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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价价··天天然然气气供供应应··消消费费降降级级
物价会继续上涨吗？ 今冬天

然气供应是否有保障？ 消费升级
大势改变了吗？ 针对社会关注的
热点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
发言人在2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作出回应。

物价并未出现趋势
性上涨迹象

数据显示 ， 9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2.5%。
7月以来， CPI环比连续3个月上
涨， 同比涨幅逐月小幅扩大。

针对物价上涨的担忧， 国家
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 当前
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 并未出
现趋势性上涨迹象。

她说 ， 前三季度CPI累计同
比上涨 2.1% ， 处于温和上涨区
间， 与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较为
接近 ， 明显低于主要新兴经济
体。 月度走势较平稳， 1至9月各
月CPI同比涨幅都在1.8%至2.9%
之间， 呈现正常波动态势。

孟玮说， 9月份CPI涨幅攀升
主要受季节性因素影响。 具体有
三方面 ， 一是夏秋季节蔬菜轮
替、 前期部分地方遭受极端天气
等导致鲜菜价格环比上涨9.8%；
二是季节变化导致鲜果价格环比
上涨6.4%； 三是中秋、 国庆节日
消费需求增加， 拉动猪肉、 鸡蛋
价格分别上涨3.7%和2.2%。 这几
项因素对CPI环比涨幅的贡献达
63.5%。

国际通常用扣除食品、 能源
价格影响后的核心CPI衡量通胀

走势。 孟玮介绍， 1至9月份， 我
国核心CPI累计同比上涨2.0% ，
比去年同期低0.1个百分点； 9月
份同比上涨1.7%， 比上年同期低
0.6个百分点 ， 是近两年低点 ，
表明经济运行并无通胀风险。

“今后一段时间， 我国价格
总水平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
孟玮说， 我国农业生产稳定， 粮
食、 生猪、 蔬菜、 油料市场供给
充裕； 工业生产平稳， 工业消费
品市场总体供大于求； 服务业供
给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 尽管可
能会受季节性、 临时性等短期扰
动因素影响， 但不会改变物价总
体平稳运行的态势。

今冬居民用气可全
额保障

采暖季即将来临， 针对社会
关注的天然气供应问题 ， 孟玮
说， 总体看今年我国天然气供需
处于紧平衡状态， 但居民用气可
以全额保障。

她介绍说， 全年已落实可供
资源量2635亿立方米， 比去年增
加249亿立方米。 各省区市已全
面完成全年供气合同以及供暖季
供气合同签订， 资源全部分解至
各地 ； 今年新开工储气项目近
100个， 预计可形成储气能力约
160亿立方米， 比上年增加35亿
立方米以上； 管网互联互通进展
积极， 南气北送新增供气能力大
幅提升； 主要供气企业已基本完
成储气库注气计划。

下一步将着重做好四方面工

作， 满足民生用气需求———
一是严格以供定需。 严格按

照合同供气和用气。 今年供暖季
已落实资源超过1200亿立方米并
分解至各地。 全国民生用气占比
40%左右， 当前资源量完全可以
满足民生用气需求。 各地要建立
完善有序用气机制， 坚持 “民用
优先”， 并把燃气公交车、 出租
车纳入民生用气保障范围优先落
实和保障气源。

二是坚持以气定改 。 坚持
“企业为主， 政府推动、 居民可
承受， 宜气则气， 宜电则电， 宜
清洁煤则清洁煤” 的清洁取暖方
针， 统筹推进清洁取暖工程。 坚
持先规划、 先合同、 后改造， 有
序推进 “煤改气”。 在改造完全
到位并落实气源前， 不得拆除原
有供暖设备。

三是完善应急预案。 为应对
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 已制定需
求侧调峰用户清单， 尽最大可能
提升应急调峰能力， 做好极端情
形下确保民生用气的预案。

四是压实各方责任。 今冬明
春天然气供应保障是地方各级党
委政府、 有关企业和天然气行业
管理、 供应保障相关部门的共同
责任。 地方政府是保障民生用气
的责任主体， 供气企业是保天然
气安全、 足量、 稳定供应的责任
主体， 各有关职能部门负有指导
监督的责任。 国家发改委、 国家
能源局将做好合同履行情况监管
等工作。

“我们将与各方面共同努力，
把今年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估

计得更足一些， 把解决的办法准
备得更充分一些， 把各项工作做
得更扎实一些， 全力以赴保障人
民群众温暖过冬。” 孟玮说。

促进消费者 “能消
费”“愿消费”“敢消费”

近期， “消费降级” 等话题
引发热议。 孟玮说， 我国居民消
费运行总体平稳， 消费升级大势
没有改变。 但制约消费提质扩容
的因素依然明显。 下一步要着力
在促进消费者 “能消费” “愿消
费” “敢消费” 上下功夫。

一是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和预
期 ， 让消费者更加 “能消费 ”。
要尽快落实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
法， 明确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
围和标准， 确保明年1月1日起实
施 。 要加大金融支持消费的力
度， 加快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
品创新。 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渠道， 降低住房、 教育、 医疗、
养老等生活成本， 化解居民消费
后顾之忧。

二是构建成熟的消费细分市
场 ， 让消费者更加 “愿消费 ”。
促进实物消费提档升级， 进一步
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

三是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
境 ， 让消费者更加 “敢消费 ”。
强化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 健全
消费后评价体系， 完善消费领域
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 健全消费
者维权法律体系。

据新华社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回应经济运行热点问题

新华社电 24日清晨 ， 澳门
飘起蒙蒙细雨， 但没有阻挡澳门
人对港珠澳大桥通车运营的热情
和期待。 8时左右， 在澳门口岸
边检大楼门前已经排起长长的人
龙， 等待9点钟正式开门放行。

60多岁、 头发花白的吴先生
和老伴一早就到大楼门口排队，
希望赶上头一班前往香港的口岸
穿梭巴士， 抢上 “头香”。 吴先
生的孩子在香港生活， 他形容自
己是香港、 澳门 “两头跑”。

“这么长的大桥， 以前不敢
想。” 吴先生说， 来往港澳通常
是坐船， 现在大桥通了， 赶快来
坐坐看。

边检大楼门前不乏拍照留念
的旅客。澳门口岸建设方、中国港
湾澳门分公司的员工也集体来到
大楼前合影，看到自己手中的“作
品”终于面向公众开放，员工们脸
上都难掩兴奋。

大桥通车首日， 首要是确保
旅客和车辆通关万无一失。 澳门
特区政府交通事务局局长林衍
新、 治安警察局局长梁文昌等都
来到现场巡视， 澳门半岛连接港
珠澳大桥的友谊圆形地有多位警
员值守，维持交通秩序。

林衍新难掩激动地说：“我和
我的同事们一样，为能参与这个百
年大基建， 觉得非常荣幸和兴奋。从
24号9点钟开始，大湾区6000万人的
生活从此就不一样了。”

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的纪华

锚警司负责大桥澳门口岸的出入
境管理， 对他来说今天是个大日
子。 他和同事7点就已到达工作
岗位， 各司其职， 确保首日旅客
和车辆通关万无一失。

上午9时整， 澳门口岸离境
车道闸口开杆放行， 首辆私家车
驶过关口。 同时， 边检大楼也向
排队的旅客敞开大门， 旅客们有
序进入旅检大厅通关。 港珠澳大
桥澳门口岸正式通车运营， 港珠
澳大桥飞架东西、 横越伶仃洋，
澳门无陆路直通香港的历史至此
宣告结束。

澳门口岸旅检大厅分上下两
层， 上层离境大厅的穿梭巴士售
票窗口前， 咨询和购票的旅客络

绎不绝， 自助售票机也有不少人
光顾。 售票员小张忙里偷闲告诉
记者， 虽然经过多次培训， 但今
天乘客比预想要多， 不少人赶来
体验。

穿梭巴士5到10分钟一班，距
离售票窗口不远处就是离境安检
通道，对旅客来说相当方便快捷。
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组织了数十人
的客户体验团， 赶来搭乘首日的
穿梭巴士到香港大屿山一日游。

在楼下的入境大厅 ， 9时50
分左右迎来了首批搭乘穿梭巴士
抵达澳门的香港旅客。 高女士带
着母亲抢到了首发车， 连连感叹
十分幸运。 她说自己从香港口岸
发车到这边大概40分钟， 一路上

非常平稳， 通关也比较顺利， 还
能欣赏大桥沿途的风景。 “以前
坐船遇到风浪担心晕船， 现在好
了， 就是希望市内接驳的交通能
更方便些。”

随后不久， 从香港观塘APM
开来的直通澳门巴黎人酒店的巴
士也顺利抵达口岸， 旅客反映从
上车到抵达， 包括通关在内大概
1小时40分钟， 时间上可以接受。

林衍新对记者表示， 港珠澳
大桥通车运营，让粤港澳大湾区1小
时生活圈正式形成。“以后所有的板
块包括物流、 人流都会完全不一样，
我们要热切地投入进去。” 图为市
民在澳门离境大堂穿梭巴士售票
处购买车票。

“24号9点开始生活不一样了”
———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通车首日见闻

新华社电 扫码乘车 、 电子
车牌、 “无感支付” ……互联网
技术的广泛应用让交通出行变得
日益便捷。 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
周伟２３日在中国智慧交通大会上
表示， 近年来我国智慧交通蓬勃
发展， 交通运输发展进入了新一
轮的代际更替。

当前， 云计算、 大数据、 物
联网、 人工智能等技术高速发展
并向传统产业加速渗透， 互联网
技术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 将给
交通运输业在运营效率、 服务水
平、 安全保障等方面带来巨大提
升， 加快发展智慧交通对于提升
出行体验、 建设交通强国无疑具
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 我国智慧交通发展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基础设施和
装备智能化水平大幅跃升， 治理
体系和治理方式不断优化。

新华社电 为强化和落实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进一步提
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宁夏回族
自治区日前发布 《关于在全区重
点行业企业推行安全总监制度的
通知》， 明确在全区重点行业企
业推行安全总监制度。

通知规定 ， 从业人员在100
人以上的矿山、 建筑施工、 交通
运输、 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
金属冶炼等高危行业企业和粉尘
涉爆、 涉氨制冷等领域的企业以
及从业人员300人以上的其他企
业应设安全总监； 人数偏少、 组
织机构简单但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化工企业应当
赋予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安全
总监的职责。 鼓励其他有条件的
企业实行安全总监制度。

安全总监应当具有工程师以
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取得注册安全
工程师资格， 熟悉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 标准规范和本单位设备设
施、 工艺流程等。 其主要职责是
对企业实施现场安全监督检查，
负有安全生产决策和指挥权； 深
入现场监督检查各项安全管理制
度、 操作规程的执行情况和作业
场所 、 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情
况； 对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情况进行监督考核， 定期召开安
全分析会议， 研究分析存在的重
大问题和事故隐患， 提出解决的
办法和措施， 并监督落实到位。

我国智慧交通
加速发展

宁夏在重点行业企业
推行安全总监制度

新华社电 记者从兰州市环保
局了解到， 今年兰州市区6万台
燃煤小火炉将 “退出” 供暖。

兰州市环保局局长芮文刚介
绍 ， 按照 “宜气则气 、 宜电则
电、 居民可承受” 的原则， 采取
煤改气、 煤改电、 棚户区改造自
然消除、 禁燃区内强制取缔四种
措施， 兰州市今年计划改造取缔
市区6万台燃煤小火炉， 这一任
务已于近日完成。

兰州市的小火炉主要分布在
城中村和老旧楼院， 这些地方暂
时无法纳入集中供暖， 居民冬季
取暖主要靠小火炉。 自去年起，
兰州市针对市区的18.6万台小火
炉进行改造取缔， 去年和今年共
改造取缔9万台， 相当于一个采暖季
减少了10万吨燃煤。

兰州6万台小火炉
“退出” 今冬供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