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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吴雅婷） 记者 8 月 15 日从市文广
旅局主办的成都文旅产业建圈强链

“蓉易见”数智文旅资源供需对接会上
获悉，目前成都全市数字文旅企业超
过1000家，拥有腾讯、携程、咪咕音乐、
索贝数码、中科大旗、方天圣华、极米
科技等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100余家，
中国（成都）网络视听产业基地等19个
国家级数字文旅平台相继落地成都。

近年来，成都文旅产业能级不断
提升，已建成天府像素太文创产业
园、“映美视”元宇宙光影馆等重点项

目 19 个，总投资 30.91 亿元。消费场
景不断涌现，“浪美术馆·成都”、熊猫
时空馆等数字艺术新空间，打造出建
发·三体艺术展等沉浸式展览新场景
和“蜀宴赋”等沉浸式餐秀新场景。
设施平台不断完善，国家超算成都中
心、西部（成都）科学城等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相继建成，构建了“一所
两中心 N 平台”文化数据服务体系，
建成“智慧蓉城文广旅城运分中心”
指挥系统，实现了重点景区、文化场
馆日常监测智慧化、客流分析数字
化、运营管理信息化。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改善
需求，提升住房交易置换效率，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成都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 8 月 15 日发布《关于开展成都市
住房“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并自
2024 年 8 月 16 日起实施。具体在三个
方面作出调整：

一是大力支持企业积极广泛参
与。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新
房、存量房交易联动，对“以旧换新”的
购房人按照市场化原则予以形式多样
的激励或补贴。

二是充分发挥协会规范引导作
用。市房地产行业协会搭建住房“换
新购”平台，建立线上线下联动机制，

发布参与企业、机构及项目等信息，畅
通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
购房人等主体信息沟通和交流合作渠
道，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给予购房人
延长认购期3个月等“放心买”服务，倡
议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
共同分担住房“以旧换新”交易费用。

三是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支持各区（市）县政府（管委会）采取多
元化方式进行拆迁安置，鼓励通过“房
票”形式推动住房“以旧换新”；支持
各区（市）县政府（管委会）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
6 个月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或购买新
建商品住房后12个月内出售原自有住
房的购房人，通过给予财政补贴（包括

定额补贴、全部或部分契税补贴、增值
税补贴）、发放消费券等形式鼓励住房

“以旧换新”，具体标准、执行时间由各
区（市）县自行确定；对于出售自有住
房并在6个月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
可认定为首套房。支持商业银行按认
定的客户住房套数办理个人住房贷款
业务；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对出售
自有住房并在 6 个月内购买新建商品
住房的购房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的，双缴存人家庭最高贷款额度调整
为 90 万元，单缴存人家庭最高贷款额
度调整为 50 万元；推进存量房交易资
金跨银行、封闭式监管，进一步畅通二
手住房交易“带押过户”。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升涛

国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 7 月份，生产需求继续恢复，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继续培育
壮大，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国民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工业保持较快增长，服务业持续
恢复。7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5.1%，比上月回落0.2个
百分点；环比增长 0.35%。全国服务
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比上月加
快0.1个百分点。

市场销售增速回升，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扩大。7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37757 亿元，同比增长 2.7%，比
上 月 加 快 0.7 个 百 分 点 ；环 比 增 长
0.35%。前 7 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287611 亿元，同比增长
3.6%，比1至6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8%。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
构继续优化。7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
额 36758 亿元，同比增长 6.5%，比上

月 加 快 0.7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 ，出 口
21389 亿元，增长 6.5%；进口 15369 亿
元，增长 6.6%。进出口相抵，贸易顺
差 6019 亿元。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
价格温和回升。1 至 7 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1%，比上
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7 月份，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比上
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月下
降 0.1 个百分点。7 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5%，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环比
上涨 0.5%。

“总的来看，7 月份，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
进。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变化
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
依然不足，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困难挑
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
当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据新华社

国家税务总局 15 日发布《关于进
一步便利纳税人跨区迁移 服务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通知》，从“优化事
前提醒”“提速事中办理”“完善事后服
务”全环节推出系列举措，进一步便利
纳税人跨区迁移。据了解，该通知自
9月1日起执行。

在“优化事前提醒”方面，通知提
出，要主动推送办理指引。税务机关
将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信息共
享，根据市场监管部门共享的跨区住
所变更登记信息，通过电子税务局等
渠道主动向纳税人推送跨区迁移涉税
事项办理指引，提醒纳税人查询办理
未办结涉税事项。

在“提速事中办理”方面，通知提
出，一方面，要优化未结事项办理；另
一方面，要简化发票使用手续。对使
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的纳税人，
信息系统自动将其发票额度转至迁
入地。纳税人使用税控设备的，在省
内迁移时，可线上变更税控设备信
息，无需在迁出地税务机关缴销税控
设备；在跨省迁移时，可线上远程注

销税控设备，直接向迁入地税务机关
领用税控设备，或使用全面数字化的
电子发票。

同时，要分类处理涉税风险。纳
税人存在未完成风险任务的，税务机
关对低风险的即时办理迁移手续，将
风险任务推送至迁入地税务机关继续
处理；税务机关对中、高风险的按规定
限时完成风险应对，及时办理迁移手
续。此外，要优化退税办理环节。纳
税人存在多缴税款的，信息系统自动
提醒办理退税，对选择在迁移前办理
退税的，税务机关应限时办理；对选择
暂不退税的，税务机关辅导纳税人在
迁移后办理退税。

在“完善事后服务”方面，通知明
确，要持续跟踪辅导。迁入地税务机
关要提供“一站式”迁入服务，保障纳
税人纳税信用级别、发票额度、预缴税
款、所得税亏损弥补、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资格、未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等权
益和资质得以延续，并及时辅导纳税
人办理迁移前未办结的涉税事项。

据新华社

便利纳税人跨区迁移
系列新规9月1日起施行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吴茜 文/图） 近日，伴随着一声声
清澈的鸣笛，四川省首批氢燃料电池
市政洒水车在成都市新都区投用。据
悉，此次投用的 4 台 18 吨市政洒水车
搭载着成都企业四川荣创新能动力系
统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110KW 氢燃
料电池系统，将由环卫服务企业在新
都区核心城市区域运行并提供服务。

记者看到，氢能驱动的市政洒水

车在外形上与传统的柴油洒水车没有
太大区别，可以从外观偌大的“H2”标
志进行分辨。试驾后，驾驶员李峰意
犹未尽：“噪音很低，能够提供更静谧
的驾驶体验，总体来说，驾驶起来很舒
适、很稳当。”

通过小型化、轻量化的氢燃料电
池系统将氢能转化为电能，再驱动电
机提供助力，氢能驱动的洒水车与锂
电池车辆相比， 紧转02版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刘泰山） 三季度是决胜全年目标
任务的关键季。记者8月15日从四川
省发展改革委获悉，1—7 月，300 个共
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完成
投资 2815.5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64.5%。37 个新开工批次项目已开工
建设23个、开工率62%。

现代基础设施项目扎实推进。
101 个项目 1—7 月完成投资 1638.4 亿
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58.8%。重庆江
北国际机场 T3B 航站楼幕墙及金属
屋面基本完成，第四跑道飞行校验工
作圆满完成；两江新区至长寿道路项
目站房、CTC 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完
成；成达万高铁元宝山隧道顺利贯通；
阿坝—成都东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
工程正式开工。

科技创新和现代产业项目进度超

前。145个项目1—7月完成投资1018.5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76.9%。长安渝
北工厂置换及绿色智能升级项目已进
入试生产阶段；觉醒睡眠与认知全国
重点实验室交付使用；四川时代 7 期

（时代长安）及时代吉利已投产；西部
首个国家实验室项目加快建设。

文旅、开放、生态、公共服务项目
顺利推进。54 个项目 1—7 月完成投
资 158.6 亿 元 、年 度 投 资 完 成 率
62.4%。遂潼区域职业教育中心一期
建成投用，二期楼房主体完工；器官
智能生物制造工程中心项目正对外
商洽合作，剩余强弱电工程、暖通系
统正加紧施工；长江上游凯江、郪江
流域生态修复项目正在进行管网工
程、涉河工程堤防建设；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儿童医院宜宾医院建设项目
土石方工程完工。

共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加速推进
1—7月完成投资2815.5亿元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月15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互致
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西同为发展
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是志同道
合的好朋友、携手前行的好伙伴。建交
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两国关系始终保持稳定发展，全局
性、战略性、全球性影响日益突出，在促
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的同时，也为世界

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去年卢拉总统成功访

华，我们就引领和开辟新时代中巴关系
新未来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巴方
以中巴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持续加强
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双方各领域交
流合作，赋予中巴关系新的时代内涵，
携手推动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卢拉表示，半个世纪以来，巴中友
谊不断加强，合作日益多元。当前，两

国在多领域、各层级保持合作，共同建
设更加繁荣、和平和公正的世界。巴
中关系对于构建多极秩序和更加公正
有效的全球治理日益重要，对于两国
和世界的稳定和可预见性发挥了支撑
作用。两国关系的下一个 50 年，我们
将并肩开辟新道路，构建命运与共的
光明未来。

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巴西副
总统阿尔克明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8 月 16
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的说明》。

习近平指出，围绕党的中心任务
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
的成功经验。从实践经验和现实需
要出发，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考虑。第一，这是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
心任务的迫切需要。第二，这是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迫切需要。第三，这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的迫切需要。第四，这是应对重大风
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的迫切需要。

习 近 平 指 出 ，在 决 定 稿 起 草 过
程中，我们重点把握以下几点：一是

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
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确
定 遵 循 原 则 ，坚 持 正 确 政 治 方 向 。
二是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来谋划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坚 持 问 题 导
向。三是抓住重点，突出体制机制
改 革 ，突 出 战 略 性 、全 局 性 重 大 改
革，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凸
显改革引领作用。四是坚持人民至
上，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
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五是

强化系统集成，加强对改革整体谋
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
合、协同高效。

习近平指出，决定稿锚定 2035 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
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在内
容摆布上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注
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第
二，注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
制。第三，注重全面改革。第四，注重
统筹发展和安全。第五，注重加强党
对改革的领导。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就中国巴西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互致贺电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1%、货物进出口增长6.5%⋯⋯

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成都数字文旅企业超过1000家

《成都市机器人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发布

到2026年聚集1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成都今起开展住房“以旧换新”

四川首批

氢燃料电池市政洒水车在蓉投用

■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
“以旧换新”的购房人予以形式多
样的激励或补贴

■鼓励各区（市）县通过“房
票”形式推动住房“以旧换新”

■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给予财
政补贴、发放消费券

■对于出售自有住房并在 6
个月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可
认定为首套房

■申请公积金贷款额度调整
至 90 万元（双缴存人家庭）和 50
万元（单缴存人家庭）

部 分 政 策

机器人产业正迎来发展风口。15日举行的成都市机器人进世园会活动上，成
都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正式发布《成都市机器人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
2026年）》，其明确指出，力争到2026年，全市机器人产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打造
100款机器人新品、聚集1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打造100个标杆
示范场景，全产业链规模突破600亿元，建成
全国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增长
极和示范应用新高地。

现场发布的全国首个“成都造”基
于物流场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

打造
100款

机器人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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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款“成都造”
智能机器人首发

成都机器人产业近日不断传来
好消息。15 日的活动上，成都人形机
器人创新中心带来了全球首个“成都
造”基于文旅会展场景的生成式数字
人机器人，预示着文旅产业智能化转
型的新篇章。它基于生成式语音、表
情、口形、肢体动作等人体全要素克
隆生成式模型及语义理解生成式模
型，实现对人体声音、面部微表情、嘴
唇形态、肢体语言等全要素自主采
集、快速训练及生成数字人形象，形
成全球首款生成式数字人+机器人融
合创新产品。

同时，中科源码（成都）服务机器

人 研 究 院
也 发 布 了 全 国 首
个“成都造”基于物流场
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为物流行
业带来革命性变化。它能够通过环
境感知和语义理解实现控制决策和
人机交互，通过运动建模、规划和控
制，实现单一移动与操作任务泛化，
从而应用于仓储物流分拣、楼宇快递
分拣等场景。

两款“成都造”智能机器人的问
世，彰显了成都市机器人企业在技术
创新、用户体验及行业应用方面的突
破性进展。

初步形成机器人
全产业链发展态势

据介绍，近年来，成都深入推进
工业立市、制造强市“一号工程”，将
机器人产业作为未来产业新赛道并
将其纳入 30 条重点产业链之一，致力
于打造“无处不在、无时不用”的产业
生态，以场景为牵引，全力推动产业
高质量发展。 下转 02 版

此次投用的氢燃料电池市政洒水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