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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2日，李强在河内越共中央驻地会见越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

■李强12日抵达河内开始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当地时间 12日，李强在老挝总理府同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会谈
■当地时间 12日，李强在万象同老挝总理宋赛共同出席中国

政府援建老挝玛霍索综合医院大楼落成仪式
■丁薛祥12日在京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4年

年会并讲话
■韩正12日在京会见哥伦比亚外长穆里略 （均据新华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真正的大国重

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三峡工程的

成功建成和运转，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典范，是

中国人民富于智慧和创造性的典范，是

中华民族日益走向繁荣强盛的典范。

三峡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正持续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世界最大水利枢纽
工程建设完成

三峡工程拥有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

工程等 112 项世界之最，拥有 934 项发明

专利……俯瞰三峡双线五级船闸，一艘

艘货船正有序通过。

登上坛子岭，以最佳视角观赏三峡

工程全貌；站上 185 平台，俯瞰三峡大坝

横卧于长江，尽情感受“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的豪迈情怀；游览集科普、

休闲于一体的国内首家水利工程主题公

园——截流纪念园，体验大坝截流成功

的伟大时刻……10 月 1 日至 7 日，有 20.1

万名境内外游客近距离感受三峡工程的

傲然风姿，比去年国庆假期增长 9.24%。

兴建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

想。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

中就提出在长江三峡河段修建闸坝的设

想。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技术水平、资金

筹措、移民安置的制约以及生态环境等方

面的考虑，三峡工程历经多次筹备、论

证。经过几代人的艰辛探索与努力，1994

年 12 月 14 日，长江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大

会在三峡大坝坝址——湖北省宜昌市三

斗坪举行。这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件

大事，也是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件大事。

“干三峡工程就要吃得了苦。那些

年里，我和工作伙伴们一起，认真研究琢

磨大坝建设技术问题，克服了大坝混凝

土温控防裂等一系列难题。”白鹤滩工程

建设部原主任、曾参与三峡工程建设的

汪志林回忆说，“国务院质量专家组评

价，右岸大坝是一座没有裂缝的混凝土

重力高坝，创造了世界奇迹。这对我们

这些三峡建设者来说，是莫大的肯定。”

1997 年 11 月，三峡工程成功实现大

江截流。2020 年 11 月 1 日，水利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三峡工程日前完成

整体竣工验收全部程序。至此，中华民

族百年三峡梦想实现。

不断改善提升百姓
生产生活

提到早年行船的经历，年过半百的

老船长陈利更多的竟然是“后怕”。陈利

说：“那时过巫山、奉节要经过许多险滩，

上行的时候要‘绞滩’，就是在过险滩时

把船绞上去，打不过去就可能会触礁沉

船。下行的时候，一进峡口水流急、漩涡

多，尤其到了洪水期更难走，每到那时站

在船上，腿都会不自觉地发抖。”

三峡工程建成蓄水后，川江上的绞

滩站、助拖站终于退役。长江航道条件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保障了包括航运人

员在内的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效

推动了长江航运业的发展。

兴建三峡水库，国家投入大量资金，

成功安置了百万移民，并使他们逐步脱

贫致富。多年来，水利部门围绕“保安

全、惠民生、促发展”这条主线，多维度推

进三峡后续工作。

在重庆市开州区乌杨村的柑橘提质

增效示范基地，柑橘种植大户文太胜说，

有了三峡后续工作项目提供的技术帮

扶，他种植的柑橘不愁卖，目前 1900 余

亩的产业园年收入超过 1000 万元。

持续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今年 12 月 14 日，三峡工程将迎来开

工建设 30 周年。如今，三峡工程已全面

发挥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

合效益，持续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防洪，是三峡工程的首要使命。三

峡水库建库以来累计拦洪近 70 次，拦洪

总量超过 2200 亿立方米，特别是 2020 年

在 78000 立方米每秒的三峡建库以来最

大洪峰过境期间，三峡水库控制最大出

库流量不超过 49400 立方米每秒，有力

确保长江安澜。2024 年成功抵御长江 3

次编号洪水，充分发挥“大国重器”防洪

作用。

三峡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装机容量

最大的水电站，坐拥 32 台巨型机组的三

峡电站，总装机容量 2250 万千瓦，是我

国“西电东送”“南北互供”的骨干电源

点：1 秒钟，在线监测系统可处理 75 万多

组运行数据；1 分钟，智能巡检机器人可

完成巨型机组风洞设备的 10 米巡检，填

补 行 业 技 术 空 白 ；1 年 ，电 站 可 生 产 约

882 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

长江黄金水道全面发挥作用，三峡

船闸是关键。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和三峡

升船机联合运行，提高了枢纽航运通过

能力和通航灵活性。截至 2024 年 6 月

18 日，三峡船闸已累计运行 20.43 万闸

次，通过船舶 103.53 万艘次，通过旅客

1226.17 万人次，过闸货运量达 20.77 亿

吨，长江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生态环保是三峡工程的底色。中华

鲟、荷叶铁线蕨、珙桐……如今，这些珍

稀动植物在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种

群资源不断扩大，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

中国三峡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刘

伟平说，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运行管理

好三峡水利枢纽，充分发挥三峡工程核

心 功 能 和 综 合 效 益 ，有 力 保 障 防 洪 安

全、生态安全、供水安全、航运安全、能

源 安 全 ，更 好 服 务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

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记者

郁琼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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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进 强 国 路 阔 步 新 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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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图：杭衢铁路（建衢段）正线全

长约 131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是

长三角城际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图

为 10 月 12 日拍摄的杭衢铁路（建衢

段）已完成无砟轨道施工的路段（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今年前9月我国铁路建设取得新进展

金秋时节，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种植的晚稻迎来丰收，当地村民抢抓农时，收割水稻、晾晒稻谷。图为 10 月 12 日，在

蓝山县土市镇团结村，村民驾驶收割机在田间收割晚稻（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柳王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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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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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申铖、王雨萧、韩佳诺）

一揽子财政增量政策将推出，有哪些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