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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在11月
1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
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
人李超回应了当前经济运行的热点
问题。

做好明年政策靠前发力
的各项准备工作

“10月份以来，经济总体保持回升
向好态势。”李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精准有效实施宏观调控，推动
已出台宏观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加强
政策预研储备。

李超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统
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的有效衔
接，做好明年政策靠前发力的各项
准备工作，注重政策的组合性、协同
性、精准性，确保明年经济开好局、起
好步。

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李超说，
要 大 力 推 动 在 城 市 社 区 中 嵌 入 养
老、托育等服务设施。加快组织实
施新增发 1 万亿元国债项目建设，尽
早形成实物工作量。加快“平急两
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重点
民间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滚动向民
间资本推介项目。在支持企业高质
量发展方面，要落实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壮大各项举措，有效回应企业
提出的诉求和建议。

岁末年初民生保障至关重要。李
超说，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

点群体就业工作。突出抓好重点地区
灾后恢复重建。

解决制约民营经济发展
难点堵点问题

“近期，随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的政策举措陆续细化落实，民营经
济发展形势边际改善。”李超说，9 月
份，新登记注册私营企业户数同比增
长18.1%，比上月加快8.4个百分点。1
至10月份，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6.2%，
占进出口总额比重53.1%，比上年同期
提高3.1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
资的民间投资增长9.1%。

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民
营经济发展局。李超介绍，自成立以
来，民营经济发展局会同有关方面健
全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开展未来一个时期优化民营经济发展
环境重大课题研究，研究建立民营经
济发展形势监测指标体系，研究出台
推动民营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强化
品牌建设等政策举措。

围绕更好解决制约民营经济发
展 的 难 点 、堵 点 和 痛 点 问 题 ，李 超
说，要强化民营经济发展形势研判、
政策统筹、推动立法等各项工作，大
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
法治环境；有序扩大民间投资市场
准入，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等；积极打造政策、交流、合作、监
测、评估、宣传等六大服务平台，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畅通沟通渠道，积
极纾困解难。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范实施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
见》。

李超介绍，新机制的一个突出特
点是最大程度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新
机制明确了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的特许
经营新建（含改扩建）项目清单。国家
发展改革委将抓紧制定特许经营方案
编写大纲、特许经营协议范本和实施
细则，动态调整项目清单，指导各地规
范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项目，
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切实激发
民间投资活力。

加快推动出台更大力度
吸引外资的综合性政策措施

吸引和利用外资是我国扩大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李超介绍，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在现有政策基础
上，加快推动出台更大力度吸引外资
的综合性政策措施，提高外商投资自
由化水平，畅通创新要素流动，促进内
外资企业务实合作。

在放宽外资准入方面，李超说，我
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合理缩减外商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
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进一步推进
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在重大外资项
目保障方面，将会同各地健全外资项
目储备和服务机制，协同联动实行全

流程服务；尽快推出第七批投资规模
大、技术先进、带动作用强的标志性重
大外资项目。

此外，李超表示，我们将继续举办
国际产业投资合作系列活动，搭建跨
国公司和地方投资对接平台；健全外
资企业直接联系机制，与外资企业、商
会开展常态化沟通交流，及时回应企
业关切，协调解决合理诉求。

扎实推进迎峰度冬能源
保供

目前，我国北方地区已经进入取
暖季。李超介绍，当前，全国能源供
应总体平稳，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
序，运输得到有力保障，全国统调电
厂存煤超过 2 亿吨、可用 33 天，处于
历史最高水平；天然气资源准备较为
充足，各类储气设施入冬前应储尽
储，天然气合同实现全覆盖，供应能
力稳步提升。

李超同时表示，我们也清醒认识
到，极端天气等潜在风险仍会对能源
保供带来挑战，对此还需要高度重视，
及时防范化解。

李超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
发挥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
制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运行调
度，压实各方责任，会同有关方面做实
做细今冬明春保暖保供各项工作，高
度重视、及时化解各类潜在风险，全力
保障能源安全可靠供应和人民群众温
暖过冬。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宏观调控如何更好发力？怎样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如何做好迎峰度冬能源供应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解读经济热点问题
陈炜伟 姜子琳

声 明
母亲吴文玲不慎将孩子白宸熙

的《出 生 医 学 证 明》丢 失 ，编 号:

U140258487，现声明作废。
母亲刘自英不慎将孩子孙欣悦

的《出 生 医 学 证 明》丢 失 ， 编 号
O140403431，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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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用代码：911406007159287935，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王建国 地址：朔州市朔城区开发北路68号），因你单
位建设的翠丰园项目未依法同步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
下室，且已无法整改。本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第二十二条、《山西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条例》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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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人防罚字诀字（2022）第014号的处罚决定书，已于2023年

4月 12日送达你单位，而你单位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现催告如下：
1.请你单位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上述

义务，如对履行该义务有陈述、申辩意见，请在该期限内向
本单位提出。

2.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本单位将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朔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联系电话：0349--2220033

朔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3年11月17日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2023）第09号

新华社北京电 美国《国家科学院
学报》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新研究称，
鲨鱼等软骨鱼类拥有与人类一样感知
苦味的基因。

许多动植物会分泌有毒的化合物
来进行防御，一种使人类能够将其味道
感知为苦味的味觉受体 2 型（T2R）基因
可以帮助人类识别这些化合物，从而避
免中毒。许多硬骨脊椎动物也拥有这
种苦味受体基因，但研究人员此前从未
在软骨脊椎动物身上发现过这一基因。

在这项研究中，德国科隆大学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利用最新的基因测序技术
对17种软骨鱼（包括鲨鱼和鳐鱼）进行基
因测序后发现，其中12种软骨鱼都携带
了一种类似于 T2R 的味觉受体基因，他
们将其命名为T2R1。随后，研究人员在

实验室里将其中两种鲨鱼的 T2R1 基因
植入人类肾脏细胞，然后将它们暴露在
94种人类能感知的苦味物质中。

结果表明，有 7 种苦味物质激活了
两种鲨鱼的苦味受体，另外 4 种物质只
激活了一种鲨鱼的苦味受体，这意味着
这些鲨鱼也能品尝出人类感知到的苦
味物质，比如秋水仙碱或胆汁酸等。

研究人员说，这一发现表明，感知
苦味的能力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古
老，可能是在近 5 亿年前软骨鱼与硬骨
脊椎动物从共同祖先分化出来之前就
已经进化出来了。硬骨脊椎动物继续
进化出多种苦味受体基因。尽管研究
人员在这些软骨鱼基因组中只检测到
了一种T2R1基因，但这意味着它可能是
苦味受体基因的原始形式。

研究发现鲨鱼可以跟人类一样品尝出苦味

2023年 10月份各线城市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 王珏玢 邱
冰清） 11 月 18 日将迎来火星合日。届
时，不仅在地球上的我们观测不到火
星，火星上的探测器们也将与地球“失
联”一段时间。什么是火星合日？为什
么火星合日前后一段时间里，我们既看
不见火星，也联系不上火星？天文科普
专家为您揭秘。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
管王科超介绍，地球和火星都围绕太阳
公转，火星和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同
时，称作火星合日。这时，地球和火星
分别运行到太阳两侧，三者几乎成一条
直线，从地球上看不见火星。

“具体来说，火星合日前后一段时
间里，它和太阳的角距离很小。火星像
是‘躲’在太阳背后，在地球上的我们看
不见它。”王科超说，火星和地球每一轮
会合周期中，都将迎来一次火星合日。
二者平均会合周期约为780天，火星“躲
猫猫”也大约每26个月上演一次。

火星合日前后，我们不仅看不到火
星，还将和它“失联”一段时间。王科超
解释说，地球与火星上探测器的通信完

全依靠无线电。作为一个强大的全波
段辐射源，太阳发射的无线电信号，要
比火星探测器发送的无线电信号强很
多。火星合日前后，火星和太阳处于同
一方向且角距离很近，火星和地球间的
通信受太阳强烈干扰，导致“失联”。不
过不用担心，“失联”期不会很长，持续
时间约为火星合日前后的几周。

为防止太阳辐射干扰等导致传送
指令丢失、扰乱探测器任务，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官方网站发布，于当地时间
11 月 11 日至 25 日，暂停向火星上的探
测器发送新指令。

而在“失联期”后，火星将出现在太
阳西边，并在黎明的天空中逐渐变得清
晰，大约在一年后到达冲日点。此时，
火星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 180 度，
二者分别位于地球两侧，三者几乎成一
条线，是观测火星的好时机。

“火星冲日前后，火星和太阳的角距
离接近180度，火星与地球的距离最接近，
几乎可彻夜欣赏到这颗明亮的红色星球
在夜空中闪耀。”王科超说，下一次的火星
冲日将发生在2025年1月16日。

18日火星合日，火星将短暂“失联”

11月16日11时55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
功将新一代海洋水色观测卫星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
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汪江波 摄

11月16日，在位于唐山市丰润区的唐山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工人在整理农资产品。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依托当地交
通优势和产业基础，不断加大物流园区建设力度，发展以商贸物流、电子商务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等业态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全力打造
北方区域性物流枢纽。目前，该区共有各类物流企业700余家，全年营业收入达280亿元。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陈旭） 为提
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北京自2022年
全力打造“京通”等三个智慧终端，大力
推动智慧城市建设。15日，随着2024年
度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进入
集中参保期，“京通”首次上线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北京普惠健康保”等社
会保障服务，方便群众足不出户对接医
保服务。

记者从北京市医疗保障局获悉，
2024 年度北京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时
间为2023年11月15日至2024年1月31
日，参保人员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按规
定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此次个人
缴费标准、人均财政补助同步新增 30
元，城乡老年人调整为每人每年400元，
学生儿童每人每年 375 元，劳动年龄内
居民每人每年 695 元。同时，对应的财
政补助，城乡老年人提升到每人每年
4320 元，学生儿童每人每年 1695 元，劳
动年龄内居民每人每年2325元。

“北京普惠健康保”是政府指导监
督的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为
进一步活化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使用范
围，北京职工医保参保人可以使用医保
个账为本人“北京普惠健康保”参保缴
费，并可在完成医保个人账户共济备案
后为其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及子女）参
保缴费，每人每年195元，旨在减轻罹患
大病重病患者的经济负担。

据悉，“京通”是北京市政府打造的
面向居民和企业的城市公共服务移动
端入口，由原来的“北京通”App 升级而
来，主要围绕民生和企业热点场景，例
如就医挂号、社保缴费、医保报销、公积
金查询、停车缴费等，以及企业设立变
更、证照办理等，为居民和企业提供直
观、便捷的线上公共服务。

北京“京通”上线
城乡医保缴费服务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 李思远 熊
琦） 没有柴油机隆隆轰鸣，没有烟囱冒
出的缕缕黑烟，只在船尾设置 4 个箱式
电源，120 标箱纯电动集装箱船就能在
长江和汉江破浪前行……16 日，汉江首
艘纯电动集装箱示范船“华航新能1”在
湖北武汉首航，由此开启汉江航运的电
化时代。

作为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电动集
装箱示范船，“华航新能 1”按照仙桃至
阳逻航线航道特点精心设计，同时能适
应长江航线短驳运输。船舶配置电池
驱动的双推进电机，船长 80 米级，设计
航速 18 公里每小时，可装载 20 英尺和
40英尺标准集装箱，续航可达175公里。

据测算，“华航新能 1”投运后，每年
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334 吨，对实施
长江大保护、服务“双碳”目标具有深远
意义。

汉江首艘纯电动集装
箱示范船在武汉首航

15日夜间起，东北地区迎来本月以
来第三次雨雪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16
日发布暴雪橙色预警。

预计16日8时至18日8时，黑龙江
中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
雪，黑龙江东部、吉林中部部分地区有
暴雪，局地大暴雪或特大暴雪，上述部
分地区新增积雪深度 10 至 18 厘米，局
地 20 厘米以上。本轮降雪主要时段为
16日白天至17日。

“由于前期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中
部部分地区积雪深度已经达到20至30
厘米，局地达 40 厘米，本轮降雪过程虽
然以湿雪为主，但预计积雪深度仍会有
较大增幅，落区与前期有显著叠加效
应。”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翀说，雨

雪来临前，黑龙江东北部部分地区地面
气温呈大幅上升态势，因此本次降雪后
期雨雪相态将较为复杂，可能出现多次
雨雪转换。

11月以来，东北地区已出现2次雨
雪天气过程。其中，5 日至 6 日东北地
区和内蒙古东南部雨雪强度大。黑龙
江佳木斯、五常，吉林珲春、延吉，辽宁
沈阳等地 41 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
破当地11月历史极值。

气象专家提醒，本轮过程黑龙江、
吉林等地降雪强度大，且前期已有不
同程度积雪，致灾风险加大。公众需
注意道路积雪结冰、湿滑等对交通出
行的不利影响，同时需做好临时搭建
物、危旧房屋等加固工作。此外，雪后

气温较低，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做好
保暖工作。

中央气象台中期天气预报显示，
21 日起还将有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影
响我国大部地区，温度将普遍下降
6℃至 10℃，华北、东北地区局地降温
将超过 12℃，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雨雪
天气。

专家表示，降温带来的降水虽利于
改善中东部地区墒情，但东北等地降雪
降温对农业生产有不利影响。专家建
议，畜牧业和设施农业注意防范大风、
降温影响，提前储备饲料、加固棚室、夜
间加盖保温材料，及时清除棚顶积雪；
北方冬麦区宜加强冬小麦苗期管理，缺
墒区和晚播区适时灌溉。

东北再迎较强雨雪天气 专家提醒注意叠加效应
新华社记者 黄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