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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13 日电（记
者 樊曦）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季度，
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7亿吨，同
比增长 3.1%，日均装车 17.9万车，
同比增长4.2%，为畅通国内国际双
循环、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
了有力支撑。

数据显示，大宗货物“公转铁”
成效明显。针对疆煤外运实施 64
个“公转铁”项目，一季度疆煤外运
完成2201万吨。针对晋南地区8家
钢铁企业的原材料和产成品运输需
求，组织北京、太原、郑州、济南、上
海局集团公司制定物流总包服务方
案，促进域内大宗货物“公转铁”运
输。同时，精心组织种子、化肥、农
药等春耕物资运输，开辟绿色通道，
实行优先承运，强化全程盯控，确保
不误农时。

数据还显示，货运班列开行强
劲增长。一季度累计开行跨铁路局
集团公司货运班列 1.26万列、日均
装车5000车，同比分别增长135%、
154%，较好地服务了国内大循环和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
经济区域间开好快捷物流示范班
列，实行“客车化”开行和网上订舱，
确保运输时限，助力区域经济交流
互动和畅通国内大循环。精心组织
跨境货物运输，中欧班列保持稳定
开行，中亚班列累计开行 3582列，
同比增长 25.5%，中老铁路累计发
送跨境货物 151.3万吨，同比增长
10%，有力促进了国际经贸往来。

与此同时，铁路物流服务品质
持续提升。铁路 95306“一单制”功
能和海运订舱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与航运企业扩大合作，已联合开发
铁水联运产品 9个。一季度，累计
发送铁水联运集装箱货物 395.1万
标箱，同比增长 19.4%。积极拓展
铁路物流金融服务，合作银行增至
10家，已累计服务客户738家，授信
融资总额 185.73亿元，助力各类企
业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铁路网络货运物流平台平稳运行，
已入驻汽车 11.9万辆，一季度完成
铁路两端接取送达运量4753万吨，
同比增长 73%，促进了公铁联运高
效衔接，提升了全程物流效率。

一季度国家铁路发送货物9.7亿吨
同比增长3.1%

新华社北京 4月 13 日电（记
者 吴雨）我国首季金融统计数据
13日出炉，当季金融总量保持合理
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
加9.78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
贷款增加8.66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3月
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 265.41万
亿元，同比增长7.4%。分部门看，一
季度，住户贷款增加1.04万亿元；企
（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8.66万亿元，
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58万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3月末，我国广

义货币（M2）余额326.06万亿元，同
比增长 7%；狭义货币（M1）余额
113.49万亿元，同比增长1.6%。

另外，一季度我国人民币存款
增加 12.9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增加 9.22万亿元。3月末，我国人
民币存款余额 315.22万亿元，同比
增长6.7%。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
示，3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为 422.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4%。
一季度，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
计为 15.1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2.37万亿元。

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78万亿元
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
者 董博婷）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日前发布 2024年度报告。在快
速响应自然灾害救援方面，报告
显示，中国红基会2024年全年响
应灾害救援 18次，赴 7省开展救
灾，捐赠1.98万只赈济家庭箱，资
助295家社会应急力量组织。

报告介绍了中国红基会 2024
年整体工作和项目情况。在开展医
疗救助工作方面，在彩票公益金和
社会捐赠款支持下，全年资助白血
病、先心病患儿12441人次；在支持
基层医疗能力提升方面，援建博爱
卫生站、博爱校医室、“健康 e站”、
英雄能量站等 160余所，培训乡村

医生、儿科医生、校医和基层医生超
3万名；在支持国际人道主义事业
方面，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为阿富
汗、伊朗等 6个国家 2049户流离失
所家庭提供核心救济物资和现金援
助，通过联合国难民署为非洲两个
国家流离失所的青少年送去价值近
2500万元的物资等。

报告显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2024年全年总收支12.85亿元，执行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3.34亿元，截
至2024年底，其总资产达到10.45亿
元。2005年以来，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累计总支出超过123亿元，其中公
益支出总额超过119亿元，并执行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28.94亿元。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2024年响应灾害救援18次
捐赠1.98万只赈济家庭箱

新华社大阪4月13日电（记者
陈泽安 杨智翔）2025年大阪·关西
世博会（大阪世博会）13日正式开
园，以“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绿色发展的未来社会”为主题
的中国馆当天举行了开馆仪式。

大阪世博会将持续至 10月 13
日。中国馆是本届世博会面积最大
的外国自建馆之一，占地面积约
3500平方米。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开馆
仪式上致辞中表示，中国政府积极
支持日方举办大阪世博会，高度重
视大阪世博会中国参展工作，由中
国贸促会会同各方精心组织筹备中
国馆。希望通过中国馆的精彩展示
和丰富活动，让世界看到欣欣向荣、
自信开放的中国，为大阪世博会留
下精彩难忘的中国印记，积极促进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
的经济全球化。

国际展览局秘书长迪米特里·开
尔肯泽斯说，中国始终以卓越表现
参展，其展馆屡获殊荣、广受赞誉。
在大阪世博会上，世界各地观众将
在中国馆领略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
与古老智慧，见识现代中国科技创

新成就和创意方案。
日本世博协会会长、日本经济

团体联合会会长十仓雅和表示，日
中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
一。期待各国有识之士以大阪世博
会为起点，推动创新合作，共同构建
焕发生机的未来社会。

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表示，希
望通过大阪世博会进一步深化日中
地方交流合作。

国际展览局主席阿兰·伯杰、中
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以及中日企
业、文化等各界人士约 300人参加
开馆仪式。仪式上举行了传统舞狮
和舞剧《朱鹮》表演。

中国馆共设“天人合一”“绿水
青山”“生生不息”三个展区，旨在展
示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展现中国绿
色发展理念，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
鉴和民心相通。其中，近距离对比
展示由中国嫦娥五号、嫦娥六号探
测器采集的月球正面和背面土壤样
品，以及“蛟龙”号深潜体验舱、新一
代人形机器人、以“二十四节气”为
主题的大型多媒体动态影像、数字
化动态长卷《耕织图》等展项是中国
馆的亮点。

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开馆

据新华社德国杜塞尔多夫4
月13日电（记者 刘向）“我最喜
欢的中文歌是《大鱼》。几年前我
首次到成都时，中国小伙伴们演
唱这首歌迎接我们，我听了很感
动。”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成员安
娜·布吕梅克（中文名布姝婵）12
日向新华社记者谈起自己学过的
中文歌时说。

合唱团 13日将开启为期两
周的四川和重庆之旅。赴华游学

送行仪式 12日在中国驻杜塞尔多
夫总领事馆举行，约40名合唱团师
生和家长们欢聚一堂。

布吕梅克作为代表在仪式上
说，合唱团即将踏上一段独一无二
的旅程，“这次旅程不仅让我们能收
获见闻和体验，更是友谊与相互理
解的生动象征”。她还清楚记得第
一次去中国的旅程，现在她即将第5
次访华，“有一种要回家”的亲切感。

来自多特蒙德市的高中生约纳

斯·米勒兴奋地说：“我学中文两年
了，我们现在对踏上曾无数次幻想
过的旅程满怀期待。我真要飞往汉
字国度了！那些我曾练习的文字，
终于可以亲眼看到它们的家了！”

成都茶香袅袅的茶馆、重庆令
人目眩的桥梁、矗立江边的乐山大
佛——这一切都引发了米勒的好奇
心，“听说品尝四川的每一道菜都是
一种挑战！”米勒认为，这次旅行不
仅是观光和美食的体验，也是去认

识课本外中国的机会。
中国驻杜塞尔多夫代总领事昌

海涛说，德国学生将与中国同龄人交
流，走进校园和社区，品尝地道美食，
甚至学习几句四川方言。这些点滴
互动，将成为同学们理解真实中国的
钥匙。希望合唱团将所见所闻带回
德国，与家人朋友分享一个立体、鲜
活的中国；更希望这段经历能点燃同
学们心中对跨文化交流的热爱，未来
成为中德合作的参与者、推动者。

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开启赴华交流学习之旅

“以前看大病要跑省城，现在
县医院就能做心脏手术，医保报
销比例还高了。”浙江安吉县余村
村民陈先生的感慨，折射出我国
深化医改取得的显著成效。

4月 12日至 13日在浙江杭
州举行的 2025全国深化医改经
验推广会暨中国卫生发展会议
上，多名业内专家聚焦医改话题，
共话如何让健康中国建设迈向

“优质均衡”新阶段。

■强基层：
县域医疗托起“家门口看病”

推动“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
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头疼
脑热在乡镇、村里解决”，是深化
医改的重要目标。

建设 13 个国家医学中心、
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114个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近年来，
我国通过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等举措，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下沉。

如何让分级诊疗体系逐步落
地？安徽省芜湖市通过建立转诊
病种白名单、全周期服务管理、反
向转诊绿色通道等制度，2024年
基层医疗机构诊疗量占比提升至
65%；重庆市建立“医学影像、医
学检验、心电诊断、病理诊断”资
源共享中心，基层检查后实时上
传结果、区县级医院实时出具诊
断报告……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潘

建波介绍，目前全市已实现医学检
验、医学影像、心电诊断三大远程诊
疗中心区县全覆盖，服务群众 600
余万人次，100余名急性心梗基层
患者得到及时诊断救治。

“下一步将以基层为重点推动
‘四个延伸’，即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
资源向中西部、东北地区延伸，向省
域内人口较多城市延伸；进一步推动
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延伸；
进一步推动上级医疗资源向城乡基
层延伸；进一步推动一定区域内医疗
卫生服务互相延伸。”国家卫生健康
委体制改革司司长杨建立表示，运用
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在优质医疗资源
提质扩容增能、提升科技能力、丰富
治疗手段等方面持续发力，着力增强
群众改革获得感和体验感。

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
院改革，成为推动医疗服务体系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杨建立表示，将
进一步健全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
性、保障可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机
制，优化薪酬结构，逐步提高医务人
员固定收入占比，让公立医院真正
回归公益属性。

■减负担：
多元保障破解“看病贵”

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个人卫生
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由2012年的
34.34%下降到2022年的26.89%，但
部分患者仍反映“看病贵”。

“目前已指导 70%以上的统筹
地区建立完善医保基金预付机制。”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
心宇介绍，近年来，国家医疗保障局
高度重视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持续
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优化
完善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深化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健全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机制，强化医保基金监管，
规范医保基金结算管理等。

减轻群众就医用药负担，多元
保障机制如何进一步完善？

在江西省鹰潭市，当地积极探
索创新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
购模式，不断拓展渠道、优化流程，
打破传统医药采购壁垒。江西省鹰
潭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当地启动两批次共计3393个药品和
医用耗材采购，平均降幅28.04%。

浙江省持续深化“浙里惠民保”
改革，2022年“浙里惠民保”为当地
75.5万名投保人员提供 33.34亿元
理赔报销，减轻特困、低保等困难人
群医疗负担达到17.03%。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坚持惠民导向，持续
优化参保结构、扩大保障范围，推动
基本医保与商业健康保险互补衔
接，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优质普惠的
健康保障。

■促创新：
“供好药”“用好药”加速推进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医药
创新正让患者用上更安全、更精准
的药品。

近年来，国家药监局支持创新

药械研发上市，对重点品种建立“提
前介入、一企一策、全程指导、研审
联动”机制，优化进口药品境内生产
审批流程，搭建高端医疗装备创新
合作平台。截至目前，已发布 357
个药品和494个医疗器械审评技术
指导原则，212个创新药品和 1467
个化学仿制药品种通过和视同通过
一致性评价。

如何进一步推动创新药械加速
惠及患者？江苏省建立创新药械服
务专班，指导创新药品注册申报，开
辟创新药品检查绿色通道；北京市
发挥国家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机构北
京服务站、北京药品医疗器械创新
服务站作用，拓宽审评交流渠道，缩
短药品进口检验时间……

在质量监管方面，国家药监局
对国家集中采购中选药械实行生产
企业监督检查和中选品种监督抽检
两个 100%全覆盖。2024年抽检药
品2万余批次，合格率达99.4%。

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
处长、一级调研员刘晓刚表示，下一
步将加大对医药研发创新支持，多
措并举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全方位
全链条保障药品质量安全，推进药
品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

据了解，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
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推动医药科
技创新，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机制等，也将是下一阶段深化医改
的重要内容。

新华社杭州4月13日电

健康中国如何迈向“优质均衡”新阶段？
——聚焦2025全国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

4 月 13 日，在第五届消博
会现场，小朋友和宇树科技展
示的机器狗互动。

当日，第五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本届
消博会有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1700余家企业、4100余
个品牌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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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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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动赋能
激活文旅潜能

除了精彩的赛事，此次活动还
精心筹备了潮舞集市、潮舞快闪、体
育舞蹈产业发展交流会等系列活
动。集市现场，多家品牌潮服集体
亮相，各式各样的服装“争奇斗艳”，
尽显服饰穿搭的多元化、个性化。
与此同时，奉化的地道美食和非遗
小吃也琳琅满目，吸引着游客们的
味蕾。阿国生煎、卤水豆腐、酱烤猪
头……这些美食不仅让游客们大饱
口福，更带动了当地的消费增长。

赛事带来的“流量”切实转化为
文旅产业的“增量”。比赛期间，外
地参赛者成为消费主力军，他们不
仅观看比赛，还尽情享受奉化的美
食、购物乐趣，全方位感受奉化的风
情。活动期间，奉化的酒店住宿、餐
饮服务、旅游观光等消费均实现了
显著增长。

“本来只是带孩子来参加舞蹈
比赛，没想到奉化这么好玩，景色
美，美食也很多，下次一定要带我的
父母来一趟，去弥勒圣坛走一走！”
来自台州的孙女士告诉记者。这正
是众多游客的心声，也是奉化文旅
融合成效的生动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