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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者王
立彬）通过深化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应用，我国地方储备粮公开竞价

“阳光交易”加快实现，粮食购销监管
持续强化。

记者 20 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获悉，为落实党中央关于根治
粮食购销领域系统性腐败的决策部
署，有关部门着力从制度层面堵塞
漏洞、补齐短板，持续强化地方储备
粮购销监管，不断深化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应
用，完善国家粮食交易平台，强化协
同运作、吞吐联动，积极推动“阳光
交易”。

数据显示，2023 年，30 个省份地
方储备粮（西藏正在积极推进）累计

通过国家粮食交易平台轮换成交超
过 4000 万吨，同比增长近 300 万吨，
较 2021年增长 84%；通过国家粮食交
易平台参与地方储备粮公开竞价的
企业6632家，较2021年增长1900家，
增幅超 40%。购销主体加快多元化，
减少了人为干预，有助于更好发挥市
场机制作用，破除“以陈顶新”、“转圈
粮”、虚假轮换、虚增价格、违规交易、
赊购赊销等顽症。

据介绍，国家粮食交易平台公开
竞价，可以促进轮换采购进一步向
下竞价，降低财政成本、增加轮换
收益。目前部分小麦、玉米主产区
采用轮入轮出双向竞价、价差竞价
等模式，实现轮换正收益；部分稻
谷主产区通过公开竞价轮换，有效

减少了亏损。各地规范管理办法，
优 化 操 作 流 程 ，强 化 资 金 运 行 监
管，推动购销活动更加公开透明，
降低银行资金安全风险，信息全程
留痕可追溯，穿透式监管效率进一
步提升。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
焕鑫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完善粮食储
备和购销数字化监管体系，不断提升
储备管理效能；统筹各级储备粮交易
数据，形成集中统一、全面覆盖的数
据链，实现全程联网、实时传送、数据
真实，避免信息孤岛和监管盲区；通
过交叉验证储备粮收购入库、储存保
管、销售出库等数据，实时绘制购销
存动态图，逐步实现穿透式、全链条
在线监管。

新华社石家庄3月20日电（记者
张涛、齐雷杰）3 月 20日，记者从河北
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召开的中央
一揽子特殊支持政策落实情况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央一揽子特殊支
持政策在雄安新区不断落地生效，已
建立京籍疏解人员子女在雄安新区
就学及回京就学保障机制，实现疏解
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医保待遇、
住房公积金待遇不低于北京同期水
平。

2023年，雄安新区进入大规模建
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
阶段，工作重心已转向高质量建设、
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
2023年 6月 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会议，审议《关于支持高标准高质
量建设雄安新区若干政策措施的意
见》。据介绍，中央一揽子特殊支持
政策涉及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各
个方面，雄安新区持续加大资源投
入，细化实化政策措施，疏解人员保
障得到全方面加强。

在疏解人员子女就学方面，雄
安新区高标准布局优质教育资源，
按照 5 分钟到幼儿园、10 分钟到小
学、15 分钟到中学的标准，科学布局
新建片区学校，目前已新开办 41 所

学校，初中和高中学段教师中研究
生占比达到 80%以上。疏解人员子
女在就读幼儿园和义务教育阶段，
雄安新区优先保障到北京市援建的
学校就学，无居住证和落户限制要
求；在普通高中阶段，按照与原就读
普通高中等级相当的原则统筹安排
入学，随申请、随办理。与此同时，
雄安新区与北京市共建共管京籍疏
解人员子女学籍库，联合搭建“京籍
疏解人员子女转学服务平台”，疏解
人员子女可按北京有关规定转学回
北京并参加中高考。

在疏解人员医疗服务保障方面，
雄安新区加快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北
京市援建的雄安宣武医院（一期）已
开诊，30 个科室平稳运行，与北京宣
武医院建立了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雄安院区已开工
建设，未来将打造立足冀中、辐射全
国的现代化、高水平国家级医疗中
心。同时做优医保待遇，职工基本医
保和补充医保相结合，实现职工医保
待遇水平和北京市基本相当。在三
级医院住院报销比例、职工大病报销
比例等方面与北京市基本一致，在门
诊报销比例等方面高于北京市。

在疏解人员养老保险政策方面，

雄安新区紧密衔接国家支持疏解社
保政策，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
法”原则，可保障疏解人员养老保险
待遇不低于留在北京市的水平。同
时，雄安新区鼓励支持企业通过参加
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其他个人商
业养老金融业务等方式，提高相关人
员养老待遇水平。

在疏解人员住房公积金政策方
面，目前已经实现了京雄同城化：一
是缴存同城化。疏解单位和人员在
雄安新区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基
数上限执行北京市标准；二是提取
同城化。随单位从北京疏解的人员
在雄安新区或北京市租购住房，提
取政策不低于北京市标准。其中租
房提取额度提高至每年 24000 元，提
供租房发票且合同备案的可按实际
租房支出提取；三是贷款同城化。
随单位从北京疏解到雄安新区的人
员在雄安新区购房时，按照北京住
房公积金政策，向北京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申请贷款。截至目前，已
有 150 家疏解单位 7025 名职工在雄
安新区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
达 5.02 亿元。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已为 120 名疏解人员提供 9597
万元公积金贷款支持。

中央一揽子特殊支持政策在雄安新区落地
疏解人员保障全面加强

我国各地储备粮“阳光交易”加快实现

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3月20
日发布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023年
末 ，我 国 金 融 业 机 构 总 资 产 为
461.09万亿元，同比增长9.9%。

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
417.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证券
业机构总资产为13.84万亿元，同比
增长 5.6%；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
29.96万亿元，同比增长10.4%。

此外，2023年末，我国金融业机
构负债为 420.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其中，银行业机构负债为
383.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证
券业机构负债为10.43万亿元，同比
增长 5.5%；保险业机构负债为 27.22
万亿元，同比增长11.4%。

（记者张千千、吴雨）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者
陈炜伟、谢希瑶）国家发展改革委利
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负责人华中20
日说，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已启
动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修订工
作。

华中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全国目录的
修订将继续以制造业作为鼓励外
商投资的重点方向，同时促进服务
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加大对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节
能环保等领域支持力度。中西部
目录的修订将充分挖掘各地方资
源禀赋和产业条件，因地制宜加大
对基础制造、适用技术、民生消费等
领域支持力度。

据介绍，现行 2022 年版鼓励外
商投资产业目录总条目 1474 条，包
括全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519
条，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
目录 955 条。在修订过程中，将通
过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
式，与外国商会、外资企业充分沟
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诉求。

2023年末我国
金融业机构总资产
461.09万亿元

我国启动鼓励
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修订工作

雄安国贸中心项目1400余人正在进行桩基、航站楼地下钢结构、地下通廊钢结构等施工建设；中国华能总部正处
于幕墙安装和精装阶段；中国中化总部主体施工至地上29层。重点项目建设有力有序推进，疏解承载能力稳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