抢一缸
不那么浑浊的水，村民们四五点钟就要起床，去
晚了井就被舀干了。

2020 年底，前八尺高村家家户户通上了南水
北调中线水，水质指标与大城市持平。自来水替
代了高氟水，子孙后代就此告别水中的苦咸滋味，
生活越来越甜。

南水北调的显著效益，正在进入受水区千家
万户。

河南宝丰，南水酿出更香的小米醋，产业兴旺、
居民增收；受益于水质改善，天津的汽车玻璃厂供
水量连上台阶，产能充分释放……据统计，南水北
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以来直接受益人口达
1.85亿人，推动了受水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湖北保康，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引江补汉工程
建设正酣。工程将联通三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
进一步打通长江向北方输水通道，形成更发达的
水网格局。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
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8 日电  记者魏弘毅）  

科技赋能 生态更美 百姓安乐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沿线见闻

本报深圳 11 月 18 日电 （记者
徐佩玉） 记者 18 日从比亚迪获悉，
比 亚 迪 已 成 为 全 球 首 家 达 成 第
1000 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车企。

在 18 日举行的比亚迪成立 30
周年暨第 1000 万辆新能源汽车下
线发布会上，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表示，2008
年，比亚迪推出了第一款新能源汽
车。比亚迪取得第一个 500 万辆成

就用了 15 年，而实现第二个 500 万
辆，只用了 15个月。

快速成长的背后是对技术创新
的坚持。据悉，目前比亚迪有 11
个研究院、11 万名工程师。未来，
比亚迪将在智能化方面加大投入。

“比亚迪将投入 1000 亿元，用于发
展人工智能和汽车相结合的智能化
技 术 ， 实 现 整 车 全 面 智 能 化 进
阶。”王传福说。

比亚迪第10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

近年来，氢沄
（河南）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的氢
燃料电池发动机已
用于宇通、陕汽等
汽车厂商的多种车
型，有效助力行业
发展。图为工人日
前在该公司生产线
上组装氢燃料电池
发动机。

张怡熙摄  
（人民视觉）  

安徽省芜湖市大力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积极培育轨道交通
产业链集群，逐步形成
整车制造、牵引、道岔等
领域配套企业协同发展
的轨道交通产业体系。
图为11月18日，在芜湖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车
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
有限公司车间里，工人
在生产无人驾驶轨道
列车。

肖本祥摄  
（人民视觉）  

日前，第二十二届国际果蔬·食品博览会暨农资种苗展销会在山
东烟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展会设果蔬、预制菜、农资、种苗、
农业机械等十二大主题展区，展品涵盖新品种、新农资、新设施、新
农机等多个领域，全面展示果蔬全产业链新成果。图为参观者在该博
览会上观看苹果展品。 孙文潭摄 （人民视觉）  

位于湖北武汉汉口火车站的中欧班列进口商品保税店集“采、运、
销”于一体，商品来自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中欧班列沿线国家，
涵盖食品、饮料、化妆品等多个品类，通过中欧班列 （武汉） 返程车
运回国内。图为11月17日，旅客在汉口火车站中欧班列进口商品保税
店选购商品。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南水北调中
线一期工程通水
10 年来，累计向
北 京 市 供 水 超
106亿立方米，有
效缓解了北京水
资源紧缺形势，
直接受益人口超
过 1600 万人。图
为位于京冀交界
处的北拒马河暗
渠工程。

中国南水北
调集团中线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
供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