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010040 邮箱：qxxw2004@163.com 广告公司电话：（0471）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471）6635955 广告许可证：内市监广登字［2020］01号 本报（呼和浩特）由内蒙古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责任编辑：德格吉日呼 版式策划：王宝林 制图：王涛

2024年10月13日 星期日4 要闻

这是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大岗山水电站大坝全貌（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2 日电 （记
者 樊曦）金秋时节，湖北荆门。襄荆
高铁陈家湾特大桥建设现场机械轰鸣，
200 多名中铁十五局建设者穿梭忙
碌。目前，该项目已进入无砟轨道施工
阶段。襄荆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是

“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之一呼南通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铁路项目建设
持续推进，取得新进展。记者从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前三季度，
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建设，充分
发挥铁路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有效带
动作用，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612亿元、同比增长 10.3%，投产铁路
新线 1820公里，其中高铁 1210公里，
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
支撑。

近期，一批铁路项目开通运营：龙
岩至龙川高铁梅州西至龙川西段投入
运营，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 16万公
里；宣绩高铁建成通车，长三角城际轨
道交通网又添一条骨干线路；渝昆高铁
渝宜段开通运营，重庆西至宜宾站最快
48分钟可达。

与此同时，国铁集团聚焦联网、补
网、强链，科学调配建设资源，优化施工
组织安排，强化安全和质量控制，优质
高效推进铁路规划建设。

在贵州，由中铁二十三局承建的黄
百铁路贵州段最长特大桥——羊架河
特大桥进入墩身施工阶段。羊架河特
大桥是贵州段重难点工程，全长约
2428 米，全桥最高墩高达 117 米。在
浙江，由中铁十六局参建的杭州至德清
市域铁路建设顺利推进。针对项目所
处地域多为河网密布的冲湖积平原区
的特点，施工团队加大技术攻关，有效
解决软土地基凹陷难题。在安徽，由中
铁十四局承建的沪宁合高铁二郎隧道
已进入最后掘进阶段，计划于今年 11
月贯通。二郎隧道贯通后将成为沪宁
合高铁安徽段首座贯通的隧道，为后续
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主动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优质高效推进重点工程
项目，全面提升建设管理水平。”国铁集
团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做好在
建项目施工组织，加快重点项目前期工
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铁路建设任务。

今年前9月我国铁路建设取得新进展

新华社兰州 10 月 12 日电 （记
者 王明玉 范思翔）全国工商联 12
日在甘肃兰州发布“2024中国民营企
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
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
司位居前三。

据介绍，今年是全国工商联组织开
展第 26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
9642家2023年营业收入5亿元以上的
企业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
业为“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根据调研结果，2023年，民营企业
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1.91万亿元，户
均 838.22亿元，较上年增长 5.22%；资
产总额 49.85 万亿元，户均 996.94 亿
元，较上年增长 7.64%；税后净利润
1.69万亿元，户均33.85亿元，较上年增
长2.97%。

在产业结构方面，民营企业500强

更加专注实业，制造业企业数量占500
强比例为 66.40%，占比连续 3年实现
提升。500 强企业加快数字化、绿色
化转型发展，60%以上的企业通过应
用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依托专业数字
化服务商、推进智能制造等途径实施
数字化转型。

在创新能力方面，民营企业500强
中实际填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 1.05
万亿元，研发人员总数102.38万人，平
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2.66%。500 强
企业拥有 66.67万件有效专利，较上年
增长9.39%。

此外，民营企业500强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纳税总额达 1.29万亿元，较上
年增长 3.11%；在民营企业 500强中，
67.00%的企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
动，助力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国工商联发布“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新华社南京 10 月 12 日电 （记
者 陈圣炜）记者 12日从中国中车了
解到，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最大功率漂
浮式风电机组“启航号”，日前在江苏省
盐城市射阳县成功下线。

据了解，该风电机组功率等级达到
20兆瓦，是全球功率最大的漂浮式风
电机组。风轮直径达260米，扫风面积
53100平方米。单机年输出清洁电能
可达6200万度，能满足约3.7万户家庭
一年的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约燃煤 2.5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2万吨。

此外，半潜式漂浮平台加系泊系
统技术的设计，可将风力发电的疆域
拓展到更为广阔的深蓝远海。据介
绍，该风电机组还运用了多种智能控
制、智能传感等技术，可实现实时监
控，运行更稳。

“传统的海上风机是安装在相对固
定的基础上，漂浮式风机会增加额外的
自由度，风机平台会随着波浪摆动。目
前来看，漂浮式风电是代表未来风电发
展的重要技术方向。”中车启航新能源
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靛说。

全球最大功率漂浮式风电机组在江苏下线

林果产业促振兴
10月 12日，在沂源县中庄镇，果农在采摘苹果。金秋十月，地处沂蒙山腹

地的山东省沂源县 75 万亩林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果农抢抓农时进行采摘。近
年来，当地发挥林果产业优势，围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推进乡村
振兴。目前，沂源县已建设农业示范园区 50 余处，培育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
业 34家，累计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 134个。 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2日电 （记
者 李春宇）2024 国际冬季运动（北
京）博览会11日至 13日在北京首钢园
区举办，《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2024）》在会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
冰 雪 产 业 规 模 预 计 2025 年 将 达 到
10053亿元。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举
办有力促进我国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
发展，“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为
现实。报告指出，我国冰雪产业规模从
2015年的 2700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
9700 亿元，预计 2025 年将突破万亿
元，展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

根据报告，中国冰雪产业呈现新态
势——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消费需求
将趋向多样化、冰雪产业链将不断完

善。冰雪产业将由技术创新持续推动
转型升级，从区域竞争逐步转向区域协
同，更加重视可持续发展。“冰雪+”将
推动跨界深度融合，冰雪装备出海将成
为常态。

数据显示，2023-2024冰雪季，我国
冰雪休闲旅游人数超过3.85亿人次，预计
该数据在2024-2025冰雪季有望突破5
亿人次。滑雪、冰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
等运动项目广受欢迎，冰雪观赏体验、陆
地冰雪运动持续激发大众参与热情。

2025年2月，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
会将在黑龙江哈尔滨举办。报告指出，近
年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第十四届
全国冬季运动会等大型冰雪赛事的接连
举办，将持续带动中国冰雪产业高速增
长，展现文旅消费火爆的冰雪“热”现象。

预计2025年中国冰雪产业规模将突破万亿元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叶含勇
卢宥伊

千河之省四川，有三条大河尤为
令人瞩目：从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天
然落差5100米的金沙江、3830米的雅
砻江、4175米的大渡河，自西北而东南
奔流千里，沿途通过水轮机，将巨大势
能转化为丰沛电能，成为纵贯四川的

“水系三环”。
全球12大水电站，中国有5座，金

沙江独占其 4，雅砻江、大渡河上也有
多座“世界水电之最”。四川水电装机
接近1亿千瓦，全国每100度水电就有
30度出自于此。四川年发电量的三分
之一用于“西电东送”。

占据四川 80%水能资源的“水系
三环”流域，还蕴藏着得天独厚的风能
和太阳能资源。随着“风光”技术的快
速发展，四川迎来发展清洁能源更广
阔的新天地。

2023 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
川考察时强调，要科学规划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促进水风光氢天然气等多
能互补发展。

在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加快
能源绿色转型、促进形成新质生产力
的浪潮中，四川“水系三环”正变身为
新能源时代的“超级充电宝”。

大河上下：水风光协同
“起舞”

翻越海拔 4200 多米的折多山垭
口，记者来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
江县，透过车窗向外望去，雅砻江在陡
峭的山谷中奔腾。

穿过隧道，一座雄伟的大坝迎面
而来。这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百万千瓦
级水电站——两河口水电站，库容108
亿立方米，相当于770个西湖。

“超大库容可以将丰水期富余的
水能‘储存’起来，留到枯水期向下游

‘释放’。”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郭绪元说，这个水库可为雅
砻江中下游、金沙江下游和长江干流
的水电站增加平枯期年发电量约 342
亿度，是两河口水电站自身发电量的
3倍。

上游大库容水电站“丰蓄枯用”，
可以调节不同季节的水资源平衡；加
上光伏发电的互补协同，这块巨型“蓄
电池”的调节能力持续“进化”。

50公里外，海拔4600米的扎拉托
桑山上，超过 200 万片光伏板覆盖群
山、随势起伏。这是全球最大、海拔最
高的水光互补电站——柯拉光伏电
站，其规划装机容量达 3吉瓦，生产的
电能通过 500千伏输电线路接入两河
口水电站。

“日照好的白天，光伏发电可以直
接供给电网或用于抽水蓄能；晚上或
恶劣天气时，水电站释放蓄水发电，熨
平电力波动。”两河口水电厂副厂长王
文松说，风电水电互补，可确保输出电
能充沛、均衡、稳定。

在雅砻江流域，风能、太阳能资源
超过 6000万千瓦，是世界最大的绿色
清洁可再生能源基地。根据规划，该
流域将建设 8座抽水蓄能电站、16个
风电场、40个光伏电站，建成后年均发

电量约 2000亿度，约等于两个成都市
一年的用电量。

在金沙江上游，装机量330万千瓦
的光伏电站群正在海拔近 5000 米的
高原上建设。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汪良说，金沙江上
游未来将建成总规模超 5000 万千瓦
的零碳国家水风光一体化示范基地。
在金沙江下游，凉山“大风车”一年转
出117亿度绿电。

在大渡河，一个设计规模超 7000
万千瓦的水风光一体化集群也在加快
推进。

2023年，四川风电、光伏装机迅猛
增长，新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达97%，总
量突破 1300万千瓦，与世界第四大水
电站——溪洛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相
当。同时，氢能、天然气等能源开发势
头正旺，全域多能互补格局逐步形成。

大河奔流：“绿产业”
动力澎湃

1台机组转1个小时发电100万度！
这是金沙江下游白鹤滩水电站百

万千瓦水电机组的运行效率。这样的
机组，白鹤滩一共有16台。

1912年，中国建成的第一座水电
站使用的是两台国外研制的 240千瓦
机组；1949年底，全国水电装机容量仅
36万千瓦，机组全来自国外。

乘风破浪，中国企业加强自主创
新，清洁能源装备水平不断实现突破。

“单台机组容量不断扩大，三峡70
万千瓦，溪洛渡 77万千瓦，向家坝 80
万千瓦，白鹤滩100万千瓦！”中国东方
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培根说，
经过不懈努力，中国水电人在大河之
上登顶“水电珠峰”。

“单台机组高50米，重8000多吨，
每分钟转111圈，整体摆动小于一根头
发丝。”三峡集团白鹤滩工程建设部党
委书记何炜说，设计“零疑点”、制造

“零缺陷”、安装“零失误”，确保了百万
机组的最优运行效率。

能源装备的进步是“水系三环”赋

能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该流域，
更多绿色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呈现勃发生机与无限可能。

0到1013亿元！
这是“长江首城”四川宜宾动力电

池产业 2019 年至 2023 年的产值变
化。2024年 1至7月，宜宾动力电池产
业继续突进，实现产值544.94亿元。

三江汇流处，产业动力足。“宜宾
动力电池销量占全国 15%，配装的新
能源汽车畅行全球。”宜宾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局长杨炯说，得益于丰沛的清
洁能源，当地动力电池产业已建成4家

“零碳工厂”。
大河为依，绿能满格。
金沙江与雅砻江交汇处的攀枝

花，苦练“氢”功，致力于打通氢能“制
—储—输—用”全产业链；还以世界第
三的钒储量，瞄准“中国钒电池之都”
积极进发。

大渡河、青衣江与岷江交汇处的
乐山市，是中国多晶硅主要生产基地，
全球光伏十强企业中已有 5户在此扎
根，高纯晶硅产能稳居全球第一方阵。

“水系三环”驱动的，何止是四
川。以三条大河为代表的四川江河持
续赋能，也成为长江经济带源头的巨
大能源基地。

跨越千山万水，特高压线如高速
公路贯通长江经济带。沿白鹤滩—江
苏±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蜀水汇
聚的电能7毫秒内“闪送”至2000多公
里外的江南。

“西电东送”有效缓解了东部地区
电力供需矛盾，西部清洁能源支撑东
部绿色产业腾飞。江苏常熟高新区距
离虞城换流站不到 8 分钟车程，已形
成汽车产业创新集群，作为江苏首批
碳达峰碳中和试点园区，这里焕发强
劲活力。

大河激荡：“充电宝”
提质增效

寒露已过，川西仍是多雨天气，江
河奔涌不息。

这个夏秋之交，四川盆地经历了
12次高温红色预警和持续的高温天气，
最大用电负荷5次创新高，其中8月22
日达到历史最大负荷6929万千瓦。

作为清洁能源大省，在高温极端
天气频发、用电负荷阶段性猛增，以及
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量持续增加的背景
下，四川电力供给仍然面临不小挑战。

肩负建设国家发展战略腹地使
命，构建充足稳定、安全可靠的能源保
障“硬支撑”，是四川的必答题。

今年入夏前，四川加快电源电网建
设，加强水库蓄能、电煤库存以及省外购
电，三项指标均达历史同期最高，为应对
极端高温天气下的电力负荷奠定基础。

同时，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
局会同相关方面及时出台需求侧市场
化响应政策，全省建立 800万至 1100
万千瓦的需求响应资源库，构建 11亿
元左右的需求响应补偿资金池，更好
促进虚拟电厂有效发挥作用。通过市
场化方式，结合政府主导协调、企业平
台邀约和市场化运作，有效覆盖全省
电力缺口，强化全社会用电保障。

当前，浩荡川江正由水电外送大
基地，转变为中国西部水风光“清洁能
源立体主枢纽”。面对电力供给的结
构性短板，四川还不断优化省内、省际
电力“公路网”。

“2023 年起，四川以 1000 千伏特
高压交流工程为骨干、500千伏省内环
网为支撑、外电入川通道为补充，加快
构建西南立体枢纽大电网。”国网四川
省电力公司董事长衣立东介绍，一年
半来，四川城乡各级电网供电能力提
升1500万千瓦。

“‘水风光一体化’发展是四川提升
电力供给韧性的机遇。”四川大学电气
工程学院教授刘友波说，四川既要在技
术层面实现水风光互补发展，又要构建
灵活高效的市场交易体系，确保顶峰调
峰能力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在大潮中激浪，在发展中奋进。
“水系三环”波涛奔涌、风光无限，正在
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
动力。 （新华社成都10月12日电）

大 河 赋 能 记
——四川“水系三环”变身“超级充电宝”

□新华社记者 申铖 王雨萧
韩佳诺

9月 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提出，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
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在 10月
12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财政部
负责人介绍了“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
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
情况，明确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
有针对性增量政策举措。

较 大 规 模 置 换 存 量
隐性债务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事
关发展和安全，事关财政可持续发展。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2024年
以来，经履行相关程序，财政部已经安
排了 1.2 万亿元债务限额支持地方化
解存量隐性债务和消化政府拖欠企业
账款。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化债压
力，除每年继续在新增专项债限额中
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债券用于支持化
解存量政府投资项目债务外，拟一次
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
府存量隐性债务，加大力度支持地方
化解债务风险。

“相关政策待履行法定程序后再
向社会作详尽说明。”蓝佛安说，这项
即将实施的政策，是近年来出台的支
持化债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这无疑
是一场政策及时雨，将大大减轻地方
化债压力，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发展

经济，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巩固基层
“三保”。

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
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是服务实体经
济的主力军，也是维护金融稳定的压
舱石。资本是商业银行持续经营的

“本钱”。“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认为，有
必要通过适当方式，支持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进一步增加核心一级资本。”财
政部副部长廖岷说。

廖岷称，财政部将坚持市场化、法
治化的原则，积极通过发行特别国债
等渠道筹集资金，稳妥有序支持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进一步增加核心一级资
本。财政部已会同有关金融管理部门
成立了跨部门工作机制。目前，正在
等待各家银行提交资本补充具体方
案，各项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政策组合拳支持推动
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聚焦房地产领域，廖岷表示，下一
步，将坚持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
质量，积极研究出台有利于房地产平
稳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是允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
备，支持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券回收
符合条件的闲置存量土地，确有需要
的地区也可以用于新增的土地储备项
目。“这项政策，既可以调节土地市场
的供需关系，减少闲置土地，增强对土
地供给的调控能力，又有利于缓解地
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和债务

压力。”廖岷说。
二是支持收购存量房，优化保障

性住房供给。用好专项债券来收购存
量商品房用作各地的保障性住房；继
续用好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三是及时优化完善相关税收政策。
抓紧研究明确与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
住宅标准相衔接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
政策。下一步，还将进一步研究加大支
持力度，调整优化相关税收政策。

“我们将持续加强财政政策与其
他政策的协调，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
动，加强新老政策的衔接，打好组合
拳，坚定不移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
稳。”廖岷说。

针 对 学 生 群 体 加 大
奖优助困力度

为支持学生安心求学、成长成才，
我国已建立政府主导、学校和社会积
极参与的全方位资助体系。财政部副
部长郭婷婷介绍，下一步，将会同相关
部门从奖优和助困两方面，分两步调
整完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

第一步，在 2024年推出四方面政
策措施。

一是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翻倍。
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名额，从每年6万
名增加到 12万名；硕士生国家奖学金
名额，从每年3.5万名增加到7万名；博
士生国家奖学金名额，从每年1万名增
加到2万名。

二是提高本专科生奖学金奖励标
准。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

从每生每年 8000元提高到 10000元；
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标准，
从每生每年5000元提高到6000元。

三是提高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
助标准。从 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平
均资助标准从每生每年3300元提高到
3700元。

四是加大国家助学贷款支持力度。
第二步，2025年提高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奖励标准。同时，还将提高普
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提高中
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并扩
大资助范围。

保 持 必 要 财 政 支 出
强度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保证必要
的财政支出。对此，蓝佛安表示，将从
有效补充财力、切实保障各项重点支
出、用足用好各类债务资金三方面着
力，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确保重
点支出应支尽支，发挥好财政逆周期
调节作用，推动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任务。

据了解，目前，增发国债正在加快
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也在陆续下达
使用。专项债券方面，待发额度加上
已发未用的资金，后三个月各地共有
2.3万亿元资金可安排使用。

“下一步，要研究扩大专项债券使
用范围，健全管理机制，保持政府投资
力度和节奏，合理降低融资成本，切实
推动高质量发展。”财政部副部长王东
伟说。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一揽子财政增量政策将推出，有哪些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