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记者 6 日
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最新增值税发
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消费相
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2%。其
中，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家电及通
信器材类商品消费需求旺盛，家居用品
及珠宝首饰消费增幅较高，个性化旅游
服务消费受到青睐。

家电通信类商品及新能源汽车消
费需求旺盛。“五一”假期，在以旧换新
政策持续发力带动下，家电及通信器材
类商品消费火爆。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7.5%；其中，冰
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
169.8%，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
比增长153.1%。智能手机等消费电子
产品纳入购新补贴范围，通信器材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118%。

家居用品及珠宝首饰消费增势较
好。“五一”假期，家居日用产品消费形
势较好，家具、卫生洁具、厨具、灯具销
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7 倍、68.7%、
30.1%、15.7%。绿色健康消费势头较
好，自行车等代步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1.1倍，营养和保健品销售收入同比
增长5.5%。黄金价格上升带动珠宝首
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4%。

线上线下消费热度同步上升。“五
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8.7%。其中，线下百货零售、超市销售
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4.5%、8.9%，线上互
联网零售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4.7%，
反映线下线上消费双双增势较好。

体验式旅游服务消费持续受到青
睐。“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1%，其中名胜风景
区、休闲观光服务、公园景区服务销售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2.7% 、65.6% 和
11.1%；特色民宿及文艺表演受到欢迎，
民宿服务、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
入同比分别增长17.9%、31.1%。

5月1日，人们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游览（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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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消费强劲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市场监管总
局6日对外发布2024年民用“三表”计量
专项监督检查情况通报。通报显示，民用

“三表”整体检定合格率处于较高水平。
通报显示，目前全国在用电能表

6.6 亿只、水表 3.2 亿只、燃气表 2.6 亿
只。此次监督检查共抽查电能表 296
万只，不合格 1799 只，合格率 99.94%；

抽查水表 169 万只，不合格 1.06 万只，
合格率 99.37%；抽查燃气表 131 万只，
不合格2923只，合格率99.78%。

据介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
民用“三表”生产企业938家，发现违法
行为10起；检查计量检定机构2578家，
发现违法行为 16 起；共受理投诉举报
1.2万件，立案查处69件。供水、供电、

供气公用企业共受理投诉举报 6.2 万
件，更换失准计量器具3.6万台。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民用“三表”涉
及千家万户，量大面广，其量值是否准
确可靠，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推进民用“三表”计量监管，确
保每一吨水、每一度电、每一方气都“量
值有据”。

市场监管总局：民用“三表”检定合格率较高

“五一”假期
我国交通出行人数
超14.65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记者6日

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
（5月1日至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
流动量为 146594 万人次，日均 29319
万人次，同比增长7.9%。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为 10170
万人次，日均 203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水路客运量为 861 万人次，日
均 17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8%；民航
客运量为1115万人次，日均223万人
次，同比增长11.8%。

公路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包括高
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
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
为134448万人次，日均26890万人次，
同比增长7.6%。其中，高速公路及普
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
量为 116293 万人次，日均 23259 万人
次，同比增长 8.1%；公路营业性客运
量为18155万人次，日均3631万人次，
同比增长4.4%。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国务院食
安办近日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
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市场
监管总局印发《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
合治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在全国
范围内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
综合治理行动。

这是记者6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
的。聚焦超范围、超限量滥用食品添加
剂等问题，方案要求，全面加强食用农产
品生产、食品和食品添加剂进口检验等

源头治理，强化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以
及在食品生产加工、餐饮服务环节使用
监管，严厉打击化工产品冒充食品添加
剂违法行为，开展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
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

方案明确，各级食安办牵头强化部
门间风险会商和问题通报机制，定期研
判食品添加剂突出风险问题。农业农村
部门严厉打击食用农产品生产中使用国
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等违法行为；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加强相关化工产品、

工业原料生产行业管理；海关部门加大
对进口食品添加剂未如实申报等违法行
为的打击力度；卫生健康部门研究健全
食品添加剂品种动态管理制度；市场监
管部门严格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和使
用监管，严格食品生产、餐饮服务环节食
品添加剂使用监管，依法查处超范围、超
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行为。

此外，方案明确鼓励社会各界加强
监督，鼓励广大消费者通过全国12315平
台和12315热线反映相关违法线索。

六部门在全国部署开展
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记者近日从
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当前夏季粮油的主
要作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冬油菜开始
收获，玉米、水稻等作物春播进入高峰。

眼下，黄淮海地区小麦进入产量形成

关键期。中央财政提前全额预拨16亿元
“一喷三防”资金，近期又下拨农业生产防
灾救灾资金3.76亿元，支持各地抗旱、防
病虫、防“干热风”，努力夺取夏粮丰收。
长江上中游冬油菜已经大面积收获。

春播作物区抓住土壤墒情适宜的
有利时机，落实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措
施，大力推广高性能播种机。据农业农
村部农情调度，目前东北地区已春播粮
食9200万亩，完成两成左右。

玉米、水稻等作物春播进入高峰

助力“生育梦”
辅助生殖进医保

已惠及超100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记者5日

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目前，全国
31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
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已惠及超 100
万人次，助力“生育梦”。

辅助生殖是通过人工授精和试管
婴儿等技术，让患不孕不育症或有家
族遗传病的夫妇受孕并生下健康的胎
儿。近年来，国家医保局持续指导地
方将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报
销，减轻不孕不育家庭费用负担。

“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圆了我的
‘妈妈’梦，也减轻了家庭费用负担。”
北京市参保女职工刘小芳（化名）今
年２月起进行了取卵、胚胎培养等辅
助生殖治疗，共发生医疗费用 7298.3
元，医保基金支付5108.81元。

山东省东营市市民杨萍（化名）
也是此项政策的受益者之一。今年
年初，她的宝宝顺利降生了。“我们夫
妻做试管报销了3万元，要是以前这
些钱都得自己出，住院生孩子还报销
了 6523.6 元，最近又收到了 2 万多元
的生育津贴，让我可以在家安心地带
宝宝了。”

北京市已有 5.38 万参保人员享
受到辅助生殖报销待遇，减轻群众费
用负担约4.06亿元；广西壮族自治区
全区开展治疗性辅助生殖医疗服务
项目门诊结算 21.43 万人次，医保基
金支出 4.31 亿元；宁夏回族自治区
2024 年 9 月将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
保报销，目前已帮助 949 位女性成功
受孕……越来越多的家庭正迎来“生
育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