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 驻马店市练江大道与驿城大道交叉口向西 300 米路北 社长 胡殿文 邮编 463000 每份报价 2.00 元 驻马店网 www.zmdnews.cn 电子信箱 zmdrbbjb＠163.com 热线 2830110 办公室 2814032 发行部 2998687 广告许可证 驻广字 0003 号 报社印刷厂地址 市汝河大道东段

2024年 4月 2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常 敏 韩 瑞04 时事新闻

新 闻 速 览新 闻 速 览
经 济经 济

一季度全国财政收支运行平稳

新华社北京 4 月 22 日电 （记者
刘诗平）水利部副部长陈敏22日表示，
水利部全力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今
年一季度全国落实水利建设投资 778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93.3%；完成水
利 建 设 投 资 193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4%，为历史同期最多。

陈敏在水利部举行的 2024 年第
一季度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和成效
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季度全国实施水
利项目 2.35 万个、在建规模 4.7 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15.8%、12.3%。其
中，新开工水利项目 9683 个、投资规

模 473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3.8%、
47.6%。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也在加快。今
年全国已开工长江干流铜陵河段治理、
江西乐平水利枢纽、黄河宁夏段治理、
北京永定河卢三段综合提升、陕西蒋家
窑则水库、江西峡江灌区、湖南梅山灌
区等13项重大水利工程。

“水利项目开工数量多、吸纳就业
能力强，大规模水利建设直接提供了大
量就业岗位。一季度，水利项目施工吸
纳 就 业 73 万 人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3.8%。”陈敏说。

新华社南京 4 月 22 日电 （记者
蒋 芳 邱冰清）记者 22日从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刘素珍于 4 月 21 日去
世，享年93岁。

刘素珍出生于1931年 11月。3岁
时，父亲去世，她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住在南京市珠江路吉兆营同仁街。
1937 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刘素珍年
仅 6岁，她被日军用开水烫伤了右臂。

“我们在上海路高坡子那里用泥巴堆了

地洞，躲在里头，上面飞机轰炸的声
音轰隆隆地响，大人小孩都吓得不敢
出 去 …… 很 惨很惨，那个生活真的
苦。”她生前回忆时说。

10多岁时，贫苦的刘素珍当了童
养媳，共育有三女一子。生前接受采访
时，她说：“过去我们受的苦，现在不能
忘掉，要牢牢记得，知道苦，才知道甜。”

截至目前，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
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仅剩35人。

刘素珍去世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5人

19日以来，强降雨不断影响江南、
华南地区，多地累计降水量破4月历史
纪录。是什么原因导致近期南方降雨偏
多偏强？未来还有强降水和强对流吗？

监测显示，近日多地累计降雨量有
100 至 150 毫米，广东肇庆、清远、韶
关、广州、惠州等地局地达 300 至 488
毫米。截至 21日，珠江流域共有 44条
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为什么近期南方降雨这么多？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

绍，4月以来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偏
强，有利于南海和孟加拉湾水汽向南方
地区输送，同时高原槽和南支系统活
跃，导致南方地区强降水过程频繁、降
水持续时间偏长。另外，江南、华南等
地气温比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大气含水
量丰富、不稳定能量高，导致对流发展
旺盛、降雨强度大，多地累计降水量破
4月历史纪录。

据预报，22日起江南、华南的强降

雨范围将有所收缩，但降水并不会完全
休止。预计未来三天，江南东部、华南
中东部仍有降雨，其中广东中南部、福
建东南部部分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局
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月下旬南方降水将如何发展？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中期天气预报显示，
4月下旬江南、华南降雨显著偏多，强
对流天气多发。江南、华南、四川盆地
南部及贵州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有 50
至 120毫米，局地超过 400毫米；上述
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至 8
成，部分地区偏多1倍以上。

近期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降
雨较强且落区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趋
于饱和。气象专家提醒，公众需警惕强
降雨或持续降雨后可能出现的山洪、泥
石流、滑坡等灾害，避免前往山区和地
质灾害易发区，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华南降水仍不休

为何南方多地累计降水量破纪录？
新华社记者 黄 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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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22 日电 （记者
王 希）作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平
台，2023年我国产权市场年度交易总
额 达 到 25.38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79%，交易规模稳定增长，再创历史
新高。

近日，中国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机构
协会（中国产权协会）发布报告，对
2023年产权市场建设发展情况进行了
总结分析，并对行业未来发展进行了研
判和展望。上述情况是此份报告释放
的信息。

根据报告，2023年，产权市场全年
资产股权类业务成交额合计 2.04万亿
元，同比增长 8.51%；完成包括金融不
良资产交易和金融产品交易在内的金
融资产类业务交易额达 13.83万亿元；
全年完成的自然资源类业务、环境权类
业务以及阳光采购类业务的成交额分
别 达 到 9920.08 亿 元、416.93 亿 元、
6.5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2.69%、

212.7%、29.13%。
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数据已成

为新型生产要素。2023年，数据要素类
业务首次被纳入产权行业年度统计——
全 年 行 业 共 完 成 数 据 要 素 类 业 务
13674宗、成交额107.62亿元。

近年来，产权市场在服务国资国企
改革、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成效明显。
报告显示，2023年产权市场全年完成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项目 4257宗，交易
额 4789.7 亿元；完成知识（技术）产权
交易 34180 宗，交易额 2253.98 亿元
（含技术合同登记），有效发挥了市场在
技术要素定价、交易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产权协会在报告中表示，展望
未来，全行业将在夯实服务国资国企改
革和国资监管效能的基础上加快向全
要素、全资源市场升级转型；充分发挥
产权市场功能优势，为助力新质生产力
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为建设全国统一大
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能。

再创新高！

2023年我国产权市场交易总额达25.38万亿元

在第 29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人们参加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徜徉书海，享受阅读乐趣。

图① 4月 22日，两名小朋友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古温国书屋阅读。

图② 4月 22日，在江苏省兴化市昭阳街道的一家新华书店内，阅读推广人跟孩子们分享故事。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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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
标志，是新时代党引导动员人民群众贡
献智慧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奋斗
目标的生动实践。为推动志愿服务事
业高质量发展，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
现就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提出如
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
民至上，坚持价值引领，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实践育人，坚持务实创新，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健全适应
新时代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
体系，推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凝聚广大人
民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主要目标是：到 2035年，基本形成
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协同高效的志愿
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志愿队伍素质过
硬、管理规范，服务领域不断扩展，服务
能力显著提升，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作用
更加突显；阵地网络覆盖广泛、布局合
理，制度保障更加有力；志愿服务国际
合作交流深入发展；志愿服务社会参与
率、活跃度大幅提高，全社会责任意识、
奉献意识普遍增强，志愿服务成为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志。

二、健全全面参与的志愿服务动员
体系

1. 发挥组织动员优势。强化思想
政治动员，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
志愿服务。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和党
员带头作用，把志愿服务作为牢记初心
使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载体，
落实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为群众服务
的要求，组织开展党员志愿服务，倡导
领导干部带头参与志愿服务。各级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国有企
业、学校要完善制度安排，支持和组织
所属党员、干部和团员、青年参与志愿
服务，指导推动本领域本系统本单位志
愿服务工作。

2. 拓宽社会动员渠道。鼓励混合
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以及新经济
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支持和
参与志愿服务，履行社会责任。发挥行
业协会商会优势作用，引导推动本行业
本领域资源力量开展志愿服务。常态
化动员群众就近就便参与城乡社区志

愿服务，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搭建
志愿者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合作平
台，促进志愿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用好网络动员方式，实现线上线下互
动。创新社会动员方式，让志愿服务人
人可为、处处可为。

3. 提升应急动员能力。坚持平急
结合，将志愿服务纳入重大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体系，统筹部署实施。制定
应急志愿服务预案，健全指挥调度机
制，有效调配力量、组织救援、保障物
资，做到依法有序参与、科学安全高
效。扶持发展各类应急志愿服务队
伍，持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完善登
记管理、应急值守、培训演练、安全保
障、集结出动等制度，建立与国家和地
方综合性、专业性队伍共训共练机制，
强化应急协同效能。

三、健全精准高效的志愿服务供给
体系

1. 丰 富 供 给 内 容 。 把 学 习 宣 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广泛开展理论政策
宣传宣讲志愿服务，让党的创新理论走
进千家万户。配合国家发展战略，深入
推进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美丽中国建
设、健康中国建设等领域志愿服务。聚
焦百姓民生，积极组织济困解难、扶弱
助残、扶老爱幼、救灾援助、卫生健康、
支教助学、文化惠民等志愿服务。持续
开展邻里守望、信访矛盾化解、普法宣
传、流浪救助、心理疏导、平安建设等志
愿服务，助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着眼
培育文明风尚，深入开展科普、文化、文
艺、精神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育
健身、自然教育等志愿服务。以重要活
动和大型赛会为依托，打造志愿服务品
牌，营造良好秩序和人文环境，展示中
国形象、弘扬中国精神。

2.推进供需对接。坚持需求导向、
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准确把握群众急
难愁盼，把满足需求与引领需求结合起
来，优化服务方式，形成长效机制，实现
志愿服务常态化、便利化、精准化。开
展集中服务，抓住重要节庆节日等契
机，组织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普惠志
愿服务。深化日常服务，依托群众身边
站点，发挥窗口单位作用，开展长流水、
不断线的志愿服务。做好结对服务，以

“一老一小”、残疾人、农村留守儿童等
群体为重点，采取个性化定制方式提供
服务。推广菜单式服务，实现供需双向
互动、精准匹配。

3. 提升服务质效。推进志愿服务
项目化运行，打造主题鲜明、独具特色、
群众欢迎的项目。建立项目库，持续推

出服务清单。加强全流程质效管理，做
好效果评估，改进服务内容、实施方
法。深化志愿服务关爱行动，持续推进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春雨工程、
文艺进万家、智惠行动、运动促健康、巾
帼志愿阳光行动、志愿助残阳光行动、
救在身边、银龄行动等，培育志愿服务
品牌。

四、健全充满活力的志愿服务队伍
组织体系

1. 壮大队伍力量。大力发展党员
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巾帼志愿者、社区
志愿者、职工志愿者、退役军人志愿者、
学生志愿者、老年志愿者等队伍，鼓励
他们以实际行动促进社会进步。推进
各行各业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引导文化
文艺志愿者、科技志愿者、平安志愿者、
应急志愿者、助残志愿者、卫生健康志
愿者、法律志愿者、体育志愿者、生态环
境志愿者等，利用专业特长为社会作贡
献。发挥先进模范、乡土（返乡）人才、

“五老”人员、新经济新业态从业人员、
群众性活动骨干等的作用，支持组建群
众身边的志愿服务队。汇聚社会各方
面力量，建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队伍。

2. 加强组织建设。坚持引导发展
和规范管理并重，指导志愿服务组织完
善内部治理，依法依规依章程开展活
动，提升社会公信力。完善志愿者招
募、注册制度，制定行为准则、服务规
范，明确权利义务。健全志愿服务组织
孵化机制，指导支持其初始运作、发展
成熟。完善志愿服务组织登记管理制
度，支持符合条件的志愿服务组织依法
登记。鼓励志同道合的志愿者组建团
队，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依托党群服
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社会工作服务站等载体，有组织地开展
服务。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完善动态管
理和退出机制。加强各级各类志愿服
务行业组织建设，履行好引领、联合、服
务、促进职责。

3.提高能力素质。组织志愿者、志
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加强学
习，提升政治素养，增进群众感情，掌
握相关知识技能，提高服务水平。加
大人才培养力度，造就一大批志愿者
骨干、志愿服务管理人才。吸纳更多
专业人才，发展专业性组织，提高志愿
服务专业化程度。对需要专门知识、
技能的志愿服务坚持先培训再上岗。
实施分层分类培训，推进课程、教材、
师资建设。组织志愿服务交流研讨、
项目展示，推广经验、分享体验，促进
共同提高。

五、健全覆盖广泛的志愿服务阵地
体系

1. 完善站点布局。在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中配置志愿服务站点，推动在新
建住宅物业公共服务用房规划时设置
志愿服务空间。在各类公共服务设施、
窗口单位及其他公共场所因地制宜设
立志愿服务站点，推进国家公园、国家
文化公园及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等
志愿服务全覆盖。鼓励企事业单位等
根据实际开放公共资源，为志愿服务提
供场所和条件。引导社会力量建设志
愿服务特色站点、流动站点，进一步拓
展覆盖面。加强基层党组织统筹协调
引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作用，整合辖区内各类志愿服务阵
地，促进协同运行。

2. 提升服务功能。加强志愿服务
站点标准化建设，做到有场所、有队伍、
有项目、有设施、有制度、有标识，具备
需求收集、项目发布、招募培训、活动组
织、服务记录、宣传展示等功能，提供常
态化服务。注重内涵式发展，丰富站点
的精神内核、文化价值。鼓励结合实际
探索创新，打造具有地域特色、行业特
点的志愿服务站点。

3. 推进数字化建设。强化志愿服
务与数字技术融合，实现志愿者注册、
需求发掘、服务对接、调度实施、评价反
馈、宣传推广等全流程数字赋能。规范
有序推进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建设，完善
数据归集、辅助决策、指挥管理等功能，
统一技术标准、打通数据接口、实现互
联互通。加强志愿者个人信息保护和
网络安全防护。引导和规范网上志愿
服务活动，利用互联网创新服务方式。

六、健全特色鲜明的志愿文化体系

1. 厚植志愿文化基础。加强志愿
文化宣传阐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道德精髓，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崇高追求，把雷锋精神和志
愿精神体现到志愿服务工作各方面，彰
显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时代价值和道
德力量。深化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构
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话语体
系，推进志愿服务学科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
（2024年 4月 12日） 新华社北京 4 月 22 日电 （记者

申 铖）一季度，全国财政收支运行平
稳：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0877 亿
元，按可比口径计算继续保持恢复性增
长态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近
7万亿元，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这是记者从22日在国新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在会上介绍，
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0877
亿元，同比下降 2.3%。扣除 2022年制
造业中小微企业部分缓税在2023年前
几个月入库抬高基数、2023年年中出
台的减税政策对今年形成翘尾减收等
特殊因素影响后，全国财政收入可比增

长2.2%左右，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
支出方面，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规模近 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12708亿元，增长 3.7%；教育
支出 10436亿元，增长 2.5%；城乡社区
支出 5614亿元，增长 12.1%；农林水支
出5185亿元，增长13.1%。

“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
筹，加快预算下达和增发国债资金使
用，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
财力保障。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
大钱大方，小钱小气，集中财力办大
事。”王东伟说。

前3月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93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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