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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4 年全国粮
食总产量 14130 亿斤，比上年增加 221.8 亿斤，增长
1.6%。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2024 年，全国粮
食产量首次迈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进一步夯实了国
家粮食安全根基，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
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稳定
全球粮食市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全年粮食再获丰收

“2024 年，各地区各部门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
安全责任，克服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等不利影响，持续
抓好粮食生产工作，全年粮食再获丰收。”国家统计局
农村司副司长魏锋华在解读粮食生产情况时说。

分季节看，2024 年，全国夏粮产量 2997.8 亿斤，比
上年增加 74.8 亿斤；早稻产量 563.5 亿斤，比上年略减
3.3 亿 斤 ；秋 粮 产 量 10568.7 亿 斤 ，比 上 年 增 加 150.3
亿斤。

魏锋华介绍，全国秋粮播种面积稳中有增，除局
部地区受灾秋粮减产，大部农区灾情偏轻，秋粮产量
增加。加之种植结构调整，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
多，带动秋粮产量增加。

分品种看，稻谷、小麦、玉米产量均实现增加。
2024 年，全国谷物产量 13045.7 亿斤，比上年增加
217.1 亿斤，增长 1.7%。其中，稻谷产量 4150.7 亿斤，
比上年增加 18.6 亿斤，增长 0.5%；小麦产量 2802 亿
斤 ， 比 上 年 增 加 70.2 亿 斤 ， 增 长 2.6%； 玉 米 产 量
5898.3亿斤，比上年增加 121.5亿斤，增长 2.1%。

豆类产量稳中略降，薯类产量有所增长。2024
年，全国豆类产量 472.6 亿斤，比上年减少 4.3 亿斤，
下降 0.9%。其中，大豆产量 413 亿斤，比上年减少 3.9
亿斤，下降 0.9%。全国薯类产量 611.7 亿斤，比上年
增加 8.9亿斤，增长 1.5%。

魏锋华表示，全国 31 个省（区、市）中，有 26 个粮食
增产。其中，黑龙江受玉米大豆结构调整等因素带动，
粮食增产 42.7 亿斤；新疆调整粮经作物种植结构，加之
气候条件有利，粮食增产 42.2 亿斤；内蒙古、河北、河
南、吉林、山东等粮食主产区增产均超过 10亿斤。

播种面积连续 5 年保持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
积 17.9 亿亩，比上年增加 525.8 万亩，增长 0.3%，连
续 5年保持增长。

魏锋华表示，2024 年，中央持续加大粮食生产支
持力度，继续提高小麦、早籼稻最低收购价，稳定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贴等
政策，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
围，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多措并举提高农民

种粮积极性。各地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推进土
地综合整治，扩大复播粮食面积，充分挖掘面积潜力。

具体看，稻谷和玉米面积增加，小麦面积稳中略降。2024 年，全国谷物播种面
积 15.07 亿亩，比上年增加 797.4 万亩，增长 0.5%。其中，稻谷播种面积 4.35 亿亩，
比上年增加 86.8 万亩，增长 0.2%，在连续 3 年下降后，实现恢复性增长；玉米播种
面积 6.71 亿亩，比上年增加 782.7 万亩，增长 1.2%；小麦播种面积 3.54 亿亩，比上年
减少 59.8万亩，下降 0.2%，基本保持稳定。

豆类面积有所下降，薯类面积基本稳定。2024 年，全国豆类播种面积 1.77 亿亩，比
上年减少 258.2 万亩，下降 1.4%。其中，大豆播种面积 1.55 亿亩，比上年减少 223.2 万亩，
下降 1.4%。为巩固大豆扩种成果，国家在内蒙古及东北三省继续实施大豆生产者补贴
政策，促进大豆产销衔接，全力稳定大豆生产，大豆播种面积连续 3 年稳定在 1.5 亿亩
以上。全国薯类播种面积 1.06亿亩，比上年减少 13.4万亩，下降 0.1%。

粮食单产水平有效提升

粮食单产水平如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粮食单产 394.7 公斤/亩，
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 5.1公斤，增长 1.3%。

稻谷、小麦、玉米单产均有所提高。2024 年，全国谷物单产 432.9 公斤/亩，每
亩产量比上年增加 4.9 公斤，增长 1.2%。其中，稻谷单产 477 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1.2 公斤，增长 0.3%；上年收获期小麦受严重“烂场雨”天气影响单产下降，今年实
现恢复性增长，小麦单产 396 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10.6 公斤，增长 2.7%；玉米单产
439.4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4公斤，增长 0.9%。

豆类和薯类单产增加。2024 年，全国豆类单产 133.2 公斤/亩，每亩产量比上年
增加 0.7 公斤，增长 0.5%。其中，大豆单产 133.3 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0.7 公斤，增
长 0.5%。全国薯类单产 289.7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4.6公斤，增长 1.6%。

魏锋华表示，2024 年，尽管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干旱、台风等灾害，但全国大
部农区光温水匹配良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
于粮食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各地持续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深入
推进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推广合理增密、水肥一体、“一喷三防”、“一
喷多促”等技术，有效提升粮食单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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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重要力量。记者日前在采访调研中了解
到，各方加力落实助企帮扶政策，为企业出实
招解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

“先是科创天使投资公司投了 200 万元股权
融资，随后，两家银行跟进贷款支持 1000 万元。”
去年 8 月在天津创业的何建军说，初创关键时期
的“血液输送”为公司装上了发展“发动机”。

不久前，天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又
给何建军提供 1500 万元的担保。目前，何建军
团队研发的镍基焊接材料开始试生产，市场前
景广阔。

融资“活水”，助力民营企业迈过初创难
关。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10 月末，专精特
新企业贷款余额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3.17 万亿元，同比增

长 21%；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3 万亿元左右，同
比增长 15% 左右。

持续推进减税降费，降低民营企业经营成
本，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统计数据显
示，2023 年，民营经济纳税人新增减税降费及
退税缓费 16864.6 亿元，占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
退税缓费的 75.7%。今年前三季度，小微企业享
受税费减免 9461 亿元，同比增长 6.7%。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
记者了解到，针对妨碍市场公平准入、限制企
业跨区迁移等问题，有关部门和地方出台了一
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便利企业发展。

“只填了新地址，政府就帮我们都搞定了！”
重庆锦似春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女士说，公
司准备迁移城区，本想为执照、税务、社保等
迁移多预留一个月时间，没想到“迁移一件事”
可以把公司的执照、税务、社保等一并办结，
不仅效率提高了，还连带省了一个月房租。

涉企收费问题关系企业核心利益，治理乱

收费是为企业减负的重要举措。
安徽持续加强涉企收费监测监
管，动态掌握企业负担情况、及
时发现涉企违规收费线索；河南
通过建立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
单、实施部门联合抽查检查等形

式，提升协同监管能力……多地拿出实招硬招，
着力整治涉企违规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提高
政务服务水平；加快推动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
施行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 ……一系列惠企政
策举措出台落地，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为
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
力的市场环境。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民
营经济发展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发展市场环境
不断优化、发展要素支持进一步强化、发展工
作机制更加完善，民营经济持续发展壮大。

从量上看，2012 年至 2023 年，民营企业占
全国企业总量由 79.4% 提高至 92.3%、达 5300 余
万户，个体工商户由 4000 余万户增加至 1.24 亿
户。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9 月
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超过 5500 万
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设民营企业 619.1
万户。

从质上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设“四新”
经济民营企业 271.8 万户，占同期新设民营企业
总量四成。截至 9 月底，我国“四新”经济民营企
业达到 2181.6 万户；新设“数字经济”民营企业
81.5万户，占到新设民营企业总量的 13.2%。

当前，企业发展活力持续增强。中国中小企
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11 月中小企业发展指数
为 89.2，较 10月上升 0.2点，连续 2个月上升。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完善适应各种所有制经
济发展需要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
等方面推出务实管用举措，狠抓政策落地落实，
全力优环境强服务、破壁垒解难题、疏堵点提
信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3 日电  记者魏玉坤、
韩佳诺）

惠企政策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3 日电 （记
者张晓洁、张辛欣） 记者 13 日从
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工业和信
息 化 部 等 四 部 门 日 前 联 合 印 发

《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
案（2025—2027 年）》，由 点 及 面 、
由表及里、体系化推进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

方案提出，将推动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与开展大规模设备更
新行动、实施技术改造升级工程
等有机结合，以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城市试点为抓手，“点线面”
结合推进数字化改造，加速人工
智能创新应用和深度赋能，充分
激活数据要素价值，着力提升供

给质效和服务保障水平，实施中
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

方案明确，到 2027 年，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百城”试点取
得扎实成效，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实现数字化改造应改尽改，形成
一批数字化水平达到三级、四级
的转型标杆；试点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二级及
以上，全国规上工业中小企业关
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75%；中小
企业上云率超过 40%。初步构建
起部省联动、大中小企业融通、
重点场景供需适配、公共服务保
障有力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生
态，赋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四部门发文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报北京 12 月 13 日电 （记者
汪文正） 自 2024 年 12 月 15 日起，
中国将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
个人养老金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也
从 36 个先行城市 （地区） 同步扩
大到全国。财政部、税务总局 13
日发布公告明确，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
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根据公告，在缴费环节，个人
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
照 12000 元/年的限额标准，在综
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在
投资环节，对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
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
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

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
3% 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其缴纳的税款计入“工资、薪金所
得”项目。36 个个人养老金先行
城市 （地区）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统
一按照公告规定执行。

个人缴费享受税前扣除优惠
时，以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
台出具的扣除凭证为扣税凭据。

作为中国养老金保险体系“第
三支柱”的重要制度设计，个人养
老金是政府支持、个人自愿参加、
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从 2022 年正式实施，北京、天津、
杭州、广州等 36 个城市 （地区）
率先启动。

个人养老金个税优惠政策将扩至全国

本报北京 12 月 13 日电 （记者
徐佩玉） 中国人民银行 13 日发布
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11 个
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7.1 万亿
元，其中企 （事） 业单位贷款增
加 13.84万亿元。

11 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
额 254.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分部门看，前 11 个月，我国住户
贷款增加 2.37 万亿元；企 （事）
业单位贷款增加 13.84 万亿元，其
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10.04万亿元。

前 11 个月，我国人民币存款

增加 19.39 万亿元。其中，住户存
款增加 12.07万亿元。

11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
额311.96万亿元，同比增长7.1%；狭
义货币（M1）余额 65.09 万亿元，同
比下降3.7%；流通中货币（M0）余额
1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2.7%。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
示，11 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存 量 为 405.6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7.8%；前 11 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累计为 29.4 万亿元，比上年同
期少 4.24万亿元。

前 11 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7.1 万亿元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3 日电  中共
中央、国务院 13 日上午在南京隆重
举行 2024 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
庄严肃穆，国旗下半旗。约8000名各界
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默然肃立。10 时
整，公祭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默哀，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汽
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
在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
曲》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16名
礼兵抬起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李书磊发表讲话。他表
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深切缅怀南
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缅怀所有惨
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
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缅怀同中国人

民并肩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各国烈士，
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崇高愿望。

李书磊指出，我们举行国家公
祭，就是要宣示牢记历史、不忘过
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
场，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继承先烈遗志，书写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新篇章的坚强决心。我们要凝
聚团结奋斗、攻坚克难的力量，发扬
自信自立、改革创新的精神，坚定守
护和平、维护正义的追求。铭记历史
是为了更好前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万众一心，奋发有为，为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为人类和平和
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李书磊讲话后，87 名南京市青
少年代表宣读 《和平宣言》，6 名社
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伴随
着 3 声深沉的钟声，3000 只和平鸽展

翅高飞，寄托着对死难者的无尽哀思
和对世界和平的无限期许。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建邦
主持公祭仪式，国务委员谌贻琴、全
国政协副主席沈跃跃和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升民出席。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
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东部
战区、江苏省、南京市负责同志，各
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
无党派人士代表，港澳台同胞代表，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
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代表，国内外
相关主题纪念 （博物） 馆代表，国内
有关高校和智库专家代表，中日韩宗
教界代表，驻宁部队官兵代表，江苏
省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公祭仪式。

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
立法形式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在 南 京 举 行
202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李书磊出席并讲话

 12 月 13 日，古城南京在寒冬中迎来第
十一个国家公祭日。上午 10 时，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集会广场上隆重举行。国
旗半降，哀乐低回。

约 8000 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默然
肃立。87 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
人寰的大屠杀——30 万同胞惨遭杀戮，古都
满目疮痍，民众流离失所，南京迎来至暗
一刻。

90 岁高龄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民生参
加了国家公祭仪式。1937 年的浩劫中，刘民
生不仅失去了父亲，3 岁的他也被日本兵刺
伤腿，留下永久的伤疤。“希望子孙后代们，
能永远记住这段历史，珍惜今天的和平生
活。”他说。

距南京两千余公里外的哈尔滨，气温低
至零下十几摄氏度。上午 10 时，为悼念所
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侵华日
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悼念活动，
并同步推出“侵华日军细菌战珍贵文物及
史料特别展”。

当日，重建完成并开放的“殉难者名单
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默哀、献花。

“铁证如山，不容抵赖”“永不忘却是最好的
告慰，努力奋斗是最好的怀念”……陈列馆
的留言簿上，留下令人动容的话语。

上海宝山，空气湿冷而凝重。上午 10
时，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下沉广场内，伴
随雄壮的国歌声，社会各界代表敬献花圈，
随后全场肃立默哀，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
者杀戮的死难同胞以及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
当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推出了 《人

类的浩劫：1937 南京大屠杀》 史实展，展览
分 8 个部分揭露日军暴行。副馆长王玉峰说：

“纪念战争是为了远离战争，追忆灾难是为了
远离灾难，希望人们通过重温历史，懂得和
平来之不易。”

云南省腾冲市的滇西抗战纪念馆内，三
面高墙上呈矩阵式悬挂着千余顶中国远征军
留下的钢盔，每个钢盔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战争的残酷在这一刻具象化了，令我警醒。”
参加悼念活动的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学生王
尊说。

滇西抗战纪念馆馆长杨素红表示，举行
悼念活动不仅是为了铭记历史，更是为了宣
示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
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序厅
内，有一座象征抗日英灵浩气长存的金字塔
形卧碑。为遇难同胞默哀结束后，人们依次
向卧碑敬献蜡烛。现场，博物馆的小志愿者
们铿锵有力地朗诵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鼎铭文”，并演出了抗战历史互动剧

《黑土英魂》。
山西游客阎晶颖特意选择今天来到沈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参观。她说：“战争
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历史从未远离。我们这
代青年人不能患上历史健忘症，要记住肩上
的 使 命 ， 为 中 华 民 族 的 伟 大 复 兴 而 不 懈
奋斗。”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3 日电  记者蒋芳、
邱冰清、杨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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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13 日电 （记者
王昊男） 12 日下午，国家 （中关
村） 火炬科创学院举行“北京火炬
科创融合孵化中心”成立仪式及

“IQ Talk”点亮仪式。
未来，北京火炬科创融合孵

化中心将实体化践行“硬科技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实践总平台、国
家级重大创新技术主动深度孵化
总平台”重要使命。注重聚才，打
造高水平成果转化人才聚集地；创
新育才，打造全国首个转移转化人
才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夯实用才，

打造主动深度孵化硬科技项目策
源地。

据介绍，“IQ Talk”作为国家
（中关村） 火炬科创学院着力打造
的国际化开放交流平台，将聚焦新
质生产力细分产业，邀请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最具影响
力的海内外代表，交流碰撞、跨界
融合，并与教育、科技、人才、产
业部门联动，构建“政产学研用
金”的创新生态，为促进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贡献新智
慧、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

北 京 火 炬 科 创 融 合 孵 化 中 心 成 立

从一家生产初级冰刀
的无名小厂到如今从事专
业研制、生产和销售高质
量冰刀和轮滑运动器材的
民营企业，沈阳市飞航冰
雪器材有限公司响应辽宁
省鼓励冰雪相关企业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的倡导，经
过多年的市场化发展，凭
借技术力量与产品升级在
运动器材市场上占有一席
之地。图为工人在该公司
生产车间调校冰刀。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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