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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记者
谢希瑶）商务部等 9 部门近日印发的
《关于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推动批发
零售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3日对
外发布。

计划提出，到2027年，基本建成联
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高效顺畅
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城乡商贸流通
网络更加完备，构建分层分类的城市商
业布局，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
系，果蔬和肉类冷链流通率分别达到
25%和 45%。批发零售业加快转型，
培育100家骨干农产品批发市场，品牌
连锁、即时零售、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快
速发展，流通组织能力持续增强。数智
化、标准化、绿色化水平明显提升，打造
一批数字供应链服务平台，托盘标准化
率提高至 40%左右，再生资源回收体
系更加健全。国内国际融合发展深入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加快发展，在流通
领域培育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企业。

计划围绕 5方面提出了 14条具体
举措。在完善城乡商贸流通网络方面，
提出补齐农村商贸流通短板、健全农产
品供应链、提升城市商业效能3条具体
举措；在推动商贸流通创新转型方面，
提出推动批发业平台化发展、推动零售
业创新提升2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商贸
流通发展方式方面，提出深化供应链创
新与应用、提高物流标准化水平、加快
商贸流通数字化转型3条具体举措；在
加快商贸流通开放融合发展方面，提出
培育流通领域世界一流企业、加快内外
贸一体化发展2条具体举措；在强化组
织实施方面，提出加强组织领导、优化
税收金融支持、开展试点探索、强化规
划引导4条具体举措。

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的医
保钱包功能，苏州市居民杜女士仅需不
到一分钟，就能将个人账户里的钱实时
转给远在河南的父亲，用于其看病就
医。

而这样的“跨省共济”，即将在全国
更多省份铺开。

12月 2日，国家医保局在江苏省苏
州市举行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启动
仪式。记者了解到，江苏、河北等 9个
省份 31个统筹区，已于近日正式上线
了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

这是继全国所有省份已实现个人
账户省内共济，23个省份扩大至“近亲
属”共济之后，个账共济再次迈出的重
要一步。

跨省共济，将“盘活”更多医保个账
资金——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医保个人账
户年收入及支出均超6000亿元，当年医
保个人账户结存累计约1.4万亿元。医
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扩大，对盘活个
人账户“沉睡”资金起到积极作用。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打破省域
限制，能够丰富资金的使用主体，惠及
更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国家医
保局大数据中心主任付超奇说。

今年1月至 10月，职工医保个账共
济金额达 369亿元，其中同一统筹区内
共济 2.63 亿人次，共济金额 329.75 亿
元；省内跨统筹区共济1976.29万人次，
共济金额39.33亿元。随着跨省共济的

到来，共济金额有望进一步上升。
跨省共济，将惠及更多参保人——
当前，我国跨省流动人口约 1.5亿，

实现医保个账跨省共济，是广大参保人
的真切需求。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个人
账户“近亲属”间的跨省共济，有助于减
轻家庭医疗负担，增强个人及家庭的抗
风险能力，让身处不同省份的家庭成员
能够灵活、高效地调配和使用个人账户
资金，以应对看病就医需要。

医保钱包是有效实现跨省共济的
重要途径。据悉，国家医保局已在江苏
等 9个省份开展医保钱包试点工作，目
前已有近 2.7 万人使用医保钱包，成功
转账 1423笔，共 39.9万元，已有参保人

使用医保钱包进行就医购药和参保缴
费等，总体应用效果良好。

个人账户使用对象由“本人”到“配
偶、父母、子女”、再到“近亲属”；共济地
域由本统筹区到省内、再到跨省——职
工医保个账共济政策的不断推进，背后
是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关系的是广大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职工医保个账跨省共济，涉及 3
亿多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和近 10亿居民
医保参保人员，规模巨大，一个都不能
少。”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说，跨省
共济计划于 2025 年全面实现，让人民
群众的医保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新华社南京12月 2日电）

@13亿多参保人！职工医保个账将迎来“跨省共济”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朱 筱

■ 新华鲜报

9部门发文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推动批发零售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12 月 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4 年“读懂
中国”国际会议（广州）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读懂中国，需要读
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今天的中国正在加快构建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稳步

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
准经贸规则，积极打造透明稳定可预
期的制度环境。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既能满足 14 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也将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世界各国既面临新的风险
和考验，同时也拥有新的发展机遇和
进步前景。中国期待同各国携手创
造有利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积极应对
各 种 困 难 和 挑 战 ，推 动 实 现 和 平 发
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
现代化，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新篇章。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由中国国

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民
外 交 学 会、广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联 合 主
办，3 日在广州开幕，主题为“将改革
进行到底——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
发展新机遇”。

习近平向2024年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记者
梅世雄）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
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
知，明确从 2024 年 8 月 1 日起再次提
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人
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要求各地结合

实际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及时足额将抚
恤金和生活补助金发放到位。

据了解，这次提标统筹兼顾国家财
力、对象贡献等因素，彰显尊崇尊重和
关怀优待，实现国家连续第 20年提高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国家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
和其他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新华社天津 12 月 3 日电 （记者
周润健）这不，还没进腊月门，一则

“未来 5年都没有年三十”的消息就引
发 公 众 关 注 。 消 息 称 ，2025 年 至
2029 年的连续 5 年都没有年三十。
也就是说，过了腊月二十九，就直通
大年初一。这几年的年三十都去哪
儿了？影不影响人们过年？听听专
家怎么说。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杨婧介绍，腊月，是农历中十
二月份的别称。农历是我国的传统历
法，以月球绕地球运行周期并兼顾地
球绕太阳运行周期而制定，是一种阴
阳合历。农历月主要根据月亮圆缺变
化的周期而制定。在现代天文学中，
已经可以根据月亮和太阳的高精度位
置模型准确算出一整个月相的变化周
期约为 29.5306天，这一周期被定义为

“朔望月”。
由于一个月的天数要用整数表

示，因此有时是小月（29 天），有时是
大月（30天），而且大小月的出现并非
一大一小或一小一大间隔排列，也有
可能出现连续几个大月或连续几个

小月的情况，这需要通过精确的计算
来确定。

如果腊月正巧碰上农历小月，就是
29天，则没有腊月三十（民间俗称年三
十、大年三十）。杨婧表示，年三十“缺
席”的情形差不多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
次，甚至还有可能会连续“缺席”。不
过，由于“朔望月”平均长度稍长于29.5
天，所以每年大月出现的次数要稍多于
小月，这也导致有年三十的农历年份要
比没有年三十的农历年份多。据统计，
未来 26年，也就是到 2050 年，有年三
十的年份共有14次。

没有了年三十，过年就会失去灵魂
吗？“不会！岁末的最后一个晚上，民间
习惯称为‘除夕’。除夕，不仅是家人们
的团聚时刻，更是辞旧迎新的重要日
子。因此，不管腊月是 29 天还是 30
天，它都是农历年的末尾，其团圆之意
仍旧在，且已经是约定俗成，不会影响
除夕的存在，也不会影响人们过年的心
情。这么来看，未来 5 年都没有年三
十，真不是什么大事，公众不必大惊小
怪。”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来华说。

莫大惊小怪！

“年三十”连续5年“缺席”并非新鲜事

新华社北京 12月 3日电 （记者 马卓言）12
月 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
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尼泊尔总理奥利。

习近平赞赏奥利长期坚定致力于中尼友好事
业，指出中国和尼泊尔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好朋
友、好伙伴，两国始终真诚相待、相互尊重、相互支
持，双边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明年是中尼建
交 70周年。中方把中尼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
要位置，愿同尼方秉持建交初心，巩固传统友谊，
推动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尊重尼泊尔选择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尼泊尔维护国家独立、主权
和领土完整，愿同尼方不断巩固战略互信，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尼跨喜马
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正逐步从设想变为现
实。中方愿同尼方持续深化务实合作，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加强口岸、交通、电网、通信等互联
互通合作，帮助尼泊尔加快从“陆锁国”转向“陆联
国”，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尼泊尔经济社会
发展，鼓励中国企业赴尼泊尔投资兴业。中方支
持尼泊尔在华宣布2025年为“尼泊尔旅游年”，欢
迎尼泊尔朋友来华经商、旅游、留学。中方也愿同
尼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协调配合，维护广大发
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奥利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取
得巨大发展成就，堪称人类进步史中的奇迹，作为
中国的朋友，尼方深感骄傲，倍受鼓舞，希望学习
借鉴中国成功经验，实现自身发展繁荣。尼中之
间只有友谊，没有问题，两国关系基于友好、平等
和尊重。感谢中方雪中送炭，为尼泊尔提供各种
宝贵支持，帮助尼泊尔从“陆锁国”变成“陆联
国”。尼方愿继续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欢迎
更多中国企业赴尼投资，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
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允许任何势力
利用尼泊尔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损害中国利益，反
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
倡议等系列重要倡议，有利于人类共同应对当前
复杂国际形势和全球性挑战，尼方愿同中方加强
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联合
声明》。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
参议院主席洪森会谈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12 月 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4 世界传统
医药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传统医药是人类文明创
造的成果，需要代代守护、传承精华，也需
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中医药作为传统

医药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中
国始终坚持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并
重，推动中西医药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推
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走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传统医药发展之路。

习近平强调，世界的发展与繁荣，

需要各国进一步加强卫生健康领域合
作，携手应对全球卫生挑战，推动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方愿同各方
一道，加强传统医药互学互鉴，推动传
统医药深度融入全球卫生体系，促进传
统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让传统医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2024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当日在北

京开幕，主题为“多元 传承 创新：让传
统医药造福世界”，由北京市人民政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共同主办，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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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2024世界传统医药大会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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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 13 时 56 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使 用 长 征 三 号 乙 运 载 火

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

卫星十三号发射升空，卫

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

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2月 3日电 （记者 马
卓言）12月 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同柬
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举行
会谈。

习近平表示，中柬铁杆友谊成色
十足，完全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中方始终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
方向，愿同柬方携手打造高质量、高水
平、高 标 准 的 新 时 代 中 柬 命 运 共 同
体。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巩固铁
杆友谊。中方将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二要深化

交流互鉴，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共产党
愿同柬埔寨人民党加强战略沟通和干
部培训合作，助力柬埔寨探索符合本
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三要把握合作机
遇，开拓共赢新局。中方愿同柬方以
落实新版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为主
线，不断充实“钻石六边”合作架构，制
定“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合作
规划，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助
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柬埔寨“五
角战略”高质量对接。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
交织，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考验着各

国的应对和选择。中柬两国都致力于
做世界的和平力量、发展力量、进步力
量。中方将继续支持柬埔寨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壮大“全球
南方”力量，支持东盟坚持战略自主，
维护中心地位，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将
冷战思维引入本地区，坚定不移推动
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中方愿同
柬方坚定道不改、志不变的决心，增强
底线思维，加强协作和配合，共同应对
各种风险。

洪森表示，柬中友谊由双方老一辈
领导人共同确立，经受了历史和时间考

验，柬中命运共同体符合双方共同利
益。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政治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宝贵支持和帮助，
中国是柬最信任的朋友。对华友好是
柬人民党坚定政治共识，不会因柬领导
层代际交接发生任何变化。柬方将继
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维
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全面加强党际交
往，深化政治互信，促进各领域务实合
作，密切青年、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柬方愿同中方加强国际地区事
务协调配合。

蔡奇、王毅参加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