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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不慎遗失贵州铜仁明文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602059085117R，特声明作废。
贵州铜仁明文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月14日

遗失启事
不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一份，小孩姓名：吴语涵，出

生证编号：U520653066，特声明作废。
声明人：父亲：吴浪 母亲：刘娅

2025年1月14日

遗失启事
不 慎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一 份 ，核 准 号 ：

Z7050000132401，账号：2408011329100037561，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山朱砂支行，特声明作废。

万山区敖寨侗族乡民族中学工会委员会
2025年1月14日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 任沁沁） 2025年春运
将于1月14日开始。公安部结合往年春运期间道路交通
事故特点，研判 2025年春运交通安全形势，13日发出交通
安全提示。

今年春运跨区域自驾人员出行规模预计将达到 72亿
人次，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超员几率大，自驾出行事故
风险突出。春节假期延长为 8天，探亲、旅游出行增多，易
导致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存在安全风险。春运道路
客运高峰“来得早、时间长”，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能源保供、
民生物资等货运需求旺盛，客货运输交织风险加大。春节
前“赶工”“抢运”、元宵节后抢抓“开门红”“多拉快跑”，肇事
肇祸风险突出。农村赶集庙会、走亲访友等出行增多，酒驾
醉驾、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等肇事违法增多；一些返乡人员
不适应山区路窄、弯急坡陡、临水临崖路况，易发生交通事
故。冬季天气形势复杂多变，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频繁，对春
运交通出行和安全影响大。

公安部提示，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路况、天气，合
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
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
驶，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
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穿插，
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
离、即报警”；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城市道
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速，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
提前减速观察。农村道路行车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
镇路段要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尽量靠中线
行驶。遇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尽量减少自驾出行，确需驾车
出行的，要降低车速、控制距离，不急打方向、不急踩刹车；
路面积雪或结冰，应尽量沿前车车辙轨迹行驶，切勿加速超
车。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
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
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

公安部发出2025年
春运交通安全提示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近日，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各新闻单位精心组织开展2025年“新春走基层”活动，
动员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采访，不断增强“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充分展现祖国各地欣欣向荣、人民群众
欢度春节的美好景象，积极营造活力涌动、欢乐祥和的节日
氛围。

通知要求，大力宣传各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进展成效。报道各地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具体举
措、最新进展和经验做法，鲜活反映全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
根，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充分展现基层干部群众坚定改革信心、积
极投身改革事业的精神风貌。

通知指出，大力宣传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跟踪报
道各地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新举措新进展新
成效，持续做好亮点成就宣传。生动反映各地一年来有效
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
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各项民生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持续
改善。充分报道“两新”“两重”等重大政策落地成效，展现
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潜力。

通知提出，大力宣传各地各部门民生保障工作举措。
跟进报道交通运输、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全力保
障春运、保供稳价，确保节日市场平稳运行、群众温暖安全
过节的工作举措。及时报道广大党员干部对因灾受困群
众、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广泛开展救助帮扶、走访慰问等活
动，集中展现各级党委政府关心关爱群众，坚决兜牢民生底
线的有力举措。

通知明确，大力宣传各地欢度春节喜庆景象。报道各
地喜迎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假期，丰富春节文旅市
场供给、发展特色文旅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传
统节日深度融合，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活动和传统民俗
活动，温馨展示各地辞旧迎新、群众张灯结彩的热闹情景。
宣传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和谐团圆的春节文化，
突出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展现中华文化多样性，彰显春节
的文化魅力。加强春节文化的对外传播，向世界充分展示
春节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价值理念。

在具体安排方面，通知强调，2025年1月14日至 2月
12日，中央和各省区市主要新闻单位在重要版面时段及所
属新媒体平台首页首屏，统一开设“新春走基层”专栏，重点
做好“见证新动能”“巡礼新工程”“山乡新画卷”“致敬奋斗
者”“温暖进万家”“情满春运路”“文化中国年”系列报道，推
出有生命、能共情的精品力作，让新闻报道生动活泼、平实
丰富，真正拉近和群众的距离，实现有效传播。

中宣部要求各地各新闻单位
精心组织开展2025年
“新春走基层”活动新年伊始，实践二十五号卫星发射

升空，国产大飞机C919开启沪港定期商
业航班，“华龙一号”漳州核电1号机组
投入商业运行……从广袤西部到南方海
滨，新质生产力热潮持续涌动，勾勒出中
国经济新图景。

做好今年经济工作，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明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
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各地
各部门谋新策、出实招，各行各业主动作
为、向新而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积蓄提质升级
动能。

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为转型升级
添动力

元旦刚过，重庆赛力斯超级工厂内
热火朝天。自动化生产线快速运转，超
3000台机器人智能协同。工厂总经理
曹楠说，当前正处于持续不间断生产状
态，这里下线的问界 M9，大定已突破 20
万辆。

得益于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协
同，重庆“车圈”创新提速，预计 2025年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将超 150
万辆。

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经济运行
面临挑战，但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不动摇，以创新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中国
经济始终稳步向前，动能转换、结构升级
步伐稳健。

夯实基础，产业链正迎来更多突破。
前不久，时速400公里的CR450动车

组样车亮相。首创采用永磁牵引电机，
突破了全要素轻量化、减震降噪等一系
列技术，全球最快高铁列车的背后，是创
新跑出“加速度”。

从首艘多用途新型科考船“探索三
号”入列，到青海玛尔挡水电站2号机组
并网发电，近段时间来，重大技术装备捷
报频传，一系列关键设备、材料实现自主
化设计和国产化制造，填补空白。

以“新”谋“进”，竞争新优势不断
构筑。

看重点行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连续 21
个月保持在 30%以上，引领支撑作用不
断加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看融合趋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
业总量超过 457万家，工业互联网核心
产业规模突破1.35万亿元，数字化普及
为产业发展赋能，为创新提速。

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过1000万辆，
集成电路制造、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对
经济支撑作用持续增强，生成式人工智
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增长点不断孕育。

积蓄新动能，政策持续加力。
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工业和信

息化部明确 2025年将一体化推进制造
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和产业基
础再造工程，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将进
一步扩围；

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税费优
惠政策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持续加
大；将设备更新支持范围扩大至电子
信息、安全生产等领域，加力扩围实施
消费品以旧换新，进一步促进相关产
业升级；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公布，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抓紧
出台……

进入 2025年以来，政策“组合拳”持
续发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将获得更精准
的支持。

开年即开跑，各地主动作为干劲
十足。

1月 2日，上海10万吨级绿色甲醇
项目在上海化工区开工，预计 2025年底
建成，上海港有望加注“第一口”本地产
绿色甲醇。

安徽举行 2025年第一批重大项目
开工动员会，开工重大项目 622个，投向
新兴产业项目占比 55.3%；布局商业航
天，卫星超级工厂多个配套项目在海南
文昌集中开工……步入新一年，各地重
点项目争相“起跑”。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下区域和产
业发展的着力点。”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
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说，以培育新
质生产力提升整个产业体系的竞争力，
中国经济进一步夯实“稳”的基础，积蓄

“进”的动力。

科创与产业加快融合，为创新发展
拓潜力

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
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关键是做好
科创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当前，各地各
部门着眼长远，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近日，北京亦庄，国家地方共建具身
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内，一场关于未来
科技的探索在此上演：

随着指令的下达，人形机器人瞬间
“苏醒”，不仅可以在多种路况中平稳行
进，还能够识别人类情绪，进行更深层次
的智能交互。

“当前一些技术成果已面向行业开
源开放。”创新中心总经理熊友军说，创
新中心正联合科研院所、集成商等，在本
体开发、智能小脑等领域共研共创。

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月3日，光电融合确定性新型算网
基础设施在江苏南京开通，突破了传统
网络架构中的光电信号分离，高成本、高
能耗、低效率等瓶颈，当前接入算力总规
模达106000P。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
需要，一批重大科技项目稳步推进。

2025年，中央财政在支持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方面，将进一步向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
全力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透露，
当前正创新攻关组织模式，尽快形成一
批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2025年
还将开展制造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
规模应用示范。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楼上楼下，成果转化。”在深圳市工

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楼上的科研人员
利用大设施开展原始创新研究，楼下的
创业人员进行工程技术开发和中试验
证。一栋楼里就能实现创新研发“从 0
到1”，成果转化“从1到N”。

眼下，一个个类似这样的新型研发
机构正在多地建设、完善。“按比例赋权”

“先确权后转化”“先使用后付费”……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更多科技成果从
实验室搬上生产线。

2024 年，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475.6万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
效量达134.9万件，同比增长15.7%。国
家知识产权局明确，2025年将深入实施
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推动更多创新
力转化为生产力。

提升产业整体效能——
在杭州，古老丝绸正与前沿科技

“相遇”：走进万事利集团展厅，在屏幕
上轻点几下，即可生成创意图案，上传
至活性免水洗印染一体机，一条丝巾自
动“打印”。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首创
AIGC设计大模型，拥有超 50万花型数据
库、300多种图像算法，设计师原先要花
3到5天进行的设计，运用大模型只需几
秒钟，能够更好满足个性化需求。

生产增绿，产业向新。前不久，首批
卓越级智能工厂名单公示，235个工厂
涵盖生物医药、纺织轻工、汽车装备等多
领域。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培育 700家
高水平5G工厂，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到
每万名工人470台。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
说，2025年，将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
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提升产业体系
竞争力。

坚持因地制宜，为新旧动能转换增
活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会一蹴而就。“必
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
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各地向新而进
提供了重要遵循。

1月1日，徐工成套化大吨位装载
机全球批量发车，徐州工程机械迎来“开
门红”。

“1号产业”——这是徐州对工程机
械的“别称”。身处转型关口，“工程机械
之都”正全力加快突破液压件、传动等关
键零部件，积极布局新能源赛道和“智改
数转”，让“1号产业”扩量提质，持续变
强变优。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结
合资源禀赋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也要
注重产业间的协同关联，做好新旧动能
接续转换。

立足实际、系统谋划，推动短板产业
补链、优势产业延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
一步完善。

推陈致新，传统产业焕发新机：在福
建晋江，通过大数据智造平台为智慧工
厂实时“投喂”生产数据，打造纺织鞋服
智能化供应链，产业规模已逾 4000亿
元；在江西贵溪，用好“铜都”优势，开展
科技攻关，电子级氧化铜粉等新研发产
品，打破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与日俱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前景
无限：从实施培育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
行动，到开展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
帅”，制定出台生物制造、量子产业、具身
智能等领域创新发展政策，沿新技术发
展方向的落子布局，将推动一个个新产
业拔节生长。

1月 3日，2025年苏州市新型工业
化推进会议上，一张“政策明白卡”发到
与会企业家的手中。

扫二维码、选择所属行业，新一年当
地支持创新的具体举措、奖励政策等就
会一一呈现。

回应企业诉求、激发创新创造，近段
时间以来，各地接连推出相应政策举措，
传递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鲜明信号。

从推进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
建设，到加快启动实施要素市场化配置
综合改革试点，一系列标志性改革持续
推出，不断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体制机制。

新年新气象，新年新作为。
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瞄准方向稳扎
稳打，不断锻长板、补短板、扬优势，将进
一步激发中国经济向新的活力，为高质
量发展提供更充沛的动能。

1 月 13 日，在
山东港口青岛前湾
港，装载外贸集装
箱的货轮停靠码头
（无人机照片）。

1 月 13 日，海
关总署发布数据显
示，2024年，我国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3.85万亿元，同比
增长 5%。中国外
贸 经 受 住 多 重 挑
战，规模再创历史
新高。

新华社发
俞方平 摄

（上接1版）
四是培育消费场景。盘活提升存量

空间，丰富传统消费场所文旅业态，打造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推出沉浸式文旅新
产品新场景，建设空间型虚拟现实体验
项目，打造演艺新空间和数字展览新空
间。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丰富夜间消费
业态，支持各地对消费集聚商业区升级

改造、优化配套服务，因地制宜延长热门
景区、文博场馆开放时间。

五是创新产业政策。强化财政金融
支持，加大对符合条件的文化和旅游领
域“两新”项目的支持力度，支持各地统
筹用好各渠道资金开展文化和旅游消费
促进活动。扩大文旅有效投资，加快重
组中国旅游产业基金。释放职工消费潜

力，鼓励错峰休假。
六是优化消费环境。提升公共服务

水平，有序扩大文化和旅游场所接待规
模，优化重点景区和文博场馆等预约、售
票管理，做好大型文化和旅游活动公众
通信服务。优化入境旅游政策，用足用
好现有过境免签政策和区域性入境免签
政策，丰富入境旅游产品供给，开展“你

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推广，优化离境
退税服务，推广“即买即退”措施。维护
良好市场秩序，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
推进线上线下同步治理，抓好重点场所
安全监管。

《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新质生产力热潮持续涌动
——开年中国经济一线观察之四

张辛欣 张晓洁 郭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