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广告 32024年1月26日

星期五

服务服务 生活生活

吕加强不慎将自走式玉米收获
机的行驶证和车牌丢失，车牌号：晋
0600815，厂牌型号为 4YZ-4B，发动
机 号 为 A9LS9D00496，车 架 号 为

D134263DN，现声明作废。
母亲赵丽娜不慎将孩子林艺的

《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
I140183479，现声明作废。

苗喜梅不慎将护士执业证书丢
失，证书编号：201914004450，现声明
作废。

声 明

聚焦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
力，新一轮国企改革行动将如何发力？
央企如何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央企重组整合将聚焦哪些重点领域？
国新办 1月 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一一回应。

关键之年加大国企改革
攻坚力度

“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从我们改革任务来看主要是两
大类，一是体制机制改革任务，二是功
能性改革任务。”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袁野在发布会上表示，前者主要是巩固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所取得的成果，重点
解决“从有形到有神”的问题，推动企业
真正按市场化机制来运营；后者则聚焦
新时代新征程赋予国有企业的使命责
任，推动企业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高
核心竞争力。

袁野表示，国资国企将统筹安排进
度、抓好推进落实，重点围绕优化资源
配置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深化改
革、健全制度保障深化改革三方面发
力，务求取得突破。

例如，围绕优化资源配置，国资央
企将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进一步
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推动国
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
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

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
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中。

改革不停顿，离不开改革工作机制
的不断创新。

袁野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将进一步
优化考核体系，实施“一企一策”“一业
一策”考核，增强政策供给的精准性、科
学性和一致性。同时，健全协同高效的
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切实提升监管效
能，维护好国有资产安全，为企业改革
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年，围绕新一代移动通信、人

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信息等未来产业，国务院
国资委启动实施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
焕新行动、未来产业启航行动，并制定
了一揽子政策。中央企业 2023年在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完成投资 2.18万亿
元、同比增长32.1%。

“中央企业在光伏制氢、碳纤维制
造、汽车芯片等领域落地了一批重点项
目，在激光制造、量子通信、卫星互联网
等领域组建了一批新企业，在电子科
技、新能源、生态环保、智能网联汽车等
领域推动了一批重组整合，新产业新业
态正在成为企业的重要增长点。”国务
院国资委秘书长庄树新说。

据他介绍，下一步，国资央企将以央
企战略性新兴产业焕新行动、未来产业
启航行动为抓手，加快在提高战略性新
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上取得关键进
展，在央企布局结构上实现战略转型。

具体措施包括：谋划推动一批重大
工程，遴选战略性新兴产业“百项工
程”，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实
施人工智能AI+专项行动，抓紧在生物、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形成标
志性成果；加快以技术突破支撑产业发
展，加快培育启航企业、领军企业、独角
兽企业，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深地深
海、激光制造等领域形成标志性产品。

此外，国资央企还将着力创新中央
企业、地方及各类所有制大中小企业合
作模式，强化跨企业、跨领域协同，共建
高效协同、良性发展的产业生态，加快
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落地见效，切实以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推动央企重组整合进一
步走深走实

推进央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
合，是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
整的重要举措。

中国电科重组华录集团，中国华能
与 13家央企的新能源项目开展运维服
务试点，整合邮轮运营资源组建平台公
司……2023年，国资央企加大重组整合

力度，在服务国家战略、提升资源配置
效率、集聚创新资源、着力培育新动能
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新的一年，央企重组整合将聚焦哪
些重点领域？“国务院国资委将按照国
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有关要求，围
绕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
目标，推动重组整合工作进一步走深走
实。”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财管运行
局局长李冰说。

他表示，2024年，国资央企将结合
“十四五”规划落实，统筹谋划好重组整
合的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有计划、有
节奏地调整优化布局结构；突出服务国
家战略，稳妥实施战略性重组和新央企
组建，持续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

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央企推进专业
化整合，将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李冰表示，下一步，将发挥央企引
领带动作用，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
集群发展特点，更大力度开展信息通
信、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专业化整
合，积极开辟新赛道、抢占新高地、塑造
新优势，深化产业链生态圈战略合作，
加快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

新华社北京电

如何增强央企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回应国资央企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王希

新华社北京电 每年春节前后，是
劳动者换岗流动的高峰期，也是企业开
工复产的关键期。为全力稳就业、保用
工、促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
部门25日发布通知，自即日起在全国开
展2024年春风行动。

“举办春风行动，主要着眼春节前
后这一重要时间节点，聚焦劳动者和企
业爆发式的求职用工需求，集中提供引
导有序返岗、促进就近就业和返乡创

业、组织招聘用工等服务。”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说。

运东来介绍，活动自 1月 25日持续
至 4月 8日，将助力劳动者顺利就业增
收、企业稳定生产经营，推动经济发展
实现“开门稳”。

活动期间，全国1100多个公共招聘
网站将集中发力，4700多家县级以上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3200多家零工市场将
协同联动。各地将充分利用线上载体

和广场车站、商超集市等人流密集场
所，发挥好基层就业服务站点作用，分
类推出多种形式的招聘活动。

“随着各地加大力度稳增长以及一
系列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大量用工
需求将从中释放。加速推进的新型城
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也蕴含广阔
就业空间。”运东来表示，活动将积极服
务对接，预计可为劳动者提供各类就业
岗位约3000万个。

通知要求，劳务输入地和输出地开
展联合招聘、驻点招聘、组团招工，组织
劳务品牌专项对接，促进农村劳动者高
质量转移就业。对有需要的集中返乡
返岗劳动者，要做好组织对接，提供包
车、专列（包车厢）、包机等服务，帮助便
利劳动者出行。 （姜琳 彭美琪）

稳就业保用工

2024年春风行动启动

新春佳节临近，各地企业紧抓新年订单，鼓足干劲忙生产。图为1月24日，在重庆市梁平区一家豆制品
企业，工人在豆干生产线上忙碌。 新华社发 刘辉 摄

新华社北京 （记者 胡璐 郁琼
源） 为加大对旅外大熊猫的保护监管
力度，2023年以来，国家林草局组织相
关单位对 19个国家的 23家境外合作
机构开展实地检查评估，实现对所有
旅外大熊猫生活状况评估全覆盖。目
前我国有56只大熊猫旅居国外。

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二
级巡视员张月25日在国家林草局举办
的发布会上表示，从检查评估情况看，
各合作机构在场馆建设、饲养护理、疾
病防治措施等方面总体符合要求。旅
外大熊猫健康状况总体良好，个别健
康欠佳的老年大熊猫也得到了妥善诊
治和良好照顾。

下一步，张月表示，将进一步完善
大熊猫国际合作管理机制，常态化开
展日常健康监测和实地检查评估，加
强监督管理，进一步做好旅外大熊猫
管理保护工作，同相关国际合作伙伴
继续加强大熊猫等生物多样性保护领
域的合作。

据了解，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
国先后与 20个国家的 26个机构开展
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在大熊猫保
护、繁育、疾病防治、放归自然等领域
联合攻克了系列技术难题，促进了圈
养大熊猫的健康水平和繁育能力提
高。自开展合作研究以来，已成功繁
育成活大熊猫幼仔41胎68仔。

我国已实现对旅外大熊猫生活状况评估全覆盖

新华社天津电 （记者 周润健）
1 月 26 日，春运的大幕将正式开启，
2024年第一次满月将于当日凌晨现身
夜空，这也是农历癸卯兔年最后一轮
满月，感兴趣的公众可赏这轮圆月，望
月盼团圆。

月亮周而复始地变化着，经过“朔
（新月）”——“望（满月）”——“朔（新
月）”的周期，完成一个循环，就是一个
农历月。

当月球和太阳处于地球两侧，并
且月球和太阳的黄经相差180度时，此
时地面观测者可看到月球完整明亮的
圆面，这就是“满月”，亦称为“望”。农
历每月的十四、十五、十六甚至十七，
都是满月可能出现的时段。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
家修立鹏介绍，一个公历年中，通常会
有 12次或 13次满月。2024年有 12次
满月，第一次满月发生在 1月 26日凌
晨1时54分。

说到满月，很多人会想到“超级月
亮”，也就是“超级满月”。“超级月亮”

一般指的是近地点满月。那么，2024
年的“超级月亮”发生在哪天？

修立鹏表示，“超级月亮”并不是一
个天文学概念，满月发生的时间与月球
位于近地点的时间接近时，视觉上看起
来也会更大，就会出现所谓的“超级月
亮”。“超级月亮”并不罕见，一年少则一
两次，多则三四次。今年“超级月亮”共
有两次，一次是 9月 18日，是年度第二
大满月，另外一次是10月17日，是年度
最大满月。而年度最小满月则发生在2
月24日，恰逢正月十五元宵节。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月亮，尤其
是满月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怀，象征着
团圆、完美、幸福的满月，很容易漾起
人们的别样思绪。

如何欣赏2024年第一次满月？“最
圆时刻发生在凌晨，如果不想熬夜可选
择 25日傍晚或 26日傍晚观赏，此时月
亮刚刚升起后不久，柔和、清澈、圆润，
赏心悦目。天上月圆，人间团圆，随着
农历甲辰龙年即将到来，距离阖家团圆
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修立鹏说。

2024年第一轮满月即将上线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魏梦佳）
在许多科幻小说和电影中，黑洞是一
个超级神奇的存在，是有着吞噬一切
物质力量的“神秘天体”。近年来，这
种引力极其强大、存在于宇宙空间中
的致密天体，正通过日益先进的科学
观测和研究，缓缓走进人们的视野。

近日，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领
衔的国际团队利用美国詹姆斯·韦布
空间望远镜观测到一个可追溯到宇宙
大爆炸后约4亿年的黑洞，其质量高达
太阳的几百万倍。研究称，这是迄今
发现的最古老黑洞。

“这一新发现让我们看到，在如此
早期的宇宙，就发现了如此大质量的
黑洞，这对现有的黑洞演化理论是一
个挑战。而且这个黑洞是存在剧烈吸
积活动的，所以从黑洞吸积盘所发出
的光可以被我们看到。”清华大学副教
授、天文系副主任蔡峥对此表示。

根据标准宇宙模型理论，超大质
量黑洞由死亡恒星的残骸形成，这些
恒星坍塌后可能形成一个质量约为太
阳 100倍的黑洞。如果以模型预期的
方式增长，这个新发现的古老黑洞需
要约10亿年才能“长大”到望远镜所能
观测到的规模。

“但这个黑洞增长得太快了，在宇
宙大爆炸后仅4亿年就长这么大，这对
种子黑洞的质量和增长速率都是极大
的挑战，基本接近数值模拟的极限才
能长成这么大的黑洞。这让我们对早
期宇宙大质量黑洞的研究有了新的参
照。”蔡峥说。

近年来，随着先进望远镜设备的
应用及计算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
黑洞正被揭开神秘面纱。

黑洞到底是什么？为何我们要观
测和研究黑洞？

“黑洞就是宇宙中质量压缩到不
能再压缩、密度极大的一种东西，它的
引力足够大，以至于光都跑不出去，但
它里边到底是什么我们还不得而知，
因为任何已知的物质都无法承受黑洞
引力造成的压强，物质一旦进入黑洞，
一般没法出来。”蔡峥说。

黑洞也是一个星系生长的发动
机。由于具有巨大的吸积作用，黑洞
不断把周边天体吸进来，不断“吞食”
周边物质，其吸积盘通过高密度旋转、
核反应等，不停制造重元素，一些重元
素又被巨大的光压推到整个星系。这
些重元素最终冷却了整个星系的温
度，让恒星、行星得以形成。

“万事万物，大到星系的形成，小
到生命的诞生，都跟星系中心的超大
黑洞有很大关系。黑洞是宇宙中的奇
点，也许能帮我们回答极其深刻的时
空问题。”在蔡峥看来，探测和研究黑
洞有助于人们了解宇宙中最早期巨型
黑洞的成长机制、宇宙引力波现象的
产生和变化规律，以及宇宙最初形成
及其基本物理规律。

遗憾的是，长久以来，黑洞到底由什
么组成，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而这样的
神秘感也激发了创作者们对于黑洞的无
限灵感与想象力，在影视作品里为人们
构建起令人惊叹的黑洞内外部影像。

“对于活跃（正在吸积）的黑洞，目
前科学家已发现了 100多万个了。但
此次发现的这么早的黑洞确实不多。
我们希望能够在宇宙更早期找到更多
的大黑洞，尽早揭示黑洞和星系的形
成与演化之谜。”蔡峥说。

古老黑洞“现身”科学家详解“神秘天体”

春节临近，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曲坊现代农业产业园高原红、爱莎等
27个品种的玫瑰花集中上市，日销量在10万枝左右，供应北京、上海、广
州等城市。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魏玉坤 韩
佳诺） 今年，我国将完善数字经济统计
监测制度，制定普查年度数字经济增加
值核算方法，完善互联网经济统计调查
制度。

这是记者 24日从全国统计工作会
议暨国家统计局党建工作会议上获悉
的。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国家统计局印发了数字经济统计监

测工作方案和监测制度，组织实施数字
经济统计监测。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
统计监测核算是 2024年统计重点领域
改革的重要内容。

该负责人表示，今年还将深化碳排
放统计核算，积极推进能耗核算改革；
深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统计核算改
革，加强和完善异地产业活动统计核
算；完善科技创新领域统计，开展重点

企业研发和企业创新季度专项调查，反
映企业创新活动情况。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工作已于
1月1日启动。该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全
力以赴完成现场登记，深入开展普查宣
传，强化普查数据质量全流程管理，扎实
做好普查数据发布和资料开发利用。

针对防治统计造假问题，该负责人
表示，今年将把统计数据真实准确作为
统计部门最重要的政绩，巩固拓展统计
造假专项治理行动成效，扎实开展统计
督察，加快推进刚性制度建设，推动统
计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

国家统计局将加强数字经济统计监测核算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王悦阳 张辛
欣）工业和信息化部 24日发布的 2023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显示，经初步核算，
2023年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68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6.2%。按照上年价格计
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16.8%。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3年我国通信业全力推进网络强国
和数字中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全行业主要运行指标平
稳增长，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
日益完备，各项应用普及全面加速。

据了解，2023年我国电信业发展提
质增效明显，新兴业务支撑作用巩固，
行业拓展数字化转型服务成效凸显，业
务结构呈现移动互联网、固定宽带接
入、云计算等新兴业务“三轮”驱动特
点。在电信业务收入中三项业务收入
占比分别为37.8%、15.6%和21.2%，对电
信业务总量的贡献率分别为 36.9%、
26.8%和26.4%。其中，云计算和大数据
收入较上年增长37.5%，增势突出。

我国通信业电信业务量收“双增长”

去年我国黄金消费量
同比增长8.78%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王希） 2023
年全国黄金消费量为 1089.69 吨，同比
增 长 8.78% 。 其 中 ，黄 金 首 饰 消 费
706.48吨，同比增长 7.97%；金条及金币
消费 299.60吨，同比增长 15.70%；工业
及其他用金83.61吨，同比下降5.50%。

这是记者在中国黄金协会 1 月 25
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
永涛在会上分析说，2023年国内消费市
场恢复向好，黄金首饰加工和零售企业
不断在金饰产品设计上推陈出新，推动
我国黄金首饰消费需求提升。同时，溢
价相对较低的金条及金币，也受到了有
实物黄金投资需求的消费者的青睐。
从生产端看，2023年，我国国内原料黄
金产量为375.155吨，同比增长0.84%。

上海持续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

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 郭敬丹 兰
天鸣） 记者 25日从上海市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获悉，2023
年，上海一审商事案件审理期限缩短
10.8%，鉴定评估用时缩短 20.7%，进一
步降低市场主体诉讼时间成本，法治化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上海已连续6年制定实施法治化营
商环境建设专项行动方案，落实“提升
商事审判质效”等28项改革举措。2023
年，审结一审商事案件 10.8万件，同比
上升27.7%。发挥破产审判“及时出清”
和“重整救治”功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会同市发改委等17家单位，联合推出
破产信息“一网通查”、重整企业信用修
复等提升办理破产便利度的35项措施。
上海也积极推进涉外法治工作，依法平
等保护中外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同时，
上海优化保护创新法治环境，平等保护
各类创新主体合法权益。

云南提质建设62个
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

新华社昆明电（记者 字强） 记者
从正在召开的云南省两会上获悉，2024
年云南将全力打造“家门口”的好医院，
加快建设医疗高地、专科高地，实施 62
个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提质建设，在乡
镇卫生院建设350个基层心脑血管救治
站。全面提升疾病预防控制专业能力，
完善妇幼和老年人健康服务体系，让群
众能在家门口看上病、看好病。

据了解，2023年云南大力推进健康
事业发展，全面实施重大传染病救治能
力和疾控机构核心能力提升工程，全省
有 136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达到国家标准，达标比例90.6%，广大群
众看病就医基本实现“小病不出村、大
病不出县”。截至 2023年底，云南乡村
医生中执业（助理）医师占比达 30%，同
比增加 6个百分点；全省实现基层慢病
管理中心全覆盖，建成 708家基层心脑
血管救治站。全省有 2020余万人签约
家庭医生，签约率达43%，其中老年人签
约率达到80%以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
签约率超过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