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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新”政策效果不断显现

预计全年将实现200万辆低排放标准乘用车退出B
实施标准提升行动是“两新”的

重要方面。赵辰昕说，目前，今明两
年拟制定、修订的 294 项国家标准已
全部立项，其中 70 项已完成制定修
订，已向社会发布，涉及能耗能效、污

染物排放、安全生产、电动汽车、家用
电器、家居用品、民用无人机等多个
领域。

提高能效水平是消费品以旧换
新的重要方向。赵辰昕介绍，在政策

带动下，8 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达到
102.7 万辆，环比增长 17%，新能源汽
车渗透率连续两个月突破50%。预计
全年将实现200万辆低排放标准乘用
车退出。

大力支持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C
资金保障是加力推进“两新”工

作的关键环节。财政部经济建设司
副司长赵长胜介绍，财政部及时下达
超长期特别国债和设备更新贷款贴
息资金。同时，财政部配合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建立了定期调度机制，
密切跟踪政策实施进展，明确资金使
用“负面清单”，要求相关资金不得用

于平衡预算、偿还政府债务或清理拖
欠企业账款、“三保”支出等，并通过
线上监控、线下核查等具体举措，防
止资金挤占、挪用。

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司长
彭立峰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联合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进一步加大对
银行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指导督促力

度，通过加快贷款项目的土地、规
划、环保、安全等证照办理进度，将
更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涉农主体
的项目纳入备选清单，加大融资担保
和风险补偿支持力度等措施，用好用
足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大力
支持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项目。

进一步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收网络D
在废旧物资回收方面，赵辰昕介

绍，针对回收渠道不够完善等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深入
推进垃圾分类网点与废旧物资回收
网点“两网融合”，提高可回收物分类

准确率。截至目前，全国建成回收网
点约 15 万个，各类大型分拣中心约
1800个，有效解决了过去回收网点不
够、不完善的问题。

他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快构建覆盖各
领域、各环节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
系，持续畅通资源回收利用链条，推
动实现“去旧更容易，换新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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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我国的重大政策部署。今年3月，国务院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行动方案》；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

加力支持“两新”取得哪些进展？如何推动政策取得更好效果？国家发展改革委23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
负责人详解“两新”政策新成效新举措。

若干措施提出，统筹安排3000亿元左
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介绍，
近两个月，加力支持“两新”的配套细则全
面出台，国债资金全面下达，支持政策全面
启动。截至目前，各部门支持“两新”的加
力措施已经全部启动，各地也配套出台了
一系列细化落实举措。

赵辰昕表示，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
“两新”工作逐步取得明显成效，并还在不
断显现。

设备更新政策持续推进，有效调动了
经营主体更新生产、用能、电梯等各类设备
的积极性。前8个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
资增长 16.8%，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64.2%，比前7个月提高3.5个百分点，
说明加力政策实施后，8 月份的拉动效果
更加明显。

各地以旧换新政策陆续落地，带动重
点消费品销售明显上涨。8月份全国乘用
车零售量为 190.5 万辆，环比增长 10.8%。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由降转升，8
月份同比增长 3.4%。从平台和卖场情况
看，近期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快速增长。

乡村“小”地名，关系振兴“大”战
略。

截至今年 8 月，全国已规范命名乡
村地名43万条，设置乡村地名标志33万
块。民政部相关负责人23日介绍。

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无数村庄
星罗棋布。人依地栖，志以名存。群
山环绕中的村庄以何为名？蜿蜒曲折
的村道如何命名？那些“无名”山水又该
如何称呼？

聚焦“起名”大事，民政部自去年以
来启动“乡村著名行动”，让“无名”的“有
名”，也让“有名”的“扬名”。

起“新”名，织密地名网络——
开展“乡村著名行动”，起名是基础。
在乡村，大量地名来源于群众约定

俗成、口口相传，“有地无名”“一地多名”
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影响地名“指路”
这一基础功能的发挥。

此次“乡村著名行动”规范命名了
40多万条乡村地名，大大提升了地名的
数量密度和标准化程度。

既要有名字，也得有“名牌”。截至
今年8月，全国设置乡村地名标志33万

块，安装楼门牌1442万块。
在黑龙江佳木斯，乡亲们口中“老王

家那趟街”变成了“智信路”；在湖南泸溪
县五果溜村，农田旁一条乡道立起了“五
果路”的路牌，为归人、游人指向。

在信息化时代，精准丰富的地名信
息是乡村治理的“数据底座”，新安装的
地名标志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务服务的

“入口”。
在浙江等地，一些乡村安装了“数字

门牌”，村民们只要在家门口拿手机扫一
扫，就能办理预约寄件、废旧回收、生活
缴费等业务。

守“老”名，助力文化绵延——
地名是回家的路，也是文脉传承

的根。
我国拥有极为丰富的乡村地名文

化。据统计，使用超过千年的古村落名
数以万计。

地名中有历史。山东省东明县五
霸岗北村、五霸岗南村的村名，记录着
春秋时期齐桓公召集各国诸侯会盟的
历史事件；

地名中有道德传统。安徽省萧县

“鞭打芦花车牛返”村的村名来自孔子弟
子闵子骞“芦衣顺母”的故事，彰显着

“孝”文化；
地名中有家国。各地用红旗村、红

军村等村名传承红色血脉，铭记红色荣
光……

全国 23 个省份建立了地名保护名
录制度，已有3万多条乡村老地名纳入
保护范围。

“用”好名，赋能产业振兴——
如今，作为社会基本公共信息，地名

不只发挥着传统意义上的交流交往作
用。畅通城乡人流、物流、信息流，乡村
地名是“桥梁”；促进产业振兴，乡村地名
是“助推器”。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民政部指
导互联网地图平台规范标注乡村地名
900余万条，发动群众依托图上地名，自
主采集农家乐、采摘园等兴趣点80余万
条，累计导航量超百亿人次。

小 小 乡 村 地 名 正 释 放 着“ 大 能
量”。乡村游的旅人们不用急着找当
地人问路，田园风光之旅多了几分自
在；从事民宿、自助采摘的经营者们等

在家里也自有游客上门；“山货进城”
的车子开到了农户家门口，“无名道
路”不再是阻隔在村民和物流之间的
障碍……

乡村地名助力打通要素流动壁垒，
让城与乡实现“双向奔赴”。有的乡村通
过挖掘发挥地名品牌价值，推出一批带
有地名标志的“乡字号”农产品。越来越
多村子开始探索用乡村地名念起“土”字
诀、打出“特”字牌、唱好“产”字歌，实现
地名与农村电商、平台经济和农文旅发
展等深度融合。

“乡村著名行动”是需要耐下心的
“慢工细活”，也是个“技术活”。

根据此前民政部安排，将利用 3 至
5 年时间集中开展工作，使地名助力乡
村振兴作用充分显现；到 2035 年，乡村
地名管理服务全面适应中国式现代化
需要。

期待各地以乡村百姓需求为牵引，
丰富“扬名”内涵、创新“用名”方式，以地
名之美彰显时代之美，以乡村“著名”助
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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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乡村“扬名”
我国规范命名43万条乡村地名

支持政策全面启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有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