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华 时 评新 华 时 评

服务服务 生活生活

新闻·广告 32025年 2月 17日

星期一

姚智不慎将代晓玲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编号：R140087860，
现声明作废。

声 明

新华社北京电 （记 者 徐鹏航）
“实施即时结算改革后，医保基金拨付
时限缩短到 1个工作日左右，极大缓解
了医院垫付资金的压力，为医院可持
续发展赋能助力。”这是日前合肥市医
保数据定向发布活动期间，合肥市第
一人民医院院长姚登攀向记者道出的
心里话。

长期以来，“回款慢”是医药领域
的老大难问题。由于医保基金对医疗
机构结算采用“后付制”，一笔医保应
付费用，自患者出院后一般需要 40 天
至 60 天才能到医院账户上，而药品耗
材供货企业的货款回款时间则平均在
半年左右。

“资金流转不畅，不仅影响医疗机

构现金流，药耗企业也是顾虑重重。”
国家医保局医保中心主任王文君说，
针对此，多地探索推进医保基金与医
疗机构即时结算、与药品企业直接结
算、与商保公司等同步结算“三结算”，
缓解医药机构和企业垫付资金压力，
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实现全省即时
结算，医保基金拨付时限压缩至 1个工
作日左右；江西省 2024 年全年为 3557
家医药供货企业直接结算 90.42 亿元，
货款结算周期从 6 个月缩减为 30 天左
右；山东省全省上线医保商保一体化
同步结算平台，提升理赔效率，减轻患
者经济负担……

王文君指出，医保基金既是群众

的看病钱、救命钱，也是医药行业发展
的赋能金。多地医保结算不断提速，
不仅有效破解医药行业资金流转不畅
问题，有力推动医药行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更为深化医改探索了新路径、积
累了新经验。

根据部署，2025 年全国 80%左右
统筹地区将基本实现基本医保基金与
定点医药机构即时结算，2026 年推广
至全国所有统筹地区；集采药品耗材、
国谈药的直接结算也将于 2026年全面
实现。

从“后付制”到“即时结”
——医保结算提速

开年首月，我国新增贷款超 5 万亿
元 ，增 长 数 据 亮 眼 ；社 融 规 模 增 量 为
7.06 万亿元，为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2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1 月主
要金融数据展现诸多亮点，释放出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强信号。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开年以来，金融对经济的强力支撑
直接反映在金融数据上。中国人民银
行 2 月 14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 月份我
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5.13万亿元，同比多
增 2100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7.06
万亿元，同比多增 5833亿元。

“相较去年同期的高基数，今年 1
月新增贷款还略高一些，为年初经济平
稳开局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中国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开年
以来，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满
足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体现出“适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

开年即“开跑”，不少项目年初就开
工建设。为满足年初集中的资金需求，
金融机构早谋划、早部署、早发力。“在
年初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的支持
下，重大项目建设争取尽早启动的劲头
很足，带动基础设施贷款较快增长。”一
家国有大行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继续保持在较

快水平，一方面得益于贷款较快增长，
另一方面政府债券发行推进形成了重
要支撑。数据显示，1 月政府债券净融
资 6933亿元，同比多 3986亿元。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意味着
合理的货币供应量。1 月末，广义货币

（M2）余额 318.52万亿元，同比增长 7%，
增 速 基 本 稳 定 ；狭 义 货 币（M1）余 额
112.4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0.4%，M2 与
M1 的“剪刀差”明显收窄，折射出经济
向好态势。

自 2025年 1月份起，中国人民银行
启用新修订的 M1 统计口径，有两项流
动性强的金融工具——个人活期存款
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被纳入
新统计口径。记者了解到，此举能有效
缓解企业—居民活期存款“跷跷板”效
应，减少春节前集中发放工资等特殊情
况对数据统计的影响。

信贷结构亮点突出

新增贷款结构有何变化？企业和
居民的贷款增长各有特点。

1 月份，我国住户贷款增加 4438 亿
元，这主要得益于住户中长期贷款增
长。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1 月
份个人住房贷款新增 2447 亿元，同比
多增 1519 亿元，折射出居民住房贷款
需求企稳回升。

年 初 ，在 一 系 列 政 策 组 合 拳 作 用
下，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房地
产交易持续回暖，房地产市场呈现积极
变化。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1 月 1
日至 27 日，全国 30 城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面积同比增长 4%，20 城二手商品住
宅成交套数同比增长 19%。

“今年 1 月，我行个人住房贷款发
放量、发放笔数均同比增长超 30%。”一
家农商行相关人士说。

与此同时，企业贷款特别是企业中
长期贷款新增较多，为实体经济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
支持。

数据显示，1 月企（事）业单位贷款
增加 4.78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3.46万亿元，占比超七成。

记 者 从 多 家 银 行 了 解 到 ，开 年 以
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加快形成，科技
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融资需求不断上
升。另外，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1
月末普惠小微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增速同比分别增长 12.7%和 11.4%，均
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宏观分析师
张文朗表示，金融机构围绕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
融五篇大文章持续发力，金融“活水”更
精准、更灵活，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点领域、薄弱环节。

进一步激发有效信贷需求

如何进一步激发有效信贷需求？融
资成本是企业和居民关注的重点之一。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1 月
新发放企业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
约 3.4%，比上年同期低约 40个基点；新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
率约 3.1%，比上年同期低约 80个基点。

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公开强调，将进
一步强化央行政策利率引导，完善市场
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提升银行自主理
性定价能力，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
成本下降。

春 节 假 期 ，居 民 旅 游 出 行 需 求 较
旺，春节档票房收入明显增长，消费品
以旧换新活动火热开展……在业内人
士看来，持续释放的居民消费潜力，将
进一步激发有效消费信贷需求。

激发企业和居民信贷需求，需要金
融机构多方发力，更要政策持续保驾护
航。

专家认为，去年实施的一揽子增量
政策效果仍在显现，“适度宽松”的货币
政策延续对实体经济较强的支持力度，
将对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发挥积极作用。

日 前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发 布 了 2024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报告明确表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
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
场运行情况，择机调整优化政策力度和
节奏。更好把握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注
重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
双 重 功 能 ，持 续 做 好 金 融“ 五 篇 大 文
章”，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促进消费
的金融支持力度。

新华社北京电

开年首月新增贷款超 5万亿元
释放经济回升向好强信号

新华社记者 吴雨 任军

2月 16日，在济宁能源集团山东新能船业有限公司，新能源船舶在进行舾装作业。
山东省济宁市依托京杭大运河“黄金水道”优势和内河航运全产业链系统优势，由济宁能源集团联合中集集团、宁德

时代、武汉理工大学等着力发展内河新能源船舶装备产业。新能源船舶采用液化天然气或储能电池作为动力，与采用柴
油机的常规船舶相比，新能源船舶污染物排放量、碳排放量分别降低 90%和 20%以上。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多地“新春第一会”部署以科技创
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形机器人从
实验室走向春晚舞台；前沿影视技术赋
能电影产业，《哪吒之魔童闹海》屡破票
房纪录……新春伊始，“创新链”紧密衔
接“产业链”，科技成果加速转化，点燃
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引擎”。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相互促进、互为前提、相互交织，科技创
新为产业创新赋能，产业创新为科技创
新提供转化载体和应用场景。深入把
握其内在逻辑，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将全面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

质生产力的题中必有之义。这个春天，
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以“小成本办大
事”的高性能惊艳全球；S1000 型浮空风
力发电系统在江西试飞成功并发电；从
无人矿山到智慧港口，数字技术、绿色
技术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新产业、新
业态、新应用加速迭代，新质生产力加
快培育，背后是更多科技创新成果从实
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市场，以科技创
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用好我国
产业基础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超
23 亿人次交通出行、国内出游 5.01 亿人
次、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超 19 亿件等，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显现出超大规模
市场蓬勃活力和巨大潜力。基础设施、
产业配套、人才支撑、多样化的应用场
景需求等优势，正在为科技成果转化提
供更多有利条件。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改革向纵
深推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8 部
门引导企业对高技能人才实行中长期
激励办法，福建实施中试创新服务平台
体系建设行动……今年以来，各地各部
门多措并举、协同发力，推动产学研深
度融合，构建协同创新生态，引导前沿
技术高效对接市场，让科技成果加快

“落地开花”。
追“新”逐“质”，奋楫者先。向科技

创新要新质生产力，我们已在路上，未
来必将更加精彩。 新华社北京电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壮大新质生产力
新华社记者 周圆 魏弘毅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李雯） 一个
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在美国《科学进展》
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开发出一种新型电
子皮肤，在受损后 10秒内可恢复 80%以
上的功能。这项技术有助解决可穿戴
设备等的耐用性问题。

电子皮肤是模仿人类皮肤感知功
能 的 一 种 传 感 设 备 ，可 应 用 于 医 疗 健
康 、机 器 人 、可 穿 戴 设 备 等 诸 多 领 域 。
传统电子皮肤设备常在刮伤或损坏时
失效，实际应用受到限制。

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大 学 圣 迭 戈 分
校 、韩 国 首 尔 大 学 、英 国 牛 津 大 学 等
机 构 的 研 究 人 员 开 发 的 新 型 电 子 皮
肤 具 有 超 快 的 自 我 修 复 能 力 ，可 将 修

复 时 间 缩 短 到 几 秒 钟 ，而 此 前 的 技 术
可 能 需 要 几 分 钟 甚 至 几 小 时 才 能 自
我修复。

据介绍，新型电子皮肤以热塑性聚
氨酯为主要材料，同时加入双（4-羟苯
基）二硫醚、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等物
质，借助动态化学键等提高电子皮肤自
我修复能力。

研 究 人 员 说 ，除 可 承 受 日 常 磨 损
外，新型电子皮肤在水下等具有挑战性
的条件下依然可靠，且集成了先进的人
工智能系统和高精度的健康监测系统，
可对使用者精确进行实时疲劳检测和
肌肉力量评估，有望用于运动、康复、健
康监测等领域。

新型电子皮肤可在10秒内自我修复

新华社天津电 （记 者 周润健）
“山山能作雨，物物解呈春”，北京时间 2
月 18 日 18 时 7 分将迎来雨水节气。此
时节，雨滴落在田野里，草渐绿、花始开，
正所谓“东风散为雨，春回万物兴”。

雨水，是春季的第二个节气，也是二
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反映降水现象的节
气。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来华介绍，雨水的含义是降雨的开始，
但多以小雨或毛毛细雨为主，且多集中
在南方地区。

春雨如丝如缕、如烟似雾，古往今来，
常常成为文人雅士笔下的灵感之源，他们
以春雨寄情，借春雨抒怀。杜甫说：“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韩愈说：“天街小雨
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朱自清说，

“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
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蒙蒙细雨
中。”由于春雨最先惠顾南方地区，所以
江南春雨的韵味也会最早被感知：或细
密如针，或飘飘洒洒，或檐下滴水，或轻
敲窗扉。

每当春雨落下时，空气中常常会夹
杂 着 淡 淡 的 杏 花 香 ，于 是 诗 情 画 意 倍
添。“杏花是农历二月的当令花。春雨
霏 霏 中 ，一 树 树 杏 花 带 雨 ，更 显 娇 柔 。

‘杏花春雨’也是江南的一道亮丽风景
线。”王来华说。

自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争相吟诵
杏花春雨。陈与义说：“客子光阴诗卷
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晏几道说：“风吹
梅蕊闹，雨细杏花香。”而陆游的《临安春
雨初霁》写得尤为隽永：“小楼一夜听春
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清晨的杏花叫卖
声，犹如一曲春意融融的琴调，唤醒了清
新，也温柔了岁月。

雨水时节，万物复苏的序曲已经悄
然展开。来吧，你不妨走到户外，去和春
天相遇，去与春天拥抱。如果你恰在江
南，更要好好地感受一番身旁的杏花春
雨，那一定是温暖和温柔的极致浪漫。

18日 18时 7分雨水：

山山能作雨 物物解呈春

新华社北京电 （记 者 田晓航）
春 季万物复苏，阳气升发，人们应如何
顺应自然规律养生防病？在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 2 月 14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中医专家介绍，春季应注意养肝健
脾润燥，并做好个人防护，预防呼吸道
感染等传染病。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
中心主任张晋说，春季与肝相应，肝藏
血、主疏泄，肝血不足人易疲乏困倦，肝
疏泄失调会出现肝气郁结或肝火上炎，
肝气也可能影响到脾胃。因此，饮食要

“省酸增甘以养脾”，可选择香椿芽、萝
卜、芥菜、荠菜等辛味和甘味食物助阳
气升发，避免过多食用酸涩类食物影响
肝气升发；脾胃弱者可食用小米粥、南
瓜粥帮助养脾；应对春燥可选择藕、马
蹄等食物。

起居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张晋
介绍，春季应“夜卧早起”，尽量在晚上
11点前入睡、早晨 7点前起床；外出要防
风寒，重点护好头颈部、肩背部；可选择
太极拳、八段锦等轻柔的活动，防止过
度出汗。

春季也是传染病的流行季节，做好
个人防护有助于预防流感等传染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儿科主任李敏说，春季乍暖还寒，昼夜
温差较大，宜适度“春捂”，根据气温变
化增减衣服，以防一寒一热引起感冒。

“春季出现的传染病多属于中医‘温
病’的范畴，常常表现为发热、咽痛等风
热证候。”李敏说，可用药食同源的菊花、
苏叶、陈皮煎汤代茶饮用，以帮助疏风清
热、散寒、和胃，食欲欠佳者可加炒麦芽、
炒山楂，口干明显者可加百合或麦冬。

养肝健脾润燥

中医专家支招春季养生防病

新华社天津电 （记 者 黄江林）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针对学生及家长的
诈骗进入高发时段。警方提醒广大家
长和学生警惕涉辅导班、助学金、高薪
兼职、买卖游戏账号等诈骗，缴费转账
先核实，不要落入陷阱。

天津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四支队三
大队副大队长李嘉璐说，开学季，骗子
们的“把戏”层出不穷。比如，在较为多
发的辅导班类诈骗中，骗子会冒充辅导
机构或学生本人，联系学生家长，谎称
学生需参加辅导班，要求家长联系报名
并支付费用。诈骗分子以“名额有限”

“马上截止报名”等为由制造紧迫感，让
家长顾不上核实情况，进而实施诈骗。

在助学金类诈骗中，骗子冒充学校
或 教 育 局 工 作 人 员 ，谎 称 有 助 学 金 名
额，只要提供信息办理相关手续，便可
将助学金转入家长账户。在骗取信息
后，对方以“缴纳相关费用，方可获得助
学金”为由，要求家长转账。

刷单、买卖游戏账号类诈骗在开学
季的大学校园时有发生。不法分子以

高薪兼职诱惑学生在网上帮忙刷单，先
给点小甜头，等受害人投入大量资金后，
就以各种理由拒绝返款并拉黑。有的诈
骗分子在游戏平台或社交软件发布收购
游戏账号的广告，受害人信以为真，按照
对方要求在未知平台充值完成后，对方
又以系统故障等理由要求受害人充值更
多金额，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

李嘉璐说，还需警惕诈骗分子冒充
师生“混入”新生群，推销手机、电话卡
等物品，或是冒充老师给家长发送带有
未知链接的短信，诱导点击，窃取个人
信息。

“遇到这些情况，都要第一时间通过
官方渠道进行核实。”李嘉璐提醒，助学
金、助学贷款等政策通常会通过学校官
方渠道发布，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
息，更不要向陌生账户汇款。一旦新生
群中出现收费等事宜，务必和学校老师
联系核实，切勿轻信他人、点击不明网络
链接。一定牢记“三不一多”防骗锦囊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
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报名缴费、高薪兼职……

开学季这些诈骗要当心

全国铁路春运
发送旅客突破 4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樊曦） 记者
2月 15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获 悉 ，2 月 14 日 ，全 国 铁 路 发 送 旅 客
1359.6 万人次，自 1 月 14 日春运启动以
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 4 亿人次，达 4.13
亿人次。2 月 15 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
旅 客 1550 万 人 次 ，计 划 加 开 旅 客 列 车
1145列。

各地铁路部门多措并举，在热门方
向、时段和区间增加运力投放，加大站
车服务保障力度。国铁北京局集团公
司加开沈阳、长春、呼和浩特、青岛、石
家庄等方向的旅客列车；国铁郑州局集
团公司加开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等方
向旅客列车，在部分车站开设学校接车
点，畅通学生旅客返校“最后一公里”；
国铁武汉局集团公司武汉、汉口、武昌
等重点车站增设学生票务专窗，方便学
生旅客快速完成优惠票资质核验。

17部门部署开展2025年
“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

新 华 社 北 京 电 （记 者 张 辛 欣
张晓洁） 记者 2 月 14 日从工业和信息
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通
知，部署开展 2025年“一起益企”中小企
业服务行动，服务行动将贯穿 2025年全
年，重点从政策惠企、环境活企、创新强
企、人才兴企、法律护企等五个方面开
展，并于 6 月组织开展“中小企业服务
月”活动。

据悉，“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
动将广泛宣贯各地区各部门惠企政策，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
技术，基于企业画像精准推送涉企政策
信息，推动出台更多普惠性针对性政策
举 措 ，及 时 帮 助 解 决 企 业 急 难 愁 盼 问
题。同时，积极打造消费场景，推动中
小企业拓展市场、融入大企业产业链供
应链创新链。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将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组织各类服
务资源、服务力量深入企业、园区、集群。

2月 16日，一名家长带着小朋友了解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近年来发现的新
物种。当日，2025 年广东省“世界湿地
日”暨红树林保护宣传活动在广州海珠
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活动现场发布 2024
年广东省重要湿地名录及“小微湿地+”

“湿地公园+”试点建设名单，并举行全球
新物种“海珠微瓢虫”发布仪式。

作为全国湿地资源最为丰富的地
区之一，广东湿地类型多样，现有湿地
总面积超 190 万公顷，其中红树林面积
1.14万公顷。 新华社记者 王瑞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