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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记者 任沁
沁 熊丰）2014年以来，共有1.5亿农业转
移人口平稳有序进城落户，全国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由 2014 年的 35.9%提高到
2023年的48.3%。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亓延军27日在国
新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上述情况。他说，党
的二十大以来，公安部进一步调整完善
户口迁移政策，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目前，东部地区除个别超特大
城市，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会（首府）城
市以外，全面放宽放开了落户限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探索建立全国统一
的人口管理制度”，为进一步深化户籍制
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公安部治安管理局
局长仇保利表示，公安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深入研究论证、采取有力举措，扎实有
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更好助力
城乡融合发展。

加快推行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
度。仇保利说，下一步，公安部将指导各
地在坚持合法稳定就业或合法稳定住所
（含租赁）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分类施策、
因地制宜，全面落实城区常住人口300万

以下城市取消落户限制要求，全面放宽
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至 500万城市落户
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超大
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更好促进农业
转移人口进城落户。

深入实施高频户政业务便利化举
措。近年来，公安机关深入推进高频户
政业务“跨省通办”。截至今年7月底，累
计办理户籍类证明“跨省通办”业务 240
万余笔，办理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跨省
通办”120万余张，办理居民身份证换补
领“跨省通办”4232余万张、省内跨地市
7362余万张。下一步，公安部将指导各

地积极回应群众新期待新要求，在全面
实施户口迁移、居民身份证、临时居民身
份证“全国通办”基础上，稳步推进居民
身份证补换领等高频户政事项“全程网
办”，实现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

积极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登记
管理制度。近年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取
得宝贵实践经验，为探索建立全国统一
的人口登记管理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一步，公安部将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
革，加快推进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功能衔
接并轨。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标识，
加快推动部门间人口信息资源依法互联
共享，实现就业、教育等信息汇聚，更好
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稳步推进户籍
管理领域立法，为全国统一的人口登记
管理制度提供法治保障。

八部门发文

推动金融支持长江经济带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记者 任军 吴雨）中国人民银行
网站 27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金融监管总
局、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局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金
融支持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提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做好
金融支持和服务工作，更好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

指导意见从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金融与科技金
融、数字金融协同发展，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养老金融
协同发展，扎实做好金融风险评估和防控工作等 4方面提出
16项重点任务，并提出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宣传引导、加强监
督管理三项保障措施。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指导意见各
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
的金融支撑。

前7个月

职工医保个账家庭共济金额
超227亿元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记者 徐鹏航）国家医保局最新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1.91亿
人次，共济金额 227.38亿元，25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家庭共济。

从共济地域看，同一统筹区内家庭共济1.8亿人次，共济
金额208.32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家庭共济1095.83万人次，共
济金额19.06亿元。

从共济用途看，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
人负担的医疗费用212.39亿元，用于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发
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9.67亿元，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
个人缴费3.77亿元。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
济亲属的范围由其参加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子女”，扩大
至其参加基本医保的“近亲属”。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
8月15日，河北、湖南、西藏等省份已按照文件要求，将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推动进一步扩大共
济地域范围，力争今年年底前实现所有省份省内共济，明年
加快推进跨省共济。

预计到2025年

我国将新制定超30项物联网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新华社北京 8月 27日电 记者 27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
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联合发文提
出，到2025年，我国新制定物联网领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30
项以上，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10项以上，引领物联网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标准体系加快形成。

物联网是以感知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为主要手段，实现
人、机、物的泛在连接，提供信息感知、信息传输、信息处理等服
务的基础设施。当前，我国物联网产业已形成庞大市场规模，
在技术创新突破、行业融合应用、产业生态培育等方面取得积
极成效。

根据两部门联合印发的《物联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4
版）》，物联网标准体系包括基础标准、技术标准、建设运维标准
和应用标准等 4部分，其中，技术标准包括感知技术、网络与通
信技术、数据处理技术、融合技术、射频与电磁兼容技术、边缘
计算技术、物联网操作系统、数字孪生技术等标准。

指南提出，将加快物联网国际标准转化，提升国内和国际
标准关键指标的一致性程度，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电信联盟（ITU）等标准国际化活
动，同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制定物联网国际标准。

7月全国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0151起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记者 孙少龙）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27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
数据。通报显示，今年 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 2015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 28260人（包括 96名地厅级
干部、1345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8605人。

根据通报，今年 7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1008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4266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
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 8364
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113人。

根据通报，今年 7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1007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3994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
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 4726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
1548起，违规吃喝问题2439起。

2024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暨贵州“村超村晚”举行音乐烟花秀表演（2024年2月3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新时代体育强国路，中国这样走
——智库报告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

新华社记者 丁文娴 林德韧 孔祥鑫

也许鲜有人知，乒乓球运动源自英
国，20世纪初才被引入中国。从“舶来
品”到“国球”再到“输出品”，乒乓球运动
在中国的发展演变，是现代中国体育沧桑
巨变的生动写照——由学习西方起步，结
合传统和国情形成自己的特色，开辟出新
的天地。

报告认为，现代体育发展的中国范式
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借鉴和启迪。当越来
越多全球南方国家在体育领域走出自己
的道路，体育文化和体育道路的多样性，
将为全球体育事业发展乃至人类现代化
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乱变
交织、动荡加剧的当下，体育包容差异、凝
聚人心的力量尤为珍贵。

从北京奥运会的“同一个世界，同一
个梦想”，到北京冬奥会的“一起向未来”，
中国始终表达着对全世界共同迈向美好
未来的期待。以体育的方式，携手各国共
建美好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
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当中美冰壶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上互
赠礼物，当中韩朝乒乓球选手在巴黎奥运
会领奖台上合影自拍，当亚非拉民众走进

由中国援建的体育馆，当叙利亚代表团在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受到全场观众两次起
立鼓掌欢迎，中国积极以体育促和平、促发
展、促团结、促治理的意义，生动而具象。

中国花样游泳队主教练张晓欢对报
告感触颇深。她说，既要在奥运赛场上团
结夺金、为国争光，也要把握好在世界舞
台展现自己的契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文化、彰显大国风范、推动不同文
明的展示与交流。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这样评价
智库报告：“这份报告对我们深刻感悟
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体育情怀，深
入贯彻体育强国战略部署和总书记对体
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体
育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价值。”

悠悠中华，泱泱大国。中国的体育强
国之路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具体的，
也是宏观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豪迈凌云志，敢为天下先。体育强国
梦与奥林匹克梦相互交织，共同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的体育篇章，共同铺就体育促进
人类文明进步的康庄大道。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红旗飘扬，热泪畅流，体

育构筑成这个夏天难以磨灭

的全民记忆。

不 久 前 的 巴 黎 奥 运 会

上，当郑钦文双拳紧握躺倒

在罗兰·加洛斯的红土地，当

潘展乐如飞鱼入水穿梭于一

池碧波，当国乒女团拿下五

连冠、为中国代表团摘得夏

季奥运会参赛史第300金……

一次又一次，塞纳河畔奏响

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那

些关于胜利、拼搏、团结与

友谊的故事激荡着人们的

心怀。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

异成绩，既是我国体育事业发

展进步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个缩

影，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力

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

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

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说，

“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

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

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

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

目标不断迈进。”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为

中国的体育强国建设事业构

建了思想深邃、站位高远、视

野宏阔的理论体系。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27

日向全球发布《迈向体育强

国之路——习近平关于体育

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与世界

启示》，解读体育强国梦与中

国梦的逻辑关系，总结习近平

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基本架

构的“5C”体系，描摹中国大

力推进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建设的时代变革，揭示中国

智慧对世界的经验启示。

当绚烂的烟火在北京夜空绽放出
“天下一家”的字样，座无虚席的国家
体育场变成激情和欢乐的海洋。2022
年初，在新冠疫情依旧严峻的形势
下，中国履行了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
诺，北京冬奥会如期举办，并成为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赞不绝口的“奥运
新标杆”。

从 20世纪初的“奥运三问”到新
时代的“双奥之城”，中华民族的体育
梦凝聚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对于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渴望，照
鉴着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体育强国梦，是中国梦
的体育表达。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体育被赋予更为
丰富的内涵，中国的体育强国建设也
进入新阶段，走出一条体育发展的新
路径。

智库报告认为，习近平关于体育
的重要论述是一个涵盖社会、文化、政
治、经济、人类学等学科的系统、科学、
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核心要义是借助
体育力量，构建个人、社会、国家、文
明、世界“五位一体”的“5C”体系，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进而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

在个体层面塑造“完整人格”
（Complete Personality）。体育作为整
体教育的一部分，具有促进个体全面
发展的多重功用。满足人民健身需
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体育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还格外

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推动青少年
体育系统性发展。

在社会层面发展“活力社会”
（Creative Society）。习近平重视体育
“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凝聚力
量”的社会功能，主张把体育工作放在
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
局中去谋划，打造既充满活力又和谐
有序的“好的社会”。

在国家层面培育“自信国度”
（Confident Nation）。从男排赛场“团
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到数
十个民族在村超赛场“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体育能够塑造国家认
同、振奋民族精神、服务民族复兴、坚
定文化自信。

在文明层面弘扬“东方智慧”
（Chinese Wisdom）。“5C”体系五个方
面构成的同心圆，圆心是“以人为本”
理念。而作为现代文明主体要素的个
人、社会、国家、文明、世界，彼此之间
是和合共生、同步成长的关系。

在国际层面建设“多彩世界”
（Colorful World）。体育是人类的通用
语言。在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逐
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体育
作为联通内外世界的桥梁、诉说自身
价值观的媒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
手段，意义非凡。

“这种体系化阐释是报告的一大
亮点。论述层层递进，视角多维，理论
贯通，逻辑缜密，便于认知和传播。”外
交学院体育对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周
庆杰在当天的报告发布研讨会上说。

40金 27银 24铜，金牌数与美国队并
列第一，创造境外参赛最佳战绩——中国
体育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上交出的成绩
单，举世瞩目。

这是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一幕
缩影。智库报告总结，在习近平关于体育
的重要论述引领下，中国体育发生了诸多
历史性变化，取得诸多历史性成就。

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三翼
齐飞”，体育发展新格局逐步构建。体育
的意义不仅在于竞技场上的金银铜牌，更
是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奔赴健康生活时眼
角眉梢的笑意。而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
家战略，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超5亿，“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为现实；中国
稳定在夏季奥运会金牌榜前三，金牌点广
度不断拓展；体育产业迎来年均超10%的
高速增长……

各类主体创新活力深度激发，举国体
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日
臻完善。在中国向世界呈现的“真正无与
伦比”的北京冬奥会上，既有所有场馆提
前一年完工的“中国速度”，也有将航天风
洞实验室用于运动员训练的“中国科技”，

还有苏翊鸣等主要由家庭力量培养起来
的“中国明星”，这无一不是探索建立新型
举国体制的生动实践和喜人成果。

一项项傲人成就的取得，铸就国人更
多元的视野和更挺拔的姿态，开放、自信、
包容的气象折射中国体育心态之变。东
京奥运会上，张雨霏向战胜白血病的池江
璃花子送出拥抱；北京冬奥会上，苏翊鸣
和教练面对裁判打分争议做出大度回应；
巴黎奥运会上，何冰娇手持西班牙奥委会
徽章登上领奖台，向半决赛伤退的对手马
林致意……人们为冠军鼓与呼，也为这些
展现人性光辉的时刻动容。新一代运动
员阳光洒脱、率真松弛，尽显青春中国风
采，而在他们咬牙拼搏的身姿里，一脉相
承的中华体育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依法治体、公正廉洁、鼓励创新，相关
举措为体育生态吹拂来阵阵清风。体育
法修订，体育仲裁制度落地，筑牢法律和
制度的基石；兴奋剂问题“零容忍”，体坛
劲刮反腐风，以体育之光映射政治文明建
设；“最快的冰”、最智能的场馆，搭载“黑
科技”的跑鞋和运动服，利用科技构建更
美好生活从不是虚言。

启迪世界谱写人类新篇

引领实践成就历史跃迁

“5C”体系解析体育之路

2014年以来

1.5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