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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动态

□ 本报记者 刘 政

春耕不可无化肥，夏凉还需保电力，

秋日丰收稳粮价，冬日温暖煤压舱……

物价事关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事关千家

万户衣食住行。社会对物价的关切和需

求随四季流转，不变的是站在人民至上

根本立场上的久久守护。

物价平稳 重要商品供应有保障

“2022年，我国物价总水平持续平

稳运行，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单月涨幅始终运行在3%以下，全年上涨

2%，大幅低于美国8%左右、欧元区8%

以上、英国9%左右等发达经济体涨幅，

也明显低于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

体的涨幅。”今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价

格司司长万劲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2022年我国稳物价工作

成效时说。

强化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压实“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密切监测各地重要民生

商品价格运行情况，推动各地建立健全

监测预警、预期引导、区域协作、储备调

节、产销衔接等方案预案……国家发展

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逐步建立起了较为

完善的市场保供稳价制度体系，过程“不

容易”，成效“不平凡”。

“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我国重要民

生商品保供稳价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较为完备的调控体系、丰富的实

践经验，完全有能力、有条件保障好人

民群众基本生活消费需要。”价格司副

司长牛育斌充满信心。在保供稳价体系

下，春节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各地

加强货源调配，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

大型商超等骨干流通主体加大提前备

货、铺货力度，同时加强重要民生商品

市场巡查检查，维护正常价格秩序，“米

袋子”“菜篮子”有保障，重要民生商品

“量足价稳”。

久久为功 打造保供稳价链条

稳物价的风如何吹进千家万户，带

来经得起考验的“安全感”？

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落实重要民生

商品和大宗商品价格调控工作，2022年

以来，指导各地围绕产供储销全链条加

强保供稳价。

——生产方面，稳定粮食和生猪生

产，主产区和主销区共担保供稳价责任；

督促大中城市落实人均菜地最低保有量

要求。

——流通方面，推动主产区和主销

区之间强化跨区域合作，开展联保联供；

指导各地畅通运输物流，降低流通成本。

——储备方面，指导各地落实成品

粮油、猪肉、北方城市冬春蔬菜等储备并

适时投放，保障市场供应。

——终端环节，提升大中城市市域

配送能力，及时开展平价销售，确保终端

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现行调控机制外，种种新举措正为

保供稳价带来更多选项。从农业农村部

召开会议推进豆粕减量替代行动，加力推

广低蛋白日粮技术，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采用发酵法工艺生产小品种氨基酸开

发、生产、应用”列入鼓励类项目；从国家

先后7次投放中央猪肉储备，到企业布局

楼房养猪降低用地成本……其中有灵活

调控、直观保供，也有对科技创新的鼓

励、对行业流程的创新，保供稳价基础更

加坚实有力。

全力以赴 守住民生温暖

向关山，仍料峭。乌克兰危机延宕

发酵，国际高通胀的输入性影响犹存，今

后一段时间，我国物价运行将继续面临

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价格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是度量民生冷暖的温度计。国家发展

改革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继续会同有关方面综

合施策、精准调控，全力以赴做好稳物价

工作，守住民生温暖。

一是全力抓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

价。加大保供稳价工作力度，督促指导

地方加强产销衔接、做好应急预案，多措

并举抓好稳产保供。根据市场形势变

化，及时精准高效开展猪肉等储备调节。

二是扎实做好能源保供稳价。充分

发挥煤炭“压舱石”作用，严格落实产煤

省区责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

动煤炭稳产增产。落实好煤炭市场价格

形成机制，强化调控监管，引导煤炭价格

在合理区间运行。加强石油、天然气等

重要能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

三是加强价格监测预测和市场监

管。密切跟踪物价总水平和重要商品价

格变化，加强前瞻性分析研判，及时发现

苗头性问题，开展市场调控。加大期现

货市场联动监管力度，严厉打击捏造散

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

违规行为，遏制过度投机炒作。

四是切实兜牢民生底线。指导各地

认真执行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动机

制，扩大保障范围、降低启动条件，及时

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发放一次性补贴补助，有效保障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

稳稳的物价，是迎向经济春光的坚

实基础。2022年保供稳价工作已画上圆

满句号，2023年保供稳价工作正全面启

航。脚步不停歇，干劲不松懈，民生商品

保供稳价永远在路上。

多措并举稳物价 保供有力惠民生
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有力有效

□ 见习记者 甄敬怡

2023年的春节是我国将新冠病毒

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后的首个春节。

本报记者纷纷回到睽违已久的家乡，带

着记者的职责与使命，用“城乡高质量发

展”的眼光关照故乡的现在与未来，采写

了一组“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基

层报道。

近日，在本报召开的走基层返乡调

研座谈会上，多位记者从居民消费复苏、

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城市高质

量发展等方面畅谈了返乡的所见、所思、

所感。在故乡的“变与不变”中，探讨延

续春节消费强劲复苏之势、推动城乡高

质量发展的思考与建议。透过来自祖国

各地的春节返乡观察，我们梳理出了“烟

火气再度回归”“家乡变化巨大”两个返

乡观察高频词。

“烟火气”升腾前行信心

“浓浓的烟火气”是回乡的记者们

对今年春节的一致感受。各地聚人气、

汇商气、升腾烟火气的景象也体现在本

报记者采写的多篇“新春走基层”稿件

中：在山西阳泉，“阳泉记忆·1947”文

化园开展丰富多彩春节活动，市民文旅

消费热情愈发高涨，各大商圈人气满

满；在广东开平，今年1月10日试运营

的赤坎华侨古镇在春节黄金周期间总

游客量达21.8万人次，大年初四单日游

客量超 4.4 万人次；在山东东营，2023

年首届迎春灯会于1月23日在垦利水

语小镇绚丽上演，第一天就吸引游客近

万人……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指出，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

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

做好工作。今年春节的“烟火气”，也升腾

起了对未来的发展信心。

在万家团圆之际，许多保障部门坚

守岗位，众多志愿服务人员步履不停，

不少重点项目加速冲刺，都在为新一年

的发展信心加码。本报记者在返乡过

程中，也不忘把采访的笔头和镜头对准

当地坚守工作的“逆行者”们：河南兰考

县委成立的“平安来敲门”基层服务工

作领导小组，在春节期间挨家挨户帮助

孤寡独居老人贴春联；北京南磨房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为了照顾年老的“阳康”

患者，春节期间坚持开放康复病房；中

石油大庆石化塑料厂高压聚乙烯联合

车间生产一班班长艾铁锋度过第35个

“工作岗位上的春节”；江西井冈山重大

项目施工现场一派忙碌景象，广大建设

者坚守施工一线，春节不停工，建设“加

速跑”……

3年来，各地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抓好“六稳”“六保”

工作，许多市场主体创新提质，齐心合

力共渡难关，守得云开见月明。家在江

西鹰潭的记者回乡发现，鹰潭市月湖区

与杭州的一家养老服务企业合作，发挥

政府“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作用，创

建“党建+嵌入式居家养老”模式，在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开展了颇有成效

的探索。

变化中体现长久努力

座谈会上，“家乡变化巨大”被返乡记

者频频提及。大家欣喜于故乡的新风貌、

新变化，也感叹于城市发展背后的统筹

努力。

城市风貌焕然一新、交通体系“提速

换挡”……变化中，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有

序推进。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新乡召开
春耕化肥供需形势调研现场会
本报讯 记者张洽棠报道

近日，为做好春耕化肥保供

稳价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

经贸司在河南新乡组织召开

了春耕化肥供需形势调研现

场会。有关部门、相关地方发

展改革委、化肥行业商协会、

化肥产业骨干企业等50余位

代表参加会议。

全体会议环节，氮肥、磷

肥、钾肥、农资流通等行业协会

分别介绍了化肥行业运行情况

和春耕期间化肥供需形势，河南

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

司、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农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等重点企业代表分别介绍了各

自生产经营情况，黑龙江、河

南、湖南、青海等4省分别围绕

化肥保供稳价、春耕备肥、储备

管理、增产调运等工作分享了

化肥工作成效和经验。与会同

志深入交流春耕期间化肥保供

稳价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提出

了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意见

建议。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农业部、供销合作总社等有

关部门分别介绍了各自职责范

围内化肥工作开展情况和下一

步工作考虑，明确了工作要求。

现场调研环节，参会代表

赴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

实地参观化肥生产线、智能温

室大棚、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

智能终端配肥站等设施，并走

访中农集团当地化肥储备库、

基层供销组织、博远农业发展

专业合作联合社等单位，实地

查看了农作物墒情和春耕备

肥情况。

化肥是粮食的“粮食”，化

肥供应充足和价格基本稳定

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

基础。从调研情况看，当前化

肥供需基本面好于上年同期，

氮磷肥供应充足，钾肥供需紧

张情况趋于缓解，做好春耕期

间化肥保供稳价工作具备较

好基础。

内蒙古计划总投资超3万亿元
推进重大项目3168个

本报讯 记者梁喜俊报道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计划实施

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

业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3168

个，总投资3.2万亿元，年度计

划完成投资7739亿元，较去

年增加1403亿元。其中，总

投资100亿元及以上项目52

个，较去年增加了11个；50亿

元~100亿元项目98个，较去

年增加了45个。

从投资类型看，今年内蒙

古自治区政府投资项目1077

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364

亿元，较去年增长166亿元。

企业投资项目2091个，年度

计划完成投资6375亿元，较

去年增长1237亿元。两类项

目年度计划投资额均实现了

稳步增长。

从建设性质看，今年内蒙

古自治区新建项目1592个，

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4118 亿

元，较去年增加 875 亿元。

续建投资项目1576个，年度

计划完成投资3621亿元，较

去年增加528亿元。新建项

目年度投资计划超过了续建

项目。

最新调度显示，截至1月

底，内蒙古自治区重大项目完

成建设投资234.8 亿元。全

区上下变“猫冬”为“忙冬”，主

动服务、靠前服务，各级审批

人员主动帮企业跑手续，全力

以赴推动重大项目前期工

作。截至1月底，1592个新

建重大项目中，已全部办结项

目972个，办结率61％，较去

年同期提高了31个百分点。

新 春 新 气 象 乘 势 再 出 发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春节返乡观察

广州广州：：出境团队旅游业务复苏出境团队旅游业务复苏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关于试点恢

复旅行社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出

境团队旅游业务的通知》显示，2月6日

起，试点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

业经营中国公民赴 20 个国家的出境

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暂停了

3年的旅行社出境团队旅游正式重启。

日前，在以出境游业务知名的广州广之

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各线下销

售网点，咨询出境游的旅客明显增多。

该旅行社继2月6日首发赴泰国、柬埔

寨、迪拜、埃及旅游团之后，于10日首发

赴肯尼亚旅游团。图为广之旅国际旅

行社的首个赴泰国旅游团在广州白云

国际机场出发。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横 琴 粤澳深度合作 区
首 部 综合性法规出 台

本报讯 记者程晖报道

2 月8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表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发展促进条例》已由广东省

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3年

3月1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副主任余建红介绍，《条例》

按照“能放尽放、应放尽放”的

原则，建立放权赋能长效机

制，最大限度赋予合作区改革

发展自主权。

据了解，《条例》是引领和

保障合作区建设的首部综合性

法规，共八章66条，对合作区

治理体制、规划建设与管理、促

进产业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

活就业、推动琴澳一体化发展

和法治保障等方面作出规定。

余建红说，《条例》紧扣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

体方案》设定的目标任务，聚

焦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主题主线和琴澳一体化发展

目标，着力推动澳人澳资澳企在

合作区加快聚集发展，凸显合

作区服务澳门的初心使命。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朱伟表示，《条例》将《总体

方案》关于推进合作区建设的

决策部署转化为法律规范，为

合作区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有

利于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稳

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

委会副主任吴子健表示，对于

《条例》中已明确的内容，合作

区将按照《条例》规定严格落

实；对于便利澳门专业人才在

合作区执业，便利澳门居民在

合作区生活就业等方面内容，

合作区将推动出台“小切口”法

规予以落地；对于推动合作区

高端制造、中医药、大健康、文

旅会展、商贸、金融等产业发展

方面，合作区将加强制度性安

排，加快落地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