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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段文轩的出生医学证明不

慎丢失，编号：R410595962，出生时

间：2017年 12月 16日，声明作废。
2024 年 1 月 19 日

●杨佳燃的人民警察证不慎
丢失，证号：170978，声明作废。

2024 年 1 月 19 日

公 示
������按照 2023 年度新闻记者职业
资格考试相关要求， 周口日报社
将 2023年度记者职业资格考试合
格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接受社会
监督。 公示日期 ：2024 年 1 月 19
日至 2024 年 1 月 26 日，监督举报

电话：0371-61680129。
杜林波、张旭、刘伟、王松涛、

李帅、轩洋、杜营营。

周口日报社

2024 年 1 月 19 日

十组税收大数据折射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新华社记者 申铖 韩佳诺

税收数据是反映经济发展形势

的一张“晴雨表”。 透过国家税务总
局 18 日发布的十组税收大数据可
以看出 ，2023 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扎实推进。

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税收服务

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税
务总局新闻发言人黄运介绍了十组

税收大数据。
数据一 ： 企业创新投入持续加

力， 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同
比增长 13.6%。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
数据显示，2023 年前三季度，全国企
业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

1.85 万亿元， 其中制造业企业受益
最广， 享受加计扣除政策金额占比
为 58.9%。

数据二：创新产业加快成长 ，高
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3 年，高技
术产业销售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占
全国企业销售收入比重较 2022 年
提高 0.5 个百分点， 且逐年提升，反
映近年来创新产业产出成效显著。

数据三：高端制造创新突破 ，装
备 制 造 业 占 制 造 业 比 重 提 高 至

44.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2023
年， 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4%，较制造业平均增速高 2.9 个百
分点 ，占制造业比重较 2022 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 其中电动载人汽车 、
锂离子蓄电池、 太阳能电池 “新三
样” 产品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合计同
比增长 22.4%。

数据四：数实融合加快推进 ，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占全部销

售收入比重达 12.1%。 增值税发票
数据显示，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7%，较 2022
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 ； 全国企业采
购 数 字 技 术 同 比 增 长 10.1% ，较
2022 年提高 3.2 个百分点 ， 反映数
实融合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 、 产业
数字化进程。

数据五 ： 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
加快， 省际贸易额占全国贸易总额
比重提高至 42.7%。增值税发票数据
显示，2023 年，衡量国内各省之间贸

易联系紧密度的省际间贸易额同比

增长 5.9%， 占全国总贸易金额比重
较 2022 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 而且
呈逐年提升的态势， 反映经济内循
环更加顺畅。

数据六 ： 三大动力源地区带动
作用增强， 销售收入占全国比重提
高至 54.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2023 年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三
大动力源地区经济总体呈现较快发

展态势 ， 销售收入合计同比增长
5.4%， 占全国销售收入比重较 2022
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

数据七 ：产业绿色转型持续推
进 ，高耗能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降
至 30.7% 。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
2023 年 ，工业企业绿色化投入增长
较快 ，购进环保治理服务同比增长
17.7%。 同时 ，高耗能制造业占制
造 业 比 重 较 2022 年 下 降 1 . 5 个
百分点 。

数据八 ： 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
稳定增长 ，享受递延纳税的再投资
金额达 1412 亿元 。企业所得税申报

数据显示 ，2023 年 ， 外资企业境外
投资者享受递延纳税的再投资金

额同比增长 0.8% 。 自 2018 年实行
外商利润再投资暂不缴纳预提所

得税优惠政策以来 ，外商累计享受
递延纳税的再投资金额已达 6603
亿元 。

数据九：消费活力不断释放 ，商
品和服务消费增长均在 10%左右 。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3 年，商品
消费和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 11.4%和 9%。 其中，服装、化妆
品 零 售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8.3% 和
14.5%；游乐园、住宿服务、餐饮服务
增长较快，增速分别为 69.5%、26.3%
和 19.6%。

数据十：社会保障更加有力 ，社
会保险费收入突破 8 万亿元 。 税务
部门数据显示，2023 年，社会保险费
收入达 8.2 万亿元，缴费服务人数超
过 13 亿，有效助力具有鲜明中国特
色、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

（新华社北京 1 月 18 日电）

“消费马车”跑起来内需潜力放出来
新华社记者 王悦阳

国家统计局 17 日发布最新数
据显示，2023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471495 亿元， 比上年增长
7.2%，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 82.5%，比上年提高 43.1
个百分点。 消费成为带动经济恢复
的重要力量。

2023年，“消费复苏” 成为热词。
从盛夏淄博烧烤“一座难求”到隆冬
“南方小土豆”勇闯哈尔滨，从排起长
队的餐饮门店到电影票房刷新最快
破百亿元纪录……“消费马车”疾驰，
展现中国大市场的活力。 数字消费、
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快速发展，智能
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

消费热点不断升温，“消费马车”结构
升级，彰显中国经济的韧性。

“消费马车”热点亮点多，得益于
中国 14亿多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强
力支撑。 无论是“刚去黑龙江滑雪，又
到海南冲浪”“春去福建学簪花，秋到
新疆玩自驾”，还是“特种兵式旅游”、
探索未知街巷的城市漫步，人们对于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蕴藏着不容
小觑的消费能力。 另一方面，超大规
模市场是技术创新的肥沃土壤。 2023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 900
万辆，连续 9年全球第一，我国大量
新能源汽车用户数据不仅成为企业
研究的基础，也提供了车企引领科技

前沿方向的底气。“新供给”的不断涌
现，培育消费新增长点，释放超大规
模市场的更多潜能。

着眼长远， 还需继续加快培育
完整内需体系。 一系列促消费政策
对稳定消费市场、 促进消费恢复起
到积极作用； 新业态新模式的健康
发展， 为恢复和扩大消费拓展新空
间。 也应该看到，消费意愿与居民收
入关系密切，预期稳定、民生层面的
后顾之忧少， 消费潜能才能够被进
一步激发。 不断优化的消费环境、日
益完善的促消费的体制机制、 持续
提高的社会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水
平， 能够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

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障碍， 也是
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重
要前提和坚实保障。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 一头
连着千家万户。 超大规模市场消费
潜力大、韧性强、后劲足，锚定促消
费的“主引擎”，释放消费潜力、激发
消费活力， 将为中国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注入更多新动力。

（新华社北京 1月 18日电）

多部门联合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
新华社北京 1 月 18 日电（陈炜

伟 姜子琳）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等 7 部门 18 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强
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从
4 方面提出 11 条政策措施。 指导意
见提出， 引导高校通过新建、 改扩
建、修缮、装配化改造提升等多种方
式，补齐高校学生宿舍短板。

指导意见明确， 支持宿舍面积
缺口大、具备新建条件的高校，参照
《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 》（建
标 191-2018）新建一批学生宿舍。鼓
励新建宿舍参照本科生四人间 、硕
士研究生两人间、 博士研究生单人
间的标准规划建设。 引导地方政府
优化利用闲置资源， 为高校学生宿
舍 “拆旧建新 ”、改造翻新提供周转
住房。 指导资源缺口大且新建难度
较大的高校，对校内招待所、培训中
心等具备住宿功能的用房进行改造

利用。 鼓励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学校
周边的人才公寓、 商住楼等社会用
房，补充宿舍资源，并按照校内同等
标准，加强配套服务管理。

指导意见提出， 合理调整宿舍
收费标准。 按照公益性原则及规定
程序， 综合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 学生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和高
校学生宿舍维护运行成本等因素 ，
稳妥推进高校住宿费标准动态调

整，建立合理成本分担机制。 对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 按规定落实好资助
政策，保障基本学习生活需求。

指导意见明确， 推动招生计划
与宿舍面积挂钩。 引导高校健全基
本办学条件与发展规模相适应的长

效机制， 推动高校招生计划安排与
宿舍面积达标挂钩， 将高校学生宿
舍达标情况作为招生计划安排的重

要参考因素。 对学生宿舍面积总量
缺口大、学生反映强烈的高校，原则
上不得新增安排招生指标， 问题突
出的要压缩招生指标。

指导意见还提出，优化学生宿舍
功能设置，加强空间共享和复合利用，
将党建、学习、休闲、娱乐、健身、社团
活动等空间与学生宿舍同步规划、同
步建设，科学配置消防设施设备。

心之所向，星河万里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宋晨 袁睿

�1 月 17 日晚，文昌航天发射场，
巨大的轰鸣声划破寂静的夜空。 椰
林和大海被映得亮堂堂， 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拖着橘红色的尾焰， 仿佛
一条巨龙， 托举着天舟七号货运飞
船飞向云霄。

“太震撼了！”“祖国加油！”“中华
腾飞！ ”……

火箭渐渐消失在苍穹深处，人群
的欢呼声仍久久回荡。

本应是万籁俱寂的夜晚 ， 却被
“追火箭”的热情点燃。 这场“海天协
奏曲”仿佛并不急于画上“休止符”，
人们的心随着天舟七号，奔赴星辰大
海，逐梦银河九天。

测发大厅内，工作人员们仍在密
切关注着火箭的状态。 约十分钟后，
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

道， 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大厅里再次爆
发出掌声。

带着来自地球家园的问候，天舟

七号飞向中国空间站，为航天员们送
去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
（试）验装置等物资，并为神舟十七号
航天员乘组送去龙年春节的“年货”。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

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 4 次发
射任务，也是今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的第 1 次发射任务。后续还将发射神
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天舟八号货运飞
船、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

“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但是激动
过后我们还是要平复心情，投入到后
续的高密度任务中去。 ”文昌航天发
射场科技人员张青说。

成功发射的背后，离不开无数航
天人日复一日的付出与坚守。 解锁 3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提升装载空
间和装载重量、搭载多个科学载荷支
持后续空间探测……天舟七号的每
一个细节， 都凝结着航天人的心血，
更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梦想。

“我们将牢记使命、再接再厉，为

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再立新功。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专家
李智勇说。

航天发射场外的龙楼镇和淇水

湾海滩， 早在发射前近 6 个小时，游
客已接踵而至。他们有的身着航天文
化衫，有的脸涂航天彩绘，早早找到
观看的最佳视角，等待“太空快递员”
一飞冲天。

“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的时候 ，
我还是个娃娃，现在咱都可以往自家
的空间站送物资啦！ ”一位年长的游
客激动地说。

“我和长征七号是‘老朋友’啦！ ”
发射结束，第 3 次到文昌的摄影爱好
者李智鑫一张一张遴选着照片，“希
望中国航天越来越棒，精彩的大片越
来越多！ ”

从发射场内到发射场外，记者目
之所及，处处是振奋喝彩、激情澎湃。
飞天梦永不失重， 科学梦张力无限。
航天梦的种子一经播撒，必将迸发出

想象不到的惊喜。
在发射现场，很多中小学生争先

恐后向记者表达自己的感想：
“像做梦一样， 书本里的知识都

来到了眼前！ ”
“太伟大了！ 长大后我也想当航

天员！ ”
“用智慧和汗水打造梦想飞船 ，

就一定能够迎来发射时刻！ ”
作为年度主题课程群实践活动

的一部分，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组织
师生到文昌现场观看发射。 校长窦
桂梅表示， 要用知行合一的科学教
育激励年轻一代仰望星空、 脚踏实
地， 把对中国航天人的致敬化为目
标、变为行动。

中国航天要继续飞出 “新高度”
———走出发射场时，科技工作者们的
话语犹在耳边，记者不禁又一次抬头
望向苍穹。

心之所向，星河万里！
（新华社海南文昌 1月 18日电）

俄方表示将在所有领域与朝鲜发展关系
新华社莫斯科 1 月 17 日电

（记者 赵冰）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 17 日说 ， 俄罗斯将在所
有领域与朝鲜发展关系 ， “包括在
敏感领域”。

据塔斯社 17 日报道， 俄总统普
京 16日与到访的朝鲜外务相崔善姬
举行会晤， 双方讨论了双边合作、朝
鲜半岛局势等问题，并就最紧迫的国
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援引佩斯科
夫的话说，朝鲜是俄罗斯非常重要的

合作伙伴，“我们的目标是在所有领
域发展关系，包括在敏感领域”。

俄外交部网站 16 日发布通报
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与崔善姬举
行会谈。拉夫罗夫在会谈开始前的致
辞中表示，双方将继续就朝鲜半岛和
整个东北亚局势进行对话，俄方坚持
全面、 公正解决现有问题的原则立
场，一贯主张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
情况下推动谈判进程，以实现整个东
北亚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1 月 17 日， 在位于淳安
县浪川乡的芸卉服饰共富工
坊内，工人们在加工服装。

近年来，浙江省淳安县浪
川乡积极推进党建引领“共
富工坊”建设，积极培育共富
带头人， 全面夯实强村富民
产业基础，发展来料加工式、
电商直播式、农旅融合式、产
业赋能式等不同形态的共富
工坊。 目前，浪川乡已利用农
村党群服务阵地、 闲置房屋
土地等建成共富工坊 14 家，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低收
入农户就近就业 810余人，带
动农户增收。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共共富富工工坊坊””助助力力山山乡乡百百姓姓共共富富

甘肃临夏：市场物资供应充足
1月 17日，在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一名超市售货员整理水果。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积石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行动，保供

稳价，维护市场秩序，助力全县农贸市场、超市等经营场所复商复市，满足
百姓的生活物资采购需求。 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 摄

天鹅舞动黄河兰州段
1 月 17 日， 天鹅在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达川镇境内的黄河兰州段

飞翔。
近期， 一批迁徙的天鹅飞抵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达川镇境内的黄河

兰州段三河口处栖息越冬，为冬日黄河增添生机和灵动。
新华社记者 范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