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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克3号商业业主：
3号商业业主及业主委员会多次要

求将一楼和三楼已销售的房屋移交给业
主委员会。经双方多次协商，现河南爱
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于2025年1月
1日起将爱克3号商业一楼和三楼房屋

经营管理权移交给爱克3号商业业主委
员会。为此，河南爱克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发出书面移交通知书，请各位业主于
2025年2月15日前与3号商业业主委员
会对接办理相关手续。业主委员会人
员：何勇飞，电话：15361257167。

河南爱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 1月 24日

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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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中心支公司
保险许可证公告

商务部等 5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
好 2025年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
的通知 1月 23日对外发布。2025年电
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政策有哪些新变
化？消费者如何享补贴？商务部流通
发展司负责人就有关内容进行解读。

这名负责人介绍，通知紧贴电动自
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要求，从
安全导向出发，聚焦以旧换新环节，明
确了以旧换新活动时间、补贴对象和标
准、优化补贴流程及方式，提出规范销
售环节、优化收旧环节、加强政策宣传、
做好数据收集等要求。

记者了解到，2024 年全国电动自
行车以旧换新超过 138万辆，发放补贴
资金 6亿多元，带动销售 37.4亿元。“消
费者得到了真金白银的实惠，出行更便
利、用车更安全。”这名负责人说。

广大消费者关心，2025 年如何享
受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政策？

通知明确，自 2025 年 1月 1日起，
延续开展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对
个人消费者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
并换购合格新车的，给予以旧换新补
贴。补贴标准由商务部指导各地结合
实际合理制定，与上年补贴标准相衔
接，保持工作平稳过渡。

“需要提醒消费者的是，参加以旧
换新活动获得的购新补贴不包含旧车
售卖金额，交售的旧车按当地报废车的
市场价回收，回收后将进行拆解处理，
目的是将风险隐患较高的老旧电动自
行车淘汰。”这名负责人说。

为提升消费者服务体验，鼓励各
地采用支付立减等方式，让补贴优惠
直达消费者。鼓励进一步简化补贴发
放流程，在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取
消补贴申请、审核、拨付中的非必要环
节，加快审批进度，尽量缩短补贴到账
时间。鼓励以销售门店为场景，提供
售旧、换新、辅助上牌等“一站式”服
务，便利消费者。

通知还提出，交售报废老旧锂离子

蓄电池电动自行车并换购铅酸蓄电池
电动自行车的，可适当加大补贴力度。
有何考虑？

这名负责人说，据从负责标准制定
和实施的部门了解，考虑到近年来我国
锂离子蓄电池发展虽然较快，但铅酸蓄
电池在电动自行车用电池中占比接近
80％，且安全性较好、价格便宜，深受消
费者青睐，对于报废老旧锂离子蓄电池
电动自行车换购铅酸蓄电池自行车的
消费者，适当加大补贴力度，符合电动
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要求
和现实情况，体现安全导向。

2025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政策
有哪些新变化？

这名负责人介绍，通知主要聚焦电
动自行车以旧换新环节的组织和实施，
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是拓展了收旧范围。将电动自行
车的收旧范围，由原来的“个人名下”变
为“个人消费者”，凡是来源权属明确且
配备车载电池的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均
可参加以旧换新，包含无牌车辆，资格确

认方式由各地结合实际自主确定。
二是明确了 报 废 更 新 的 安 全 导

向。将以旧换新补贴范围，由原来的
“交回老旧电动自行车并换购电动自
行车新车”变为“交售报废老旧电动
自行车并换购合格新车”，“交售”体
现旧车按市场价回收，“报废”体现禁
止再次流通使用，购新补贴不包含旧
车售卖金额，避免消费者在理解上产
生歧义。

三是规范了参与主体。按照公开
公平原则，各地自主确定参加电动自行
车以旧换新活动的销售企业或门店（含
个体工商户等），及回收企业目录（每个
城市不少于两家），名单要向社会公
示。销售门店要做到政策图解、价格公
示、监督电话、承诺书“四上墙”，加强面
对面宣传。交售的老旧电动自行车必
须交由具备相关资质的回收企业报废
处置，并完善交接手续，确保安全。参
与以旧换新的各类销售和回收企业主
体，要向社会公开承诺遵守各项规定。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2025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政策上新
消费者如何享补贴？

新华社记者 唐诗凝 谢希瑶

欢欢喜喜迎新春

新 闻 速 览

我国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

新华社北京 1 月 22 日电 （记者
古一平）近日，水利部等六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的意
见》，提出到 2035年，我国江河湖泊保
护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河湖面貌
全面提档升级，“河安湖晏、水清鱼跃、
岸绿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幸福
河湖基本建成。

以上信息是记者22日从水利部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水利部副部长朱程清介绍，意见从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维护河湖健康
生命、实现河湖清洁美丽、推动河湖生
态产品价值转化、保护传承弘扬江河文
化等 5 个方面部署幸福河湖建设任
务。意见明确，充分发挥河湖长制作
用，以流域为单元，统筹水灾害、水资
源、水生态、水环境、水文化和岸线保

护，治水之害、用水之利、彰水之美，以
高品质河湖生态环境支撑流域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水利部与各地各有关部门
一道，积极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据介
绍，2022年以来，水利部会同财政部在
全国遴选 62条（个）河湖，实施幸福河
湖建设项目。同时，水利部组织制定幸
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意见、负面清单指
南、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和幸福河湖评价
技术标准，指导各地规范项目实施，有
序推进幸福河湖建设。

下一步，水利部将从加强顶层设
计、加大资金投入、强化引领带动、健全
长效机制等方面入手，推动意见落实落
地。具体措施包括拓宽投融资渠道、加
快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发挥好河湖长制
作用等。

2024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投入突破3.6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 1 月 23 日电 （记者
潘 洁）国家统计局 23 日发布数据显
示，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投入为 36130亿元，比
上年增长8.3％，实现稳定增长，投入总
量稳居世界第二位。

R＆D 投入强度持续提升。2024
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
费与GDP之比）达到 2.68％，比上年提
高 0.10 个百分点，略高于“十三五”以
来年均提升幅度，保持稳步提升态势。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R＆D经费投入强
度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名第 12位，超
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2.11％），并进一
步接近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平均水平（2.73％）。

基础研究投入较快增长。2024
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 2497亿
元，比上年增长 10.5％，比 R＆D 经费
增速快 2.2 个百分点；占 R＆D 经费比
重为 6.91％，比上年提升 0.14 个百分
点，延续上升势头。

“我国R＆D经费投入保持稳定增
长，投入强度和基础研究占比持续提升，
为扎实推进科技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
础。”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张启龙
说，下一步，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鼓励引导
各方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完善多层次投入
体系，提高研发资金使用效率，为加快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保障。

新华社北京 1 月 23 日电 （记者
刘 祯 徐鹏航）国家医保局 23日公开
发布《关于建立医保数据工作组更好赋
能医疗机构发展的通知》，要求确保各
统筹地区医保数据工作组全面覆盖，定
期向定点医药机构亮医保基金家底。

通知指出，医保数据工作组是管好
用好医保基金，提高医保治理能力和水
平的重要手段，有利于防止由于不合理
行为导致基金跑冒滴漏。

根据通知，数据工作组主要负责医
保数据的审核分析、定期公布和医疗机
构的意见收集。包括定期对医保基金
收支、基金结算、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和

效率数据等进行分析，形成数据分析简
报，组织数据沟通会，面对面与定点医
疗机构沟通数据分析结果，同时收集医
疗机构对于数据分析、医保基金结算、
支付方式改革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此外，数据工作组将面向统筹地区
内所有定点医疗机构“亮家底”，数据内
容包括医保基金收支情况、预算执行情
况、DRG/DIP付费、结算清算进度等。

据了解，数据工作组要根据国家统
一要求，按月公布数据，暂时不具备条
件的可按季度公布。各统筹地区应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前至少公布 1 次数
据，之后按要求定期做好相关工作。

防止基金跑冒滴漏！

国家医保局建立数据工作组

新华社发 胥晓璇 郑逃逃 编制

近日，经中央金融委员会审议同
意，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
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

方案瞄准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卡点堵
点，通过更加细化、具体的政策安排顺畅
中长期资金入市“道路”。中长期资金入
市的这些安排，不仅将为市场带来更多
长期稳定的增量资金，也将稳定市场预
期，筑牢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基础。

证监会主席吴清 23日在国新办发
布会上介绍，实施方案既立足当下，确
定了各类中长期资金提高投资 A 股实
际规模、比例的明确指标；又着眼长远，
从建立适配长期投资的考核制度、投资
政策、市场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针对性
制度安排。“可以说‘干货’满满。”

对于市场普遍关注的增量资金问题，
方案明确了中长期资金入市的硬指标：

对公募基金，明确公募基金持有A
股流通市值未来三年每年至少增长
10％。对商业保险资金，力争大型国有
保险公司从 2025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
30％用于投资A股，并持续提升比例和
规模，这也意味着将每年至少为A股新
增几千亿元的长期资金。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除了提升各类
中长期资金投资A股的规模和比例，更
重要的是方案明确全面建立中长期资
金三年以上长周期考核。这是一个很
重要的制度性突破，可以说解决了多年
要解决没解决的问题。

“长钱”有耐心，需要资金考核机制
这个“指挥棒”的引导。长期以来，“长
钱短投”问题突出，很大程度就是因为
考核周期短导致的动作变形。长周期
考核建立后，中长期资金就可以把目光
放得更加长远，能通过投资能力获取更
长期稳定的回报。

与此同时，中长期资金投资行为的
稳定，也将有效提高资本市场内在稳定
性，降低市场波动，大幅优化资本市场
投资生态，提升对各类资金的吸引力，
强化资金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从操作层面看，对于商业保险资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企（职）业年金基金、公募基
金等不同类型的中长期资金，方案都
根据其资金属性和特点，进行了针对
性的安排，进一步解除中长期资金入
市的“束缚”，激发中长期资金入市的
积极性。

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各类
中长期资金积极入市，短期来看，能给
市场带来稳定的增量资金；长期来看，
能够改善市场投资者结构，更好发挥机

构投资者专业作用，引导各类投资者形
成理性投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

良好的投资回报和资本市场生态，
是吸引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基础。实
施方案从引导上市公司加大股票回购力
度、落实一年多次分红政策，推动上市公
司加大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工具的运用

等方面作出部署，以资本市场自身高质量
发展增强对中长期资金的吸引力。

展望未来，随着中长期稳定资金的
入市，资本市场回暖向好的态势将进一
步巩固，各类中长期资金也将通过资本
市场更好实现保值增值。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中长期资金入市迎重磅方案
筑牢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基础

新华社记者 刘 慧 刘羽佳

中长期资金入市明确硬指标

新闻链接

新华社北京 1月 23日电 （记者
刘羽佳 刘 慧）证监会主席吴清 23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关于推
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
明确了稳步提高中长期资金投资 A
股规模和比例的具体安排。

吴清说，对公募基金，明确公募
基金持有A股流通市值未来三年每
年至少增长 10％。对商业保险资
金，力争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 2025
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 30％用于投资
A股，这也意味着将每年至少为A股
新增几千亿元的长期资金。第二批
保险资金的长期股票投资试点将在
2025 年上半年落实到位，规模不低
于1000亿元，后续还将逐步扩大。

围绕延长考核周期，吴清称，考
核周期短是多年来制约商业保险资
金、年金基金等一些中长期资金扩大
A股投资的一个重要卡点。实施长
周期考核，能够有效熨平短期市场波
动对业绩的影响。“本来是个长钱，但
是考核周期过短就难以长投，通过考
核周期调整，能够提升中长期资金投
资行为的稳定性。”吴清说。

吴清表示，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
公募基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都要全面
建立实施三年以上长周期考核，大幅
降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当年度经营
指标考核权重，细化明确全国社保基
金五年以上长周期考核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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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春节将至，各地张灯结彩，人们参加各种喜庆活
动，欢欢喜喜迎新春。

图①① 1 月 23 日，书法协会志愿者在河北秦皇岛火车站

为旅客书写春联和福字。

图②② 1 月 22 日，外籍演员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河头

老街景区为游客演出。

图③③ 1 月 22 日，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梅花镇贵头村，

小朋友在“村晚”上表演节目。

图④④ 1 月 23 日，游人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风景区

观赏花灯。

图⑤⑤ 1 月 22 日，民间艺人在湖北省宣恩县贡水河上表

演打铁花。 新华社发

民生直通车民生直通车

财经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