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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30日电 （梁
瑞琪 谢希瑶） 商务部 30 日对外
发布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服务
进出口总额 59801.9 亿元，同比增长
12.9%，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商 务 部 服 贸 司 负 责 人 介 绍 ，
2022 年 我 国 服 务 出 口 28522.4 亿
元，同比增长 12.1%；进口 31279.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3.5% ； 逆 差
2757.1 亿元。

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知识密
集型服务进出口稳定增长。2022
年 ， 知 识 密 集 型 服 务 进 出 口

25068.5 亿元，同比增长 7.8%。其
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14160.8
亿元，同比增长 12.2%；出口增长
较快的领域是知识产权使用费、电
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分别增长
17.5%、1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
口 10907.7 亿元，同比增长 2.6%；
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保险服务，
增速达 35.8%。

数据还显示，2022 年我国旅
行服务总体呈现恢复态势，全年旅
行服务进出口 8559.8 亿元，同比增
长 8.4%。

2022年我国服务进出口
总额59801.9亿元
同比增长12.9%

新华社北京 1月 30日电 （申
铖 梁晓纯） 财政部 30 日公布了
2022 年财政收支“成绩单”。数据
显示，2022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203703 亿元，比上年增长
0.6%，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9.1% ；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2606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

当日，财政部召开网上新闻发
布会，介绍了 2022 年度财政收支
情况。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民生
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数据显示，2022 年，中央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94885 亿元，比上
年增长 3.8%，扣除留抵退税因素
后增长 13.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本级收入 108818 亿元，比上年下
降 2.1%，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

长 5.9%。全国税收收入 166614 亿
元，比上年下降 3.5%，扣除留抵
退税因素后增长 6.6%。

支出方面，2022 年，中央一
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3557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3.9%；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225039 亿元，比上年增
长 6.4%。从主要支出科目看，卫
生 健 康 、 社 会 保 障 和 就 业 、 教
育、交通运输等领域支出增长较
快。

此 外 ，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 ，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7879 亿
元，比上年下降 20.6%；全国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110583 亿元，比
上年下降 2.5%。全国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入 5689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0%；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 出 3395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29.5%。

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超20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 1月 30日电 （记
者罗鑫）《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
划 （2022 年—2035 年） 》 近日正
式公布实施，首次明确了北京中轴
线遗产区、缓冲区具体范围边界，
为北京中轴线的保护管理提供方向
策略和基础依据。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北京中轴
线遗产内涵多元、载体多样、空间
多点的特点，规划统筹考虑遗产及
其周边环境，将保护区域合理划定

为遗产区、缓冲区。遗产区总面积
约 5.9 平方公里，包含承载遗产价
值的 15 处构成要素。缓冲区包含
遗产区周围与北京中轴线形成和发
展联系紧密的区域，总面积约 45.4
平方公里。规划是北京中轴线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的必备材料之一,规
划的公布实施标志着北京中轴线申
遗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北京中轴线始建于 13 世纪，作
为一直以来北京城市空间格局与城
市功能的统领，代表了中华文明在

城市规划建设上的伟大创造与杰出
才能，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宝
贵的文化遗产，集中展现了大国首
都形象和中华文化魅力。全长 7.8 公
里的北京中轴线北端为钟鼓楼，向
南经过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
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
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
至南端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
和先农坛东西对称布局于两侧。

为了更好地协调促进遗产保护
与城市建设的衔接，规划提出建立健

全职责清晰、运行顺畅的遗产保护管
理体系，形成国家、市、区三级的管理
架构。同时，还对产权主体、本地居
民、外来游客、专家学者及社会大众，
分别制定鼓励与支持策略，提升全社
会共同参与遗产保护效能，实现对遗
产长期、有效保护与管理。

北京中轴线是北京老城的灵魂
和脊梁，规划充分考虑北京中轴线
与老城相互依存、互为支撑的格局
关系，强调以“城”的整体保护达
成中轴线遗产环境的保护，推动区
域功能优化、民生改善、环境提升
等多重目标实现，让正阳门文物建
筑与雨燕和谐共存，使北京中轴线
上 20 条景观视廊通达有序，留住
居民的乡愁记忆和老城情怀。

北京划定中轴线保护区域范围边界

新华社北京 1月 30日电 （记
者李恒 顾天成） 在 1 月 30 日举行
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
锋表示，春节期间，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相关部门持续做好服务保
障，广大医务人员和各行业工作者
坚 守 岗 位 ， 防 控 工 作 平 稳 有 序 ，

“乙类乙管”措施落地见效。目前
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
各地疫情保持稳步下降态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疫情防控
和医疗救治的第一道防线。“为更
好掌握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
行情况和疫情形势，我们坚持基层
医疗机构诊疗情况的日监测、日调
度、日报告制度。春节期间城乡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一直保持正常运
行，提供发热诊室门诊服务。”国

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监察
专员傅卫介绍。

“从 2022 年 12 月 21 日开展监
测以来，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发热诊室和普通门、急诊
的诊疗人次总体呈现先增后降趋
势，目前正在平稳回落。”傅卫介
绍，在 2023 年 1 月 21 日至 27 日春
节假期期间，发热诊室的诊疗量
处于低位，初一诊疗量最低，之
后有一定的回升，但一直低于节
前的诊疗量，减少 40%左右。和
2022 年 12 月 23 日的峰值相比，下
降 94%。2023 年 1 月 27 日，基层
机构的普通门、急诊的诊疗量是
203.6 万人次，与节前相比减少近
三成。

“总的来看，春节期间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

工作平稳有序。”傅卫介绍，各地
在春节期间积极做好重点人群和重
症患者的转诊和转运工作，扩充
120 转运能力，增加电话坐席，同
时组建非急救转运车队来保障患者
的转运需求。上级医疗机构也建立
转诊绿色通道，简化重症患者转诊
流程，确保及时收治。

新华社北京 1月 30日电 （记
者李恒 顾天成） 春节期间人员流
动频繁，是否有新的变异株传入我
国备受社会关注。在 1 月 30 日举行
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
陈操介绍，根据监测数据显示，本
轮疫情还是以 BA.5.2 和 BF.7 为主
要流行株，目前没有监测到其他优
势病毒株。

陈操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我国一直开展新冠病毒的变异株监
测工作，也为早期疫情流调溯源提
供了重要线索和支撑，同时也积累
了大量经验和数据。春节假期期
间，收到全国各省上报的新冠病毒
全基因组序列 1421 条，经过分析
发 现 有 11 个 进 化 分 支 ， 仍 旧 以
BA.5.2 和 BF.7 为主，没有发现新
的变异株输入。

陈操介绍，当前春运正在进行
中，高校近期也要陆续开学，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指导全国做好新冠病
毒变异监测工作，继续对哨点医院
中的门 （急） 诊病例、重症病例、
死亡病例、特殊人群开展新冠病毒
的变异监测。同时，同其他部门对
海陆空口岸的入境人员进行新冠病
毒的变异监测，及时预警并采取相
应防控措施。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目前我国没有监测到其他优势病毒株

这是1月30日拍摄的吉林市松花江畔的雾凇景观 （无人机照片）。
当日，吉林省吉林市主城区迎来大规模雾凇景观，吸引人们前来观赏。 （新华社发）

松花江畔现雾凇美景松花江畔现雾凇美景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记者 顾天成 李恒

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加大，返乡
人员增多，农村地区是疫情防控的
重点。全国农村地区疫情形势如
何？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情
况如何？药品供应和防疫物资是否
充足？30 日，围绕公众关注的热
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
发布会回应防疫关切。

春节期间全国农村地
区疫情形势总体平稳

“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
流行水平，各地疫情保持稳步下降
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米锋说，要始终紧盯关键环节，
做好重点人群健康监测，全力保障
群众的就医用药需求。

农村地区仍然是当前疫情防控
的重中之重。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
经济指导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毛

德智表示，春节期间，农村地区的
疫情总体平稳，没有出现疫情上升
情况。

针对包括偏远山区、牧区、林
区、海岛在内的“三区一岛”农村
疫情防控薄弱环节，毛德智介绍，
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重点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一是落实重点人群包
保 机 制 ， 摸 清 老 、 幼 、 病 、 残 、
孕五类重点人群基础信息，开展

“点对点”联系服务；二是开展巡
诊服务，推动各地配足乡村两级
医疗人员，开展医务人员“上山
下海”诊疗、送医送药上门；三
是加强药品储备，推动各地在防
疫药品和医疗设备分配时向“三
区一岛”倾斜；四是做好转运转
诊，督促指导各地为乡镇医疗卫生
机构配备救护车。

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诊疗平稳有序

“总的来看，春节期间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工
作平稳有序。”国家卫生健康委基
层卫生健康司监察专员傅卫说，为
更好掌握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
行情况和疫情形势，坚持基层机构
诊疗情况日监测、日调度、日报告
制度。

监测数据显示，自 2022 年 12
月 21 日以来，全国乡镇卫生院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诊室和普通
门诊、急诊诊疗人次总体呈现先增
后 降 趋 势 ， 目 前 正 在 平 稳 回 落 。
2023 年 1 月 27 日，基层机构普通
门、急诊诊疗量为 203.6 万人次，
与节前相比减少近三成。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疫情防控
和医疗救治的第一道防线。据介
绍，截至 2022 年年底，全国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实现
发 热 诊 室 “ 应 设 尽 设 、 应 开 尽
开”。春节期间，全国发热诊室 24
小时开诊，正常运行，及时做好轻
型患者对症治疗和重症患者早识
别、早转诊。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
品配备状况持续改善

春节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加强当
前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要求保障农村地区物资
储备和供应。对此，傅卫介绍，“我们坚
持每日监测调度，动态掌握乡镇卫生
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药品配备、
物资储备和使用情况，对各省配备情
况及时进行通报和督促。”

监测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以
来，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药品配备状况持续改善。目
前，94%以上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所配中药、解热、止咳三类药品可用
一周以上，85%以上基层机构达到两
周以上储备量，部分乡镇卫生院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配备了小分子
抗病毒药物。截至 2023年 1月 27日，
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共配备指氧
仪289.4万个，制氧机21.9万台。

春节农村地区疫情形势如何？
药品供应和防疫物资是否充足？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防疫关切

新华社北京 1月 30日电 （成
欣 邹雨沁） 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言
人近期涉华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毛
宁 30 日说，中方愿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同美方在双多边
领域开展沟通合作，但美方不能一
边要沟通、谈合作，一边干涉中国
内政、损害中国利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近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多次
谈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表示
此行将同中方探讨如何负责任管控
竞争，在应对跨国挑战方面加强合
作，并在台湾、芬太尼、乌克兰、
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向中方表明关
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毛宁强调，中方始终按照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
处、合作共赢三原则发展中美关
系，同时，中方坚定不移捍卫自身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她表示，中方不回避也不惧怕
竞争，但反对以竞争定义整个中美
关系，反对以竞争之名行遏制打压
之实。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
惠的基础上同美方在双多边领域开
展沟通合作。但必须指出，美方不
能一边要沟通、谈合作，一边干涉

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
毛宁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

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
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
红线，美方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突
破这条红线。

毛宁说，在国际禁毒领域，中
方是全球第一个正式整类列管芬太
尼类物质的国家，一直在联合国禁
毒公约框架下大力开展国际禁毒执
法合作。反倒是美方对中方有关机
构的制裁严重影响和限制了中方禁
毒工作能力，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也应该深刻反思国内禁毒不力
问题，而不是一味甩锅推责。

毛宁说，在乌克兰、朝鲜半岛
核等问题上，中方一向致力于政治
解决和劝和促谈，反对“火上浇油”
和激化矛盾等言行。中方的政策和
立场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攸
关两国人民利益和整个世界的前途
命运。”毛宁说，希望美方同中方
相向而行，坚持对话而非对抗、双
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以实际行
动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落到实处，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
道。

外交部发言人：

美方不能一边要沟通、谈合作
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

新华社北京 1月 30日电 （姜
琳 郭晓蕾）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获悉，目前，各地正
在有序开展 2023 年领取养老保险
待 遇 资 格 认 证 工 作 。 与 往 年 一
样，参保人员可在上次认证后的
12 个自然月内任意选择时间进行
认证。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亓涛
介绍，老年人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
险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网 站 或 “ 掌 上
12333”等官方手机应用，进行人
脸识别认证；在境外居住的，还可
以通过外交部“中国领事”手机应
用完成认证；高龄老人和行动不便
的特殊群体可以提出上门认证申
请，社保经办机构会提供上门服
务。

据了解，近年来，人社部门取
消了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集中认
证，并已初步构建了以信息比对为
主、社会化服务和远程自助认证相
结合的认证新机制，努力实现寓认
证于服务、寓认证于无形，尽量减
少对老年人的打扰。

“除个人进行人脸识别认证以
及由人社部门上门认证外，我们还
在加快推进大数据比对认证。也就
是社保经办机构通过与公安、民
政、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部门实
现数据共享，不需要本人进行任何
操 作 ， 即 可 完 成 认 证 。 2022 年 ，
全国已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退休人员
是通过数据比对方式完成认证的，
以后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亓涛
说。

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

可在上次认证后一年内
任意时间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