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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 7月 22日，省委
常委会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
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研
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
信长星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以视频形式连线到各设
区市，听取了全省上半年经济形
势分析汇报，省工信厅、省商务厅
和徐州市、连云港市、无锡市、扬
州市发言。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
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勇挑
大梁”重要指示，扎实推动高质量
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
运行呈现高开稳走、回升向好态
势。成绩来之不易，各地各部门
积极锻长板、补短板、扬优势，为
全省发展作出了贡献。

会议强调，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胜利召开，极大地振奋了社
会各界的信心和预期。下半年是
推动预期转换、巩固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态势的关键时期。要按照
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
署，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
有利条件，注重从当前“走势”中
看到“趋势”，乘势而上，坚定做好
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信心；注重从
整体“回暖”中感知“温差”，实实

在在解决发展中的难题，激发市
场热力活力，增强企业发展干劲；
注重从发展“波动”中挖掘“增
量”，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中厚
植发展优势、增强回升动力，坚定
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努力争取更好结果。

会议指出，要以经济体制改
革为牵引，着力增强发展活力。
营造更加浓厚的改革氛围，及早
谋划实施一批标志性举措，增强
经营主体获得感。坚持和落实

“两个毫不动摇”，有效破解民营
企业反映突出的问题，完善民营
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长效机
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纵
深推进科技及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更好地为创新创造松绑、赋
能。

会议强调，要顺应形势和规
律变化，着力扩消费促投资。扩
消费要注重适应和引领群众需
要，深入挖掘服务消费“富矿”，加
大农村优质商品供给，提升物流
服务便捷性。促投资要继续抓好
省重大项目和民间投资重点产业
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物工作
量。要全力抓好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落地落
实，进一步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
能。

会议指出，要聚焦推进高水
平开放，着力稳定外贸外资。更

有针对性巩固外贸回升态势，拓
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
出口，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
定，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以稳
外企为重点稳定外资，抓好存量
外资企业服务，大力招引优质外
资项目。

会议强调，要紧盯科技和产
业变革方向，着力发展新质生产
力。全链条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应
用，催生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方
式颠覆性变革，打造智能制造升
级版。推动江苏制造深度嵌入国
家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领域，支
持优势企业加快发展，培育招引
有潜力的新项目，持续壮大领先
优势。发挥长三角畅通经济大循
环的引擎功能，多层面、跨领域推
进“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实现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释放内需潜能
相协同。

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
和安全，着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
债务、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突出
抓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能源保
供等工作，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要更加重视产业与人力资源
供需关系变化，开发新的就业增
长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不断
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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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坚定信心破解难题厚植优势
坚定不移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争取更好结果

财政部 22 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115913亿元，同比下降2.8%，扣
除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
抬高基数、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
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后，可
比增长1.5%左右。

分中央和地方看，上半年，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011亿元，
同比下降 7.2%；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本级收入65902亿元，同比增长

0.9%。分税收和非税收入看，上半
年，全国税收收入94080亿元，同
比下降 5.6%；非税收入 21833 亿
元，同比增长11.7%。

财政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6571 亿元，
同比增长2%。分中央和地方看，
中 央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本 级 支 出
18267 亿元，同比增长9.6%；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8304 亿元，
同比增长0.9%。 据新华社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
加快发展节水产业的指导意见22
日对外发布。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7年，节水产业规模达到万亿，
培育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初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创新为动力、产学研用
相结合的节水产业发展格局。

指导意见明确，到2035年，培
育一批百亿级龙头企业，节水技术
工艺、产品装备制造和管理服务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节水型生产生活
方式全面形成。

指导意见提出，落实水资源刚
性约束制度。水资源严重短缺地
区、地下水超采地区应当严格控制
高耗水产业项目建设，禁止新建并
限期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高耗水产业项目。强化重点领域
节水管理。从严控制洗浴、洗车、
洗涤、宾馆等高耗水服务行业用
水，积极推行水循环、梯级利用。
此外，完善节水市场机制。全面实
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和
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制度，合理
确定阶梯水量。 据新华社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5913亿元

我国拟培育万亿规模节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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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好的机票也能变，这不是有
人变魔术，而是有人在玩“暗箱操
作”。

澎湃新闻报道，上海市民胡女
士遇到了一件怪事：“航旅纵横”上
显示的“客票变更”记录，先是把她
的机票更换为 OPEN 票，而后又两
次退票、重新购票。然而她很确定，
6 月 23 日通过在线购票平台购买机
票后，她就再未进行过任何退改票
操作了。

胡女士提出质疑后，平台客服
解释称系“调价”。而在近期，关于
此类操作的反映可谓“铺天盖地”，
消费者们从平台客服人员处得到的
解释也并不统一。对此，大多数消
费者表示难以信服。

真实情况显然不像解释的那样
具有“合理性”。记者联系了部分在
线购票平台，经相关负责人核实，这
些订单确实存在退改变更记录，系

平台供应商为了赚取差价，私自进
行了“退高买低”的操作。由于选择

“代理”渠道的消费者是从机票供应
商处购买机票，在近日机票价格出
现较大波动的情况下，部分“二传
手”便动起了“赚差价”的脑筋。

也就是说，平台供应商背着消费
者退退买买，是有利益驱动的。在他
们眼里，消费者的票已经不是票了，
而是拿来“生财”的工具。至于消费
者的利益和感受，那都不是个事。

购买机票是乘客的自主行为，
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没经过乘客
同意，平台就悄无声息地把机票给
改来改去，这是赤裸裸地侵犯他人
合法利益。

消费者在完成购票程序后，事实
上购票行为就已终止。要更改机票，
前提只能是由消费者做出决定，任何
机构都无权替消费者做主。何况，在
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更改机
票，也在一定程度上“动”了消费者的
隐私权。这就涉嫌违法违规了。

更重要的是，即便“退高买低”，
所产生的差价也属于消费者。所谓
的“二传手”把这笔钱给截留，是什
么性质，难道不清楚吗？

“换票事件”屡见不鲜足以证
明，此中的“油水”颇为丰厚，以至于
被人盯上，而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
诸多管理漏洞。

此风绝不可长。对此，平台方

面首先应该负起主体管理责任，对
那些不守法的“二传手”说“不”。在
媒体记者交涉后，有在线购票平台
表示，会退还差价，协商给予一定数
量的补偿，后续将严格要求所有机
票产品的供应商实际出票、改签舱
位及价格必须和系统列表推送的舱
位、价格保持一致，供应商的违规操
作一经核实，将按照平台规则予以
严肃处罚，包括但不限于罚款、暂停
供应商服务资格等。这一表态令人
欣慰，但仅有此还不够。

私改车票既涉嫌侵权、违法，也
扰乱市场秩序，对此，绝不能等闲视
之。一方面，平台必须尽快完善监
督机制，填补管理漏洞；另一方面，
当消费者的愤怒指责遭遇敷衍时，
亦可依法通过其他渠道维权。而必
要之时，监管部门也可以跟进、介
入，为消费者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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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

瞒着乘客退改机票，就这么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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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弟”改名成功发出有益启示
近日，江西女孩易初在社交媒体

上宣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她终于成功改名，摆脱了那个承载了
家庭重男轻女观念的“易招弟”之名。

“招弟”“招娣”，这些名字如同一
面镜子，映照出某些家庭对男孩的偏
执渴望。而易初，作为家中的第四个
孩子，前面是三位姐姐，身后则紧跟
着一个弟弟，她的名字正是这种家庭
观念下的牺牲品。名字本应是个体
身份的独特印记，是自我认知的起

点，而非他人愿望的附庸。然而，在
易初的成长岁月里，“易招弟”这个名
字无疑成为了她难以言说的隐痛，时
常让她在公共场合感到尴尬与不适。

幸运的是，时代的进步带来了
改名的曙光。民法典与户口登记条
例的明确规定，为易初等渴望摆脱
名字束缚的人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后
盾。

名字更改并非一蹴而就之事，
它涉及个体的心理调适、社会认同

的重塑等多个方面。因此，在做出
这一决定之前，我们需要深思熟虑，
权衡利弊。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
认识到名字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和社会意义。

对于即将为人父母或已成为父
母的人们来说，为孩子取名字时应
更加慎重与负责。应避免将自己的
愿望与期待强加于孩子身上，而是
应该尊重他们的个性与选择，给予
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充满爱

与尊重的名字。
易初改名成功，不仅是个体权利

的胜利，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见证。
它提醒我们要时刻关注个体权利与
家庭期望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同时也
要勇于反思与消解那些束缚个人发
展的文化习俗和偏见。只有如此，我
们才能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自由、
平等的成长环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在阳光下自信地绽放自己的光彩。

山西 关育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