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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20条措施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国家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李春临7月31日介绍，《关于
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经国务院同意，
已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各地方、各部门，
并向社会公开发布。措施围绕6个方面
提出20条具体政策举措，力求长短兼顾、
务实有效。

李春临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说，促进消费是当前恢复和
扩大需求的关键所在。上半年，国内消
费市场整体处在恢复过程中，但一些消
费品类增长势头仍不稳固，一些居民的消
费信心不强、顾虑不少，一些领域消费体
验不佳、感受不好，需要政策进一步加力。

在稳定大宗消费方面，措施提出，优
化汽车购买使用管理，扩大新能源汽车
消费，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提升
家装家居和电子产品消费。在扩大服务
消费方面，措施明确，扩大餐饮服务消

费；丰富文旅消费，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
度；促进文娱体育会展消费；提升健康服
务消费。在促进农村消费方面，措施明
确，开展绿色产品下乡，完善农村电子商
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推动特色产品

进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在拓展新型消费方面，措施提出，壮

大数字消费，推广绿色消费。在完善消
费设施方面，措施提出，加快培育多层级
消费中心，着力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
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政策。在优
化消费环境方面，措施还提出，加强金融
对消费领域的支持，持续提升消费服务
质量水平，完善促进消费长效机制。

李春临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有关方面切实
抓好措施的贯彻落实，确保各项政策落
地见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
活的需要。

近日，《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
施》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各地方、各部门，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在7月31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
局有关负责人就措施的相关情况进行
了介绍。

推动居民收入增长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上半年，我国消费恢复较快，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比一季度
加快2.4个百分点。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消费品类增长
势头仍不稳固，一些居民的消费信心不
强、顾虑不少，一些领域消费体验不佳、
感受不好，需要政策进一步加力。”国家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介绍，措施围

绕稳定大宗消费、扩大服务消费、促进农
村消费、拓展新型消费、完善消费设施、
优化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提出20条具
体政策举措，将与各领域、各品类重点政
策一道形成促进消费的一揽子政策体
系。

就业和收入都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
素。李春临说，接下来将落实就业优先
政策，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鼓励
勤劳致富，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政策制度，
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通过消费能力提升，提高居民消费意
愿。

智能家电是当前的消费热点。措施
提出，推广智能家电、集成家电、功能化
家具等产品。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
长何亚琼说，工业和信息化部正组织跨
领域融合标准研制，推动产品数据跨品

牌、跨企业、跨终端的互联互通。打通
不同品牌、系统、平台之间的界限，实
现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信息交换，让
消费者获得更加便捷的智能家电使用
体验。

持续开展好餐饮促消费活动
进一步激发旅游消费潜力

大宗消费和服务消费方面，上半年，
汽车在消费中占比约一成，餐饮收入增
长高达21.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
徐兴锋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组
织开展“百城联动”汽车节、“千县万镇”
新能源汽车消费季等活动；联通部门数
据、打破信息孤岛，解决二手车车况信息
不透明问题。此外，持续开展好餐饮促
消费活动，指导各地打造餐饮消费品牌。

上半年，居民旅游需求得到集中释

放、旅游出行大幅增加。国内旅游总人
次达23.84亿，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3万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63.9%、95.9%。

在丰富文旅消费方面，文化和旅游
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沐阳表示，下一步，
将研究制定进一步激发旅游消费潜力、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制
定国内旅游品质提升行动计划。此外，
启动新一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
市、国家级旅游度假区、5A级景区、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旅游休闲街区
的建设工作。

改善消费环境是恢复扩大消费的重
要支撑。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
况旭介绍，将会同相关部门出台改善消
费环境的意见，启动全国放心消费示范
城市创建，发挥城市整体创建的牵引撬
动作用，带动各地消费环境进一步提质
升级。 据新华社

7月31日，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人大
常委会同日公布了各省制定的关于加强
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管理的决定。
这是三省开展协同立法，共同推进大熊
猫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的重要举措。三
省的决定将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

三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设立的
5个国家公园之一，地跨四川、陕西、甘肃
三省。近年来，三省相互积极配合，开展
了联合巡护等大量工作，大熊猫国家公
园保护管理取得积极成效。

陕西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主任委员龚晓燕说，目前，国家公园法尚
未出台，现行的自然保护地等相关法律
法规不能满足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的现
实需要。为强化大熊猫野生种群及其栖
息地保护，协同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整
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四川、陕
西、甘肃三省人大常委会开展协同立法，
制定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管理的决
定十分必要。

“这次立法既是国家公园跨区域协
同立法的积极探索，也是共同做好新时
代地方协同立法工作的一次生动实践。”
四川省人大城乡建设环境资源保护委员
会主任委员梁伟华表示。

甘肃省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主
任委员朱建海介绍，2022年底，四川、陕
西、甘肃三省人大常委会商议决定开展

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协同立法。期
间，三省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推进相关工
作。

今年7月初，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在成
都组织召开了川陕甘大熊猫国家公园协
同立法座谈会，修改完善决定草案，并决
定7月下旬，三省人大常委会分别按照法
定程序审议决定草案，同步通过、同步公
布、同步施行。

近日，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人大常
委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大熊猫国
家公园协同保护管理的决定。三省的决
定突出了协同保护的内容，明确了总体
目标和任务。三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
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国家公园理

念，按照统一规划、统一保护、统一管理
的要求，共同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高质
量建设，将大熊猫国家公园建成生物多
样性保护示范区、生态价值实现先行区、
生态教育展示样板区，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实施科研一体化建设
共同构建多层次合作平台

三省将坚持统筹协调、科学规划、系
统保护的原则，聚焦保护生物多样性、自
然原真性、系统完整性，全面开展大熊猫
国家公园规划建设、保护管理、发展利用
等工作，加强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普
法、监督等领域的协同配合，共同保护大

熊猫野生种群及其栖息地，协同推进国
家公园管理与当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决定还规定，三省省人民政府建立
工作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
协商解决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发展重大
问题。

三省建立联合巡护、联合执法机制，
健全完善行政案件依法移送制度，协同
开展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巡护和执法监督
检查，预防和查处涉及大熊猫国家公园
的违法行为。

决定还明确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三省
毗邻地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协同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及所在地基础
设施建设，建立重大建设项目联合会商
通报机制，提升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外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

三省还将实施科研一体化建设，共
同构建多层次大熊猫保护科研合作平
台，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应急响
应联动机制，建立司法协作机制，共同推
进大熊猫国家公园文化建设等。

此外，三省的决定既体现协同联动，
又结合本省实际，彰显各自特色。甘肃
在决定中依据本省白水江片区大熊猫保
护的实际情况，规定了加快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社区共建以及防震减灾等相关
条款。

陕西在决定中兼顾本省具体情况，
对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的范围、管
理职责以及园区内具体保护管理内容予
以明确。 据新华社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五部门解读《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

权威解读

川陕甘协同立法 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管理

◆稳定大宗消费方面，措施提出，优化汽车购买使用管理，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提升家装家居和电子产品消费。

◆扩大服务消费方面，措施明确，扩大餐饮服务消费；丰富文旅消费，全面落实带
薪休假制度；促进文娱体育会展消费；提升健康服务消费。

◆促进农村消费方面，措施明确，开展绿色产品下乡，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
物流配送体系，推动特色产品进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2022年3月5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片区红外相机拍摄的大熊猫母子画面。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