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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祖国的“南大门”。14日至 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
里考察，进企业、入社区、下农田、看工厂，步履不歇、调研不停。

如果把镜头拉长至这一周，更能感受到总书记工作之
繁忙——

周一，在北京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谋划部署明年经
济工作；周二、周三，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携手构建具有战
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周四、周五，在广西考察调研，为
壮乡大地指明发展方向……

密集的行程、紧凑的安排，只因心中最深情的挂念。
两年多前，广西桂林全州县大山深处，总书记与村民王

德利有一段质朴而感人的对话——
“总书记，您平时这么忙，还来看我们，真的感谢您。”
“我忙就是忙这些事，‘国之大者’就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大国领袖，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勤勉工作中，把“国之大

者”的重任扛在肩头，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
人民团结奋斗。

对广西这片壮美的土地，总书记始终牵挂。党的十八大
以来，总书记先后于 2017年、2021年两次来广西考察。

2022 年 10 月，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
总书记的讲话充满力量：“我和大家一样，是一名普通共产
党员。我们就是实实在在把事情做好，就是把党中央决策
部署好好结合各地实际去贯彻落实。”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总书记
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神州大地的山山水水，10 余次深入地
方考察，时时关心着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

到东边上海指出“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在
西边新疆叮嘱“加大经济
发展和民生改善工作力
度”，到北边黑龙江强调

“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
过冬”，在南边广西要求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民族差距”……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总书记是

这样承诺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这次来广西，南宁、来宾两座城市、4 个考察点，着眼点

都是“国之大者”，落脚点都是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
心中有牵挂，宏大战略饱含民生温度。
中国—东盟信息港是总书记关心的重大项目。
三年前，2020年 11月 27日，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
说：“中方愿同东盟一道建设中国—东盟信息港，推动数字
互联互通，打造‘数字丝绸之路’。”

展厅里，两类展品相映成趣：既有芯片、内存、硬盘、应
用终端等信息技术展品，也有水果、咖啡、大米、茶叶等与人
民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贸易商品。

命运与共，合作互赢。今年上半年，广西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同比增长 43.2%，与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 92.6%，东
盟已连续 23年成为广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次访问越南，两国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共识和协议。”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乘势而上，推动中国与越南、与东盟友
好合作再上新台阶。”

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乘着全方位开放发展的东
风，广西各族人民在高水平开放中日益享受高品质生活。

心中有牵挂，民族团结写下鲜活注脚。
“壮家生来爱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声声伴酒喝，春

夏秋冬都快乐，嗨嘹嘹啰，嗨嘹嘹啰，嗨幸福嘹嘹啰……”
南宁市良庆区蟠龙社区文体活动室，悠扬的歌声悦耳

动听，唱出对各族人民亲如一家幸福生活的深情赞美。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也是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在总书记心中重若千钧。他曾指

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

的根本保证。”
如今在广西，各民族兄弟姐妹和谐相处，共同建设美丽

家园。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是各民族共同欢庆
的日子，唱山歌、抛绣球、竹竿舞等传统习俗转化为各民族
群众共享的娱乐项目。

总书记的一席话激励人心：“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希望
国家繁荣富强，就像你们写的作品一样，‘爱我中华’！”

心中有牵挂，乡村振兴绘就甜蜜篇章。
人们常用“青纱帐”形容北方的高粱地、玉米田，广西一

望无际的甘蔗林也是南方壮美的“青纱帐”。两三米高的甘
蔗笔直伸向天空，青绿交织、连绵无边。

在来宾市，总书记实地察看万亩甘蔗林和机械化作业
收割场景，进入生产车间察看制糖工艺和作业流程。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观、
大食物观，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在广西，制糖业已经成为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
特色优势产业，糖料蔗种植面积、食糖产量连续 32 个榨季
居全国第一位，农民种蔗收入稳定在 260亿元左右。

“祝愿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蜜！”总书记真挚的
祝福，化作壮乡儿女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

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
家万户的事。总书记行程万里，心系的始终是群众安危冷
暖，牵挂的永远是百姓衣食住行。

这些年来，总书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贫困、建小康，控疫
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机……日理万机、夙夜在公，总书记
始终甘之如饴：“我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很累，但很愉快。”

广西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牵挂着华北、黄淮等地的
降雪，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把灾害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千言万语，浓缩成这句最深情的告白——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就是我终生的信念。”

新华社记者 林 晖 黄 玥（新华社南宁 12月 17日电）

12 月 17 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
条 例》正 式 公 布 ，并 将 自 2024 年 5 月 1 日 起
施行。这部行政法规，将非银行支付机构及
其 业 务 活 动 进 一 步 纳 入 法 治 化 轨 道 进 行 监
管，一起来看其中的关键内容——

关键点一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
出台的首部金融领域行政法规

近年来，我国非银行支付业务在小额、便民
支付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移动支付居世界领
先水平，有效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截至 2023年
9 月末，我国共有 185 家非银行支付机构。当
前，非银行支付机构年交易量超 1万亿笔、金额
近 400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电子支付业务总量的
约八成和一成，服务超 10亿个人和数千万商户。

但同时，一些支付机构违规经营的现象也
时有发生。有支付机构违规挪用用户资金，泄
露或者不当采集、使用用户信息；个别支付机
构铤而走险，为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博等违
法犯罪活动提供资金转移通道等。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金融法治
建设，及时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
法，为金融业发展保驾护航。

《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成为中央
金融工作会议后出台的首部金融领域行政法规。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表示，将监管实践中
行之有效的制度上升为行政法规，进一步夯实
支付机构规范健康发展法治基础，有利于营造
法治化营商环境，稳定各方预期，激发市场活
力，也有利于保障用户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风
险，促进非银行支付行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点二 将防范化解风险、保护
用户合法权益摆在突出位置

非银行支付关系广大用户的资金安全和
信息安全，与其他金融业务紧密相关，也是平
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

条例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监
管，坚持持牌经营，明确支付机构注册资本、主
要股东、实控人、高管人员等准入条件，同时建
立健全严重违法违规机构的常态化退出机制。

支付宝副总经理封俏认为，条例进一步强
化了对支付机构的全链条、全周期的监管，有
利于防范支付行业风险，支付行业将迎来进一
步规范有序发展。

在强化风险管理方面，条例要求支付账户
以用户实名开立，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挪用、
占用、借用备付金，不得伪造、变造支付指令。

当前，我国支付机构日均备付金余额超 2

万亿元。网联公司相关负责人认为，条例聚焦
账户管理、备付金管理等市场发展中的关键问
题，提出纲领性、指导性规范要求，为行业合规
稳步前行指明方向。

在加强用户权益保障方面，条例规定支付
机构应当按照公平原则拟定协议条款，保障用
户知情权和选择权，加强用户信息保护，要求支
付机构对所提供的服务明码标价，合理收费。

“条例大幅增强了用户权益保护力度，把
保护用户权益作为支付清算行业发展的首要任
务。”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相关人士说，作为行业
自律组织，协会将组织行业各方认真学习落实
条例，促进行业良性竞争和规范健康发展。

关键点三 重新划分储值账户运营与支付
交易处理两类业务

此次条例提出将支付业务重新划分为储值账户运营与支
付交易处理两类，而区分这两类业务的关键在于——能否接
收付款人预付资金。

此前支付业务往往分为网络支付、银行卡收单和预付
卡业务等三类。随着技术创新和业务发展，出现了条码支
付、刷脸支付等新兴方式，现有分类方式不能很好地满足市
场发展和监管需要。

在业内人士看来，新的分类方式基于业务实质和风险
特征，穿透支付业务表面形态，有利于统一资本等准入条件
和业务规则要求，消除监管洼地。在新的分类方式下，无论
支付业务外在表现形式如何，均可按照业务实质进行归类
和管理，能较好地适应行业发展变化，将各种新型支付渠
道、支付方式归入两大基本业务类型。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将研
究制定实施细则，做好新业务类型与原有分类方式的衔接，
推动业务平稳过渡。

关键点四 持续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条例还明确了监管职责和法律责任，其中“维护公平竞争
秩序”是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监督管理应当坚持的原则之一。

2021 年 1 月中国人民银行曾发布《非银行支付机构条
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强化了支付领域反垄断监管
措施，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此次公布的条例延续了此前要求，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
不得实施垄断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妨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钱袋宝总经理刘晓东表示，作为美团旗下支付机构，下
一步，钱袋宝将把条例作为公司业务发展的指引和依据，坚
守合规经营底线，积极维护支付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与行业
各方一道，为支付行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实体经济需要
贡献力量。

“条例出台有利于产业各方建立长期稳定预期，完善公
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贝宝支付（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邱寒表示，作为贝宝（PayPal）在华的全资子公司，贝宝支付
更加坚定了长期服务中国市场的信心，公司将运用覆盖全
球的支付网络，为跨境贸易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华社记者 吴 雨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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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财 政 收 入 已 超 20 万 亿 元 、支 出 近 24 万 亿
元——今年前 11个月的全国财政收支数据显示，预算
执行情况总体较好，有力保障了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
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我国财政实力更加雄
厚。适应经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财政积极履行职能，
分好用好“蛋糕”，宏观调控不断完善，有力促进了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财政“蛋糕”日益做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全国财

政收入从 2013 年的约 12.9 万亿元增加到 2022 年的约
20.4万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
何代欣表示，10 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稳步推进、经济规
模不断扩大，成为做大财政“蛋糕”的重要支撑。

“去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 20 万亿元，这一
成绩来之不易。”何代欣说。受疫情反复、国际形势变
化等超预期因素影响，去年财政收入增幅一度回落。
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经济恢复回稳，
全年相关税种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今年前 11 个月，全国财政收入达 200131 亿元，同
比增长 7.9%。其中，税收收入 168420 亿元，同比增长
10.2%。总的看，财政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与今年以
来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的态势相适应。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0 年来，全国财政支出从 2013 年的约 14 万亿元

增加到 2022 年的约 26.1 万亿元。财政保障更加精准
有效，支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基本民生保障，促进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构
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央财政“真金白银”加大对地方财力支持，通过
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今年，中央
对地方转移支付达 10.06万亿元，规模创下近年新高。

财政支出进度合理加快，重点支出保障有力。今
年前 11 个月，全国财政支出 238462 亿元，同比增长
4.9%。其中，教育支出同比增长 5.7%、科学技术支出
同比增长 4.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 9%、农
林水支出同比增长 5.8%。

10 年来，财政宏观调控不断完善：连续实施积极
的财政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保持
必要财政支出强度，较好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实施
大规模减税降费，税收收入占我国 GDP 比重从 2018

年的 17%左右已下降至 2022 年的 13.8%；建立常态化
财政资金直达机制……

“雄厚的财政实力、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复杂变局下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和重要抓手。”何代欣说。

今年以来，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积极的财政政
策加力提效，为经济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主要体
现在四个方面：聚焦经营主体，减负担、稳预期；聚焦扩
大内需，稳投资、促消费；聚焦创新引领，强动能、优结
构；聚焦民生保障，兜底线、增福祉。中央财政还在四
季度增发 2023 年国债 1 万亿元，有力支持灾后恢复重
建，补齐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的短板，更好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宏观
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将适度加大财政支出规模，
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同时，更加注重激励地方高质量
发展，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此外，提质增效，将推进财政
管理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同时加强财政与货币、就业、
产业等政策协同联动，着力提升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大势不变，将为财政
收支运行提供重要支撑。运行平稳、可持续的财政，也
将护航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新华社记者 申 铖 （新华社北京 12月 17日电）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扩能增效
保障儿童就医需求

妇幼保健机构在保障儿童健康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
健康司副司长沈海屏表示，目前，全国三
级妇幼保健院中 98%设置了儿科，二级
妇幼保健院中 91%设置了儿科，各级妇
幼保健院儿科实有床位 6.78万张。

据介绍，随着儿童呼吸道疾病进入高
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相关文件，统筹
指导和推进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扩能增效，
从以下三方面全力保障儿童就医需求。

——扩充儿科服务资源。指导妇幼
保健机构加强人员调配，儿科医生全员上
岗接诊，从儿童保健科、内科等相关科室
抽调具备资质的人员，充实儿科门诊力
量。强调门诊“应开尽开”，在就诊高峰期
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号源、加开诊室
和诊疗区域、开设夜间门诊和周末门诊等
举措，最大限度满足儿童就医需求。

——优化空间布局和就诊流程。指
导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优化门急诊布局，实
现儿童呼吸道疾病的诊治与儿童保健服
务分区。将儿童的门急诊、采血等区域相
对集中设置，减少患儿和家长在院内的交
叉流动，减少交叉感染。

——推进“互联网+”服务。指导各级
妇幼保健机构推进互联网医院建设，通过
网上门诊复诊、在线开具处方、线下物流配
送药品到家等方式，减轻线下就诊压力。
推进儿童智慧医疗服务，采取分时段预约、
在线查询检验结果等方式，引导错峰就诊。

儿童居家护理需注意这些事项

针对家长们普遍关注的患儿居家护
理问题，广东省广州市妇幼保健院呼吸科
主任卢根表示，对患病儿童来说，应根据
病情变化选择居家休息或及时就医，不要
带病入园或上课。家长要避免在没有医
生指导下，自行给孩子服用抗菌药物。

专家建议，在居家护理时，若儿童发热，
要适当少吃海鲜、鸡蛋等易引起过敏的蛋白
质，多吃西红柿、苹果、柑橘等维生素含量丰

富的蔬菜水果，避免食用煎炸烤及辛辣刺激性食物，多饮水、充
足睡眠。同时，要教会孩子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多子女家庭尽量
做好患儿与其他孩子的隔离，以免相互交叉感染。当患儿出现
剧烈咳嗽、呼吸急促、持续高热不退等情况，要及时就医。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任郭钦源表
示，利用中医药方法防治儿童呼吸道疾病，日常可用山药、莲子、
百合、银耳等熬成药膳粥服用，改善儿童睡眠和食欲。在疾病恢
复期，若咳嗽痰多，可用陈皮、罗汉果煮水后服用，化痰止咳。

新冠病毒感染当前处于低流行水平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瑞表示，当前我国新
冠病毒感染处于低流行水平，且新冠病毒 BA.2.86变异株及
其亚分支占比较低，目前该变异株在我国的公共卫生风险
较低。迄今为止，我国在呼吸道疾病病原体监测方面未发
现未知的新病毒和细菌。

据介绍，近期受到关注的 JN.1 变异株，是 BA.2.86 变异
株的一个亚分支。世界卫生组织评价 BA.2.86 变异株临床
重症感染风险为低等，总体评价公共卫生风险较低。

正确佩戴口罩是预防呼吸道疾病传播的重要手段。常
昭瑞表示，为保暖佩戴的棉质口罩并不能有效阻挡呼吸道
飞沫和气溶胶传播病原体，建议公众科学选择口罩。

专家提醒，为保暖或预防感染而同时佩戴多个口罩是
不可取的。正确佩戴口罩应注意以下六点：专人专用，不交
叉使用；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建议单个累计使用时间不超
过 8 个小时；前往医院就诊、陪诊时，近距离接触有呼吸道
症状人员后，应及时更换口罩；口罩被体液污染后，要立即
更换；口罩脏污、变形、损坏、有异味时，需及时更换；超出使
用期限的口罩、不符合我国现行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的口
罩，要及时更换。 新华社记者（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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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卫
健
委
新
闻
发
布
会
回
应
冬
季
呼
吸
道
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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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治
关
切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降温降雪天气，儿童呼吸
道疾病处于高发季节。全国妇幼保健系统儿科医
疗资源总体情况如何？患儿居家护理需要注意哪
些事项？国家卫生健康委 17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回应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关切。

收入超 元 财政实力更加雄厚

这是陕西西咸新区沣河两岸景色（2023 年 10 月 15 日摄，无人机照片）。近年来，陕西西咸新区实施沣河综合治理
工程，多措并举，形成了“洪畅、堤固、水清、岸绿、景美、管理长效”的河湖景象。 新华社记者 刘 潇 摄

在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小区苗家小镇青年之家“六点小课堂”，孩子们参与兴
趣活动（2022 年 5 月 5 日摄）。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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