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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日前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方案》从“强化信贷支持”“强化投资
对消费的支撑作用”等方面，提出不
少金融举措。

围绕提振消费，金融管理部门积极
行动，金融机构纷纷响应，金融“活水”
正持续加码，投入“真金白银”提振消
费，为推动经济发展添动能。

多家银行推出行动方案

山东泰安九女峰山脚下的东西门
村，悠悠青山、漫漫古道、水溪环
绕，咖啡厅、书吧、民宿坐落其中，
吸引着多地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从探索发展乡村文旅到如今游人
如织，资金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建
设银行去年为村里的度假区建设提供
了5000万元贷款，支持村里整体规划
设计、打造旅游项目，助力村落变身
为“网红”打卡地。

这是金融支持提振消费的一个缩
影。从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

“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
位扩大国内需求”摆在今年各项重点
任务之首。宏观政策针对提振消费重
点发力，多家银行推出助力方案，推

动相关政策加速落地。
近期，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均发布

了行动方案，围绕金融创新和服务升级
推出多项提振消费的具体措施。中国
银行推出“万千百亿”惠民行动，计划今
年投放超万亿元贷款、创造千亿元财产
性收入、投入百亿元消费补贴和减费让
利、覆盖上亿境内外消费者。

在此背景下，不少银行消费领域
信贷投放增长明显。截至2月末，工
商银行累计投放个人消费贷款超1.7万
亿元；农业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较
年初增长169亿元。

增加金融供给

“围绕扩大商品消费、发展服务消
费和培育新型消费等，金融机构正不断
增加消费金融供给。”中国民生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越来越多金融机
构紧跟多元化消费场景发展新趋势，将
金融服务嵌入各类新兴消费场景中。

不断优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背后
是差异化的消费需求。中国人民银行
信贷市场司负责人车士义日前表示，中
国人民银行将引导金融机构围绕以旧
换新、智能产品、冰雪运动等新消费场
景，研究推出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

“用信用卡零息分期还款，我每月
花费不到160元就换了新手机。”湖南
长沙的李先生告诉记者，在享受了国
家补贴政策和参加银行信用卡优惠活
动后，购买原价4000多元的手机能省
大约700元，降低了支出压力。

自“两新”政策加力扩围实施，
金融机构密切跟进支持：中行与汽车
厂商、电商平台等开展合作，提供多
场景消费补贴优惠、快捷支付大额满
减等服务；中信银行与地产商、家装
公司等深度合作，推出家装消费贷款
服务；建行依托“建行生活”平台，
积极承接政府消费补贴发放，截至2
月初已累计承发293个城市、近130亿
元政府消费补贴资金。

打好政策组合拳

“以旧换新补贴和金融政策相结
合，可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为消费注入源头活水。”西南财经
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青马认
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
出，2025年对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贷
款和消费领域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
给予财政贴息。金融与财政贴息、减
税降费等政策共同发力，打好消费政

策组合拳，有助于降低消费成本。
去年我国住户消费贷款保持增

长，全年增加1.24万亿元。截至2024
年12月末，不含个人住房贷款的消费
性贷款余额 21.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2%。不过，今年前两个月，住户短
期贷款有所减少，提振消费还需进一
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印发
通知，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个人消
费贷款投放力度，合理设置消费贷款额
度、期限、利率。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增
加消费金融供给，加大对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老
等消费服务行业的信贷投放。

进一步扩大消费领域的金融供
给，首先要拓宽金融机构资金来源。
车士义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将积极支
持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用于消费领
域。支持金融机构以消费贷款、汽车
贷款为基础资产，开展资产证券化业
务，加大汽车贷款、消费贷款投放。

专家表示，提振消费要更多发挥
政策合力，助力居民能消费、敢消
费，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促进全方位
扩大国内需求。

新华社记者 吴雨 任军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围绕提振消费投入“真金白银”

金融“活水”助力消费添动能

3月20日，在南京市雨花台区龙福
幼儿园，小朋友们体验立蛋。

当日是春分节气，各地开展各类
春分节气品民俗活动。

新华社发（苏阳 摄）

春分品民俗

新华社沈阳 3 月 20 日电 （记者
高爽） 3 月 20 日，春分节气。“春分
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
平。”中医强调“天人相应”，可通
过按摩、饮食、运动等综合调理预
防疾病。

按摩穴位，经络调养。春分时
节，人体阳气有向上、向外升发特
点，表现为毛孔逐渐舒展、新陈代谢
旺盛。“晨起多用木质梳子由前向后梳

头，刺激头部肝胆经、风池穴等；每
天稍用力拍自脚踝至腹股沟的腿部内
侧 50 次，可疏解郁气；按揉位于乳
头垂直向下 2 个肋间隙位置的期门
穴，有利肝火疏泄、阳气生发。”辽
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治未病科
医师夏雪说。

饮食清淡，增甘减酸。春季肝气
旺、脾气弱，沈阳市第九人民医院医
师张靖建议人们多吃山药、红枣、南

瓜等甘味食物以健脾养胃，减少摄入
易助肝火的酸味食物；饮食主清淡，
菠菜、韭菜、芹菜等时令蔬菜最宜人。

运动保健，动静结合。沈阳市第
六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主任医师田霞
建议，春分时节多做伸展肢体的运
动，如八段锦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
力”；微风天气可外出放风筝，以拉伸
筋骨、缓解眼疲劳；运动强度微微出
汗即可，避免大汗淋漓耗伤阳气。

适度“春捂”，保护阳气。俗话说
“春捂秋冻、不生杂病”，春分时节冷
暖交替仍很剧烈，辽宁中医药大学附
属第四医院治未病科医师袁德政提醒
人们捂好三处，即腿脚、肚子和背。

“这三个地方受凉易造成阳气外泄，做
好保暖则有利于体内阳气升发。衣着
下厚上薄，适当宽松顺应春天生发舒
展的特性。待气温稳定在15摄氏度以
上时，‘春捂’就可结束。”

春分至阴阳平 中医教你来养生

新华社合肥 3 月 20 日电 （记者
徐海涛 陈诺）记者20日从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了解到，学校科研人员
潘建伟、彭承志、廖胜凯等与国内
外多个科研团队合作，在国际上首
次实现量子微纳卫星与小型化、可
移动地面站之间的实时星地量子密
钥分发，在单次卫星通过期间实现
了多达100万比特的安全密钥共享，
并在中国和南非之间相隔12900多公
里的距离上建立了量子密钥，完成
对图像数据“一次一密”加密和传
输，为实用化卫星量子通信组网铺
平了道路。

基于量子密钥分发的量子保密
通信是迄今唯一可实现“信息论可
证”安全性的通信方式，将大幅提升
现有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传输水
平。利用卫星平台进行自由空间量
子密钥分发，能够突破光纤等传输限
制，实现全球范围的量子保密通信。

此前中国科研人员利用“墨子
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首次实现了
星地量子密钥分发，然而其成本
高、覆盖面有限。科研人员尝试发
射造价更低、身材更“苗条”的微
纳卫星，多颗组网构建高效率、实

用化、全球化量子通信网络。
2022 年 7 月，中国发射国际首

颗量子微纳卫星。“这颗微纳卫星的
成本只有‘墨子号’的二十分之
一，卫星自重、载荷重量也降低约
一个数量级，但光源频率提升约 6
倍。”廖胜凯说，研究团队同时升级
了小巧轻便的地面站系统。

此次，量子微纳卫星与中国济
南、合肥、武汉、北京、上海以及
南非的斯泰伦博斯等地面光学站建
立光链路，实现实时星地量子密钥
分发实验。以卫星作为可信中继，
研究团队进一步实现了地面相距
12900多公里的北京站和南非斯泰伦
博斯站之间的密钥共享和数据中
继。这一研究工作为未来发射多颗
微纳卫星构建“量子星座”奠定了
坚实基础，不仅为大规模实用化量
子通信网络的建设提供了关键技术
支撑，更为量子互联网的全球部署
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

3 月 20 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这一成果，
审稿人称赞此成果是“技术上令人
钦佩的成就”“展示了卫星量子密钥
分发技术的成熟”。

中国首次实现上万公里星地量子通信

新华社北京 3 月 20 日电（记者
严赋憬）记者20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
到，我国七个数据标注基地数据标注
规模再创新高，数据标注总规模达到
17282TB，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
字资源总量的6倍左右。

数据标注是对数据进行添加标
记、说明、解释、分类和编码的过程，
是提升人工智能算法、模型核心能力
的关键环节。我国七个数据标注基
地分别位于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安
徽合肥、湖南长沙、海南海口、河北保

定和山西大同，目前已形成医疗、工
业、教育等行业的高质量数据集335
个；赋能121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
研发；引进和培育标注企业223家；标
注从业人员达5.8万人；带动数据标
注行业相关产值超过83亿元。

国家数据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将进一步畅通数据采集、标注、人
工智能应用产业链，重点推动工业、
金融、医疗、交通、教育等几大领域的
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促进数据标注产
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七个数据标注基地标注
总规模达到17282TB

新华社北京 3 月 20 日电（记者
戴小河）国家能源局20日发布的信息
显示，截至2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
容量34亿千瓦，同比增长14.5%。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9.3
亿千瓦，同比增长42.9%；风电装机容

量5.3亿千瓦，同比增长17.6%。
1至2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

均利用505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61小
时；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
资753亿元，同比增长0.2%；电网工程
完成投资436亿元，同比增长33.5%。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34亿千瓦

新华社北京 3 月 20 日电（记者
黄垚）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新版
飞行程序航图20日启用，这是该航图
近二十年来的首次调整。

飞行程序航图承载着大量关键
信息，是飞行员操作和管制员指挥的
依据，被称为保障航空器安全起降的

“空中导航仪”。据介绍，此次航图的
改版是在遵循国际民航组织的基本
原则和我国相关规章、标准的基础

上，结合我国实际运行需求、国内航
空人员用图习惯，并参考国际主流航
图样式，对标准仪表离场图、标准仪
表进场图等进行的调整。

新版航图增加了航图要素的易
读性和适应性，较以往更易使用。同
时，更好兼顾了国际民航组织规范、
机载导航数据库限制和航电显示设
备特点，有利于降低飞行员调错飞行
程序的风险。

中国民航新版飞行程序航图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