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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治水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关于治水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水是万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源。 治水

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国家统一兴盛至关重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

安的战略高度，从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

坚持民生为上、治水为要，明确“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治水思路，统

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

复、水环境治理，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不

断书写中华民族治水安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

习近平同志围绕治水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新时代新

征程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

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水文化， 促进 “人水和

谐” ，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

力的水安全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6个专题，共计297段论述，摘

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4年8月期间的报

告、讲话、演讲、致辞、回信、指示、批示等130多篇

重要文献。 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A股成交额超3.4万亿元

科创50指数涨逾17%

●本报记者 吴玉华

10月8日，A股市场放量上涨， 成交额

超3.4万亿元，单日成交额创历史新高。上证

指数涨逾4%，深证成指涨逾9%，创业板指

涨逾17%，科创50指数涨逾17%。 A股市场

超过5000只股票上涨，近800只股票涨停。

从盘面看 ，8日A股高开后下探回

升， 盘中创业板指涨幅一度不足8%，北

证50指数涨幅一度不足10%。 截至当日

收盘，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科

创50指数、 北证50指数分别上涨4.59%、

9.17%、17.25%、17.38%、24.71%， 分别报

收 3489.78 点 、11495.10 点 、2550.28 点 、

1023.97点、1098.43点，创业板指、北证50

指数单日涨幅均创历史纪录。

A股成交明显放量，成交额超过3.4万

亿元，其中沪市成交额为15105.13亿元，深

市成交额为19414.26亿元，均创历史新高。

此外，科创板成交额达2530.04亿元。 A股

市场共有5029只股票上涨，791只股票涨

停，下跌股票数量为291只。

科技、新能源、券商等板块爆发，煤炭

板块出现调整。 申万一级行业中仅有煤炭

行业下跌1.02%，其他行业板块全线上涨；

其中，计算机、电子、电力设备行业涨幅居

前，分别上涨13.23%、13.17%、11.94%。

从资金面看，Choice数据显示， 国庆

假期前的9月30日股票型ETF净流入超过

650亿元，A股融资余额增加459.35亿元，

两路资金合计加仓A股超过1100亿元。 10

月8日， 沪深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1812.34

亿元。

多组数据勾勒假日经济活力图景

●本报记者 王舒嫄

10月8日，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

示，国庆假日7天，全国国内出游7.65亿人次，

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5.9%，较2019年同期增

长10.2%。 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7008.17亿

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6.3%，较2019年同

期增长7.9%。

同日，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增值税发票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居民消费市场展现较强

活力， 消费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5.1%。

一组组数据折射出国庆假期居民消费需

求旺，消费市场活力足的图景。 专家表示，在

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支持下， 我国消费需求潜

力有望加快释放。

出入境游增长强劲

“国庆假期，我们一家去泰国游玩，结果

一到机场发现， 准备出境的人排成长队转了

几个弯儿。 ” 家住北京的韩女士，在机场感受

了国庆假期出境游的热度。

携程数据显示， 国庆假期日均出境游订

单同比增长3倍， 出境游市场家庭出游比例

由34%增长到37%。

与出境游相比， 入境游增长更为明显。

“国庆假期，入境游增速高于出境游，订单

量同比上涨60%。 ” 携程研究院高级分析师

周慧婕表示，入境游签证持续放宽和“China�

Travel” 风靡世界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来到

中国。

携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携程入境游日

均人次增长近80%， 超过50%的外国旅客在

中国停留超过7天。 其中，来自意大利、马来

西亚、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入境游旅客的日均

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倍。

出入境游市场增长强劲， 从整体数据亦

可以看出。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国

庆节期间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1309.8万人

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187.1万人次，同比

增长25.8%， 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

10月5日，达203.5万人次。

文旅消费多点开花

国庆假期，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沈阳市太

原街看到，纵横交错的街巷中、鳞次栉比的餐

馆里、密集分布的舞台前，处处挤满食客和观

众。诱人的味道与动感的歌舞交织，带给游客

们味蕾和视觉的双重享受。

这是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旺盛的一个缩

影。 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5天，餐饮堂

食消费日均值比2023年同期增长33.4%。

除餐饮外，文旅消费多点开花。据文化和

旅游部测算， 假日期间全国营业性演出4.43

万场次，同比增长14.5%；电影票房收入22.09

亿元，同比增长25.9%；观众1169.7万人次，同

比增长13.3%。

从多地陆续发布的文旅消费成绩单看，

不管是接待游客数量还是文旅消费收入，都

呈现恢复势头强劲的态势。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家洪勇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国庆假期，消费市

场展现出巨大的活力。 “众多消费热点涌现

不仅反映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下转

A02版）

国家发展改革委详解一揽子增量政策发力重点

明年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并优化投向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彭扬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10月8日在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和各部门、各地区一

起，全面贯彻、加快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打出一套“组合

拳” ，打通政策落实中的堵点卡点，扎实推动经

济稳定向上、 结构不断向优、 发展态势持续向

好，力争年内见到更多实效，也为明年“十四

五” 顺利收官乃至“十五五” 良好的开局打好

基础。

对于一揽子增量政策的主要内容， 郑栅洁

表示，包括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

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

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等五个方面。

强化政策工具协同创新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郑栅洁说，综合分析，

从发展态势看， 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市场潜力大、经济韧性强等有利条件没有改

变， 随着各项存量政策效应继续释放特别是增

量政策出台实施，近期市场预期明显改善，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回升较快，股票市场回

暖上涨，“十一”假期市场消费旺盛。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为5%，就业、物

价都保持了基本稳定。前三季度，我国经济仍然

能够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 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表示，随着党中央、

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落细， 特别是一

揽子增量政策效应不断显现， 发展的活力和动

力将进一步释放，市场信心将进一步增强，高质

量发展和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有条件、有能力，更有信心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预期目标任务。

加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是一揽子增量政策

的重要组成部分。郑栅洁表示，加大宏观政策逆

周期调节力度。 加强财政税收、货币金融、投资

消费、 收入分配等宏观政策的统筹协调和系统

集成，强化政策工具协同创新，把握好政策实施

的时度效，放大政策组合效应。要保证必要的财

政支出，加快支出进度，加大对经济发展的积极

促进作用；要加力支持地方开展债务置换，化解

债务风险。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实施有力度的降

息，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为经营主体投融资、 宏观政策实施等创造更好

的金融环境， 近期已经出台实施降准降息等政

策，其他金融政策也在积极推进。

“两重”建设将保持力度

谈及进一步扩大内需，郑栅洁表示，在消费

方面，重点是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促进

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实施提振消费行动。

在投资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苏社

介绍，将抓紧提前下达2025年部分“两重” 建设

项目的清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2025年还

将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并且优化投向，

“两重”建设仍将保持有力度的安排。拟在10月

底按程序提前下达1000亿元“两重” 建设项目

清单和100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所涉及

的项目已经经过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

认真筛选，符合投向、前期工作成熟、具备下达

条件，可以尽快在年内形成实物工作量。（下转

A02版）

■

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

力度，放大政策组合效应

■

研究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

支持范围

■

加快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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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改革潮头

三维度透视新国企新气象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资央企改革一路加速向前， 科技创新能力

加快提升、布局结构优化调整深入推进、中国特色

现代企业制度更加完善……

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激发着国资央企的

活力与竞争力：今年前7个月，央企战略性新兴产

业完成投资超1万亿元； 已累计完成28组50家企

业重组整合，新组建和接收央企15家。 截至2023

年底，央企资产总额达86.6万亿元，是2012年底的

2.8倍。

在新征程上， 国资央企紧紧围绕增强核心功

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

资本和国有企业，加快打造创新领先、功能突出、

治理高效、充满活力的现代新国企。

强化科技创新

国资央企改革，重在科技创新。

作为科技强国建设的骨干中坚， 国资央企把

科技创新作为头等大事， 全力锻造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

C919大飞机实现商业运营，嫦娥六号探测器

月背“挖宝” ，港珠澳大桥连通三地……在一次次

创新突破、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背后，是国资央企持

续向创新要动力的生动实践。

转换维度来看， 一个个关键核心技术正不断

取得突破。“历经二十载攻坚克难，公司研发团队

破解了柔性直流输电技术换流机理、 换流器多物

理场复杂应力调控、 海量复杂状态高速精准控制

保护等多项世界难题， 突破了柔性直流高压大容

量发展的技术瓶颈， 推动柔性直流换流器关键技

术发展和广泛应用， 并成功将技术带入了欧洲市

场，实现了我国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从无到有’

和‘换道超车’ 。 ” 国家电网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项项改革破除科技创新藩篱。“可考虑以科

技创新作为切入点，强化创新包容，对创新没有达

到预期目标的，即使只证明此路不通，也应予以肯

定。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宏志日前表示，国务院

国资委已经批复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共112个

项目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相关单位要

抓紧启动这项工作，尽快落实。（下转A02版）

力促稳增长

更多增量政策值得期待

数据来源/Choice�制表/吴玉华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韩景丰

25.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增值税

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消费相关

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5.1%

。各地通过打折让利、发放线

上团券等方式惠及消费者， 促进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

149.1%

， 其中冰箱等日用

家电、 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销

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0.8%

和

100.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