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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3日，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小明在海口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刚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用好用足自由贸易港政策，在海洋装备制造、打造
绿色低碳供应链体系等领域深化合作开展交流。省领导巴特尔、谢京参加会谈。 沈伟

冯飞刘小明与中国船舶集团董事长温刚举行工作会谈

本报讯 6月13日，八届省委财经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人口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

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主任冯飞主持会
议，省长、省委财经委副主任刘小明，省委财

经委委员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加快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
撑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重大部署，为海南做好相
关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推动四大主
导产业做大规模、提质增效，加快建设以实体

经济为支撑的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
知名旅游品牌，谋划具有影响力的文旅活动，
加快打造国际航空枢纽，推动旅游消费提档升
级；加快发展金融、现代航运、新型离岸贸易等
现代服务业业态，持续提高其所占比重；深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质量效
益稳步提升；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提升产

业迭代升级能力和根植性；发挥重点园区主战
场作用，打造高质量发展主引擎。要全面认
识、正确看待人口发展新形势，建立健全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探索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并
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形成人口增长
和经济增长良性循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自
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沈伟

八届省委财经委第二次会议指出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
形成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良性循环

本报讯 6月13日，省文联专职副主席王
艳梅带队走进海南省古筝学会、海南省纳方
园艺术团开展调研工作，了解社会文艺组织
业务情况，为其建言献计。

据了解，海南纳方园艺术团是由30多人
组建而成的团队，艺术团成员擅长歌、舞、乐，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目前以演奏海南非物质
文化遗产“海南八音”为强项。

调研期间，王艳梅希望海南纳方园艺术

团等各社会文艺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规范管
理，借助各类传播形式，宣传自身优势，希望
有情怀的爱好者们能够坚持办下去。

海南省古筝学会是由海南省内从事古
筝教育、表演、理论研究工作的人士和爱好
者自愿组成的学术性非营利社会团体，旨在
面向全省普及古筝演奏知识，培养古筝人
才，促使古筝进中小学课堂、活动中心。海
南省古筝学会目前与海口市秀英区青少年

学生校外活动中心合作进驻校园，促进古筝
进中小学课堂，业务开展情况良好。

海南省古筝学会会长陈曦表示，接下
来省古筝学会将整理适合海南特色的古
筝教材，定期开展古筝教学研讨会，进一
步提高基层古筝老师水平；定期组织展演
和比赛，为青少年提供上台演出和锻炼的
机会。

对此，王艳梅表示，海南省古筝学会能

够借助平台开展各类活动非常好，希望他们
能够打造自己的宣传平台，进一步推广提升
学会的知名度，充分利用好平台，为更多的
音乐爱好者提供学习交流机会。

省文联组联部副部长李小勇，海南省摄
影家协会副秘书长、海口市摄影家协会副主
席尹辉，海南省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刘乃枫
等一同参加调研。

记者 符小霞

省文联调研组走进海南省古筝学会、海南省纳方园艺术团

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
13日对外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降成本重
点工作的通知》，提出8个方面22项任务。

通知明确，增强税费优惠政策的精准
性、针对性。对科技创新、重点产业链等领
域，出台针对性减税降费政策。完善税费优
惠政策。2023年底前，对月销售额10万元
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对小规模
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增值税，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
人分别实施5%、10%增值税加计抵减。

在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质效方面，
通知提出，推动贷款利率稳中有降。持续发
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效能和存
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的重要作用，推动经

营主体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同时，引导金融
资源精准滴灌，继续增加小微企业的首贷、
续贷、信用贷。

在缓解企业人工成本压力方面，通知明
确，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费率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4年底。
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实施普惠性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在降低企业用地原材料成本方面，通知
提出，做好能源、重要原材料保供稳价工作，
继续对煤炭进口实施零关税政策。加强重要
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

通知还提出，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推进物流提质增效降本，提高企业资金
周转效率，激励企业内部挖潜。

四部门部署2023年降成本重点工作

对这些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等8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
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明确
2025年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达到50个左
右、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产教融合型
企业等一系列目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刘明
表示，方案发布是持续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的内在要求，对于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具有重要意
义。方案内容包括推动形成产教融合头雁
效应、夯实职业院校发展基础、建设产教融
合实训基地、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全
激励扶持组合举措等5方面重点任务。

为了完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方案鼓励

引导职教院校优先发展先进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需要的
一批新兴专业，加快建设护理、康养、托育、
家政等一批人才紧缺的专业，改造升级冶
金、医药、建材、轻纺等领域的一批传统专
业，撤并淘汰供给过剩、就业率低、职业岗位
消失的专业，鼓励学校开设更多紧缺的、符
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
创新链的专业体系。

在政策举措方面，方案在全面梳理现有
支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政策举措的基础
上，针对产教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创
新激励扶持举措，形成指导性政策文件，进一
步健全“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
励，支持地方出台符合本地实际的落地政策。

我国拟建设培育

1万家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

世界献血者日：

科学认识输血，保障血液安全
据新华社电 血液是一种无法人工合成、也不能长期保存的无法

替代的宝贵资源。2023年6月14日是第20个世界献血者日。专家提
示，科学认识输血，适量献血，是无损健康的。希望更多公众能够加入
无偿献血者队伍，保障临床血液安全供应。

无偿献血是关系人民群众健
康和生命安全的社会公益事业。
1998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献血法》，形成了“政府主
导、部门协作、社会支持、公众参
与”的无偿献血工作格局。25年
来，无偿献血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绩，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
血液安全报告》显示，我国在无偿
献血总量、血液安全水平和临床合
理用血等方面位居全球前列。

“一个健康成年人献血不超
过自身总血量的13%，对身体没
有不良影响。”北京协和医院输血
科主任甘佳介绍，一个健康成年
人的总血量约占体重的8%，以一
个体重50公斤的成年人为例，其
体内的血液为 4000 至 5000 毫
升，一次献血200至400毫升，即
占人体总血量的5%至10%，失去
的血容量可以很快从组织间液和
饮用水中得到补充，血细胞在一
个月内就可恢复到原有水平。

足量、安全、持续地血液供
应，是开展临
床医疗救治
和患者生命
安全的重要
保障。甘佳

介绍，输血治疗是一种十分重要
的临床治疗手段，主要应用于创
伤、产科围产期出血和手术出血、
其他出血性疾病等。此外，输血
治疗也用于血液系统疾病以及肿
瘤放化疗之后的骨髓抑制患者。

如何避免经输血传播疾病？
专家表示，在医疗过程中，除必须
接受输血救治外，应尽量避免异
体输血。同时，一些病原微生物
的传播还会通过不洁净的针刺过
程发生，所以针刺、注射治疗以及
打耳洞等要选择正规机构。这些
病原微生物还可能通过性接触和
体液传播，要避免不洁的性行为。

此外，要保持合理饮食、充足
休息和适量运动，养成健康的生
活方式，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拥
有健康的血液。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全国血
站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21-
2025年）》明确，到2025年，全国
血站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各级血
站规模和服务体系显著提升，无偿
献血采集量进一步增加，建立血液
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完善血液
联动保障机制，血液供应保障公平
性和可及性持续提升，血液质量安
全水平稳居全球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