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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
的措施》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各地方、各部门，并向
社会公开发布。在 7月 31 日举行
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
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
局有关负责人就措施的相关情况
进行了介绍。

上半年，我国消费恢复较快，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2%，
比一季度加快 2.4个百分点。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消费品类

增长势头仍不稳固，一些居民的消
费信心不强、顾虑不少，一些领域消
费体验不佳、感受不好，需要政策进
一步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李春临介绍，措施围绕稳定大宗消
费、扩大服务消费、促进农村消费、
拓展新型消费、完善消费设施、优化
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提出 20条具
体政策举措，将与各领域、各品类重
点政策一道形成促进消费的一揽子
政策体系。

就业和收入都是影响消费的重
要因素。李春临说，接下来将落实就

业优先政策，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
底帮扶，鼓励勤劳致富，完善按要素
分配的政策制度，推动居民收入增
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通过消费
能力提升，提高居民消费意愿。

智能家电是当前的消费热点。
措施提出，推广智能家电、集成家
电、功能化家具等产品。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
司司长何亚琼说，工业和信息化部
正组织跨领域融合标准研制，推动
产品数据跨品牌、跨企业、跨终端
的互联互通。打通不同品牌、系统、

平台之间的界限，实现产品之间的
互联互通和信息交换，让消费者获
得更加便捷的智能家电使用体验。

大宗消费和服务消费方面，上
半年，汽车在消费中占比约一成，餐
饮收入增长高达 21.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
司司长徐兴锋表示，商务部将会同
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百城联动”汽
车节、“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
季等活动；联通部门数据、打破信
息孤岛，解决二手车车况信息不透
明问题。此外，持续开展好餐饮促

消费活动，指导各地打造餐饮消费
品牌。
上半年，居民旅游需求得到集

中释放、旅游出行大幅增加。国内旅
游总人次达 23.84亿，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 2.3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63.9%、95.9%。
在丰富文旅消费方面，文化和

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沐阳表
示，下一步，将研究制定进一步激发
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制定国内旅游品
质提升行动计划。此外，启动新一批

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5A级景区、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旅游休闲
街区的建设工作。

改善消费环境是恢复扩大消
费的重要支撑。市场监管总局执法
稽查局局长况旭介绍，将会同相关
部门出台改善消费环境的意见，启
动全国放心消费示范城市创建，发
挥城市整体创建的牵引撬动作用，
带动各地消费环境进一步提质升
级。

新华社记者周圆陈炜伟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五部门解读《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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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高明山

8月 1日上午，四川年产 6000
万平方米高性能水处理膜项目在绵
竹高新区江苏工业园奠基，标志着
国内最大水膜和组件生产基地正式
“落户”绵竹。据悉，该项目总投资达

30.5亿元，有望建设成为全球性的
世界级数字化智慧工厂，将助推四
川乃至我国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
产等绿色产业。

绵竹市委书记王宏，绵竹市委
副书记、市长耿垣合，德阳投资控股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滔，恩泰环
保科技（常州）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良
等 300余人参与奠基。
打造世界级数字化智慧工厂
中国“膜”将与世界品牌共舞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用地约
450亩，一期项目达产满产后，可实
现年产 6000万平方米的高性能膜
片以及工业水处理膜组件与家用反
渗透膜组件 150 万支规模生产能
力，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26.3亿元
左右，年利税 3亿元左右。二期项目
达产满产后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50亿元左右，年利税 5亿元左右。

陈良表示，项目落地建成后，将
成为全国最大的水膜和组件生产基
地，也是上游原材料和下游工业、家
用膜组件配套件的生产基地，以及
净化水成套水先进处理设备生产基
地，以此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通过商业模式、技术和管理的

创新，加上持续进行研发投入，项目
基地将是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级数字
化智慧工厂。”陈良表示，该项目将
为地方经济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和产
业发展的动力，有信心成为我国水
处理膜国产替代最具代表性的企
业，将使高性能水处理膜的中国品
牌快速登上全球舞台，与世界品牌
共舞。

实现进口替代意义重大
助力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及“碳中和”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委纷纷出
台政策加强反渗透膜关键技术突
破，以及推进反渗透膜在污水处理
和海水淡化等产业的应用。我国对
反渗透膜行业的相关政策经历了从
“积极开展污水处理和海水淡化”到
“推进污水处理管网全覆盖”的变
化。
“十四五”期间，部分省市也提

出了反渗透膜行业的发展目标，四
川等省市提到要重点发展反渗透膜
等新材料产业。2021年 3月，《四川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出台，明确要重点培育前沿新材
料等产业，打造一批新兴产业未来
增长引擎，培育打造新材料等特色
优势产业集群。在此背景下，四川
省、德阳市经过前期主动作为，高水
平引进，高性能水处理膜项目顺利
落地德阳。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该项目高
性能水处理膜产品性能指标目前处
于国内先进水平，在此基础上，加快
新基地建设，进一步释放产能，将在
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和实现“碳
中和”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让水处
理膜实现进口替代，意义重大。

相约大运 成就梦想

成都聚焦“三城三都”世界文化名城建设

六大产业总体规模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2018年，成都市作出建设世界
文化名城的决策部署，五年来，成都
聚焦产业建圈强链，持续壮大文创、
旅游、体育、美食、音乐、会展六大产
业，现已成为全市新兴支柱产业和重
要经济增长点，产业总体规模进入全
国第一方阵。”7 月 31 日，“文化成
都———世界文化名城建设”专场新闻
发布会在成都大运会主媒体中心举
行。成都市新闻出版局（市版权局）局
长王炯介绍了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
城相关情况。

王炯介绍，“三城三都”是成都建
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时代表达。“三城”
是指世界文创名城、旅游名城、赛事
名城，“三都”则是国际美食之都、音
乐之都、会展之都。5年来，成都紧紧
围绕“三城三都”城市品牌目标，努力
打造彰显中华文明魅力、天府文化特
色的世界文化名城。“在过去五年的
实践里，在对未来的规划中，成都的
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将始终坚持以文
兴业、以文润城、以文惠民、以文互
鉴。”

以文兴业，产业规模能级实现新
跃升。2022年，成都文创产业增加值
2261亿元，占 GDP比重达 10.9%，全
球城市创新指数居第 29位；旅游总
收入 1814亿元；餐饮销售收入 1445
亿元，居全国副省级城市首位，成都
还是中国内地第四个发布《米其林指
南》的城市；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
1000亿元，体育赛事全球影响力居
全球第 28位，进入全国前三；音乐产
业产值 503亿元，跻身国内音乐产业
发展第一梯队；会展总收入 711 亿
元，中国城市会展业竞争力指数居全

国第 4、副省级城市第 2。
以文润城，特色文化地标绽放新

魅力。以举办大运会为契机，新建改
建大运场馆 49座，大型体育场馆设
施综合水平进入全国前五。着眼文化
传承与发展，深入挖掘古蜀文化、三
国文化和大熊猫生态文化等特色文
化资源，延续天府文化根脉记忆，规
划建设邛窑、宝墩、东华门等 10大考

古遗址公园，提档升级武侯祠、薛涛
纪念馆等文物展陈，不断彰显城市文
化魅力。着力展现城市时代风貌，建
成投用天府艺术公园、成都自然博物
馆、城市音乐厅、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城等一批重大功能地标，对各类文化
资源要素的聚集力和承载力不断增
强。

以文惠民，城市功能品质得到新

提升。加强载体空间建设，全市现有
音乐厅、剧场数量 70余个，座位总数
超 5万座；会展场馆可展面积近 60
万平方米；博物馆 186 家，其中非国
有博物馆 117家，居全国第一；实体
书店 3678家，居全国第一。加强多元
场景营造，拥有都江堰－青城山、大
熊猫栖息地 2 处世界遗产，4A 及以
上景区 52家，国际品牌酒店 70 余
家，打造特色美食街区 43条，获评首
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加
强文艺精品创作，推出舞剧《大熊猫》
《努力餐》、川剧《五腔共和》等一批文
艺精品，《王者荣耀》手游、《哪吒之魔
童降世》动漫电影等现象级文创产
品，演绎着成都文创的活力与荣光。

以文互鉴，重大节会活动激发新
动能。高水平举办品牌赛事，近年来
成功举办 2019年世警会、2022年世
乒赛等国际高级别体育赛事 67项、
全国性赛事 100余项，目前第 31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正如火如荼
进行，同时正积极筹备 2024年羽毛
球汤尤杯、2025 年世界运动会等国
际赛事。高标准承办重大活动，成功
举办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大会、中国
成都国际非遗节、铁人三项世界杯、
成都国际美食节、中国音乐金钟奖等
品牌节会。

据悉，下半年，成都还将举办第
81届世界科幻大会、世界文化名城
论坛、世界体育舞蹈节、国际友城青
年音乐周、首届“金熊猫”奖等多项重
大国际活动，成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
态拥抱世界。

□本报记者 李艳文 /图

坐茶铺看川戏变脸

2023中超成都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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