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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个月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1.5%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
责人21日介绍，1至4月全国网上零售额4.41万亿
元，同比增长11.5%。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3.74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比重为23.9%，跨境电商出口占货物贸易出口比
重稳步提高。
　　这位负责人介绍，1至4月，数字、绿色、健康
类商品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通讯器材、节能家电和
体育娱乐用品网络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0.2%、
15.5%和21.6%；服务消费增速快于总体，同期商务

部重点监测网络服务消费额同比增长25.1%，其中
在线旅游同比增长77.6%；以旧换新政策效应开始
显现，4月份家电和家具网络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9.3%和12.2%，较上月分别加快2.3和3.2个百分点。
　　此外，电商国际合作取得新进展。中国商务部
和塞尔维亚内外贸易部近日签署电子商务合作谅解
备忘录，双方建立电商合作机制。截至目前，中国
已与31个国家建立了双边电商合作机制。上海“丝
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建设进展良好，38项试点举措
中36项启动实施。

  5月20日，位于潍坊滨海区临港经济区的潍坊高端智慧供应链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提效率、
抢进度，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无人机照片）。据悉，打造集贸易、仓储、加工、包装、展示、
配送于一体的潍坊高端智慧供应链产业园项目包括小宗农产品加工交易中心和跨境电商产业基地，目前六
个单体正在进行主体阶段的施工，预计6月底主体结构封顶，11月底竣工验收。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仓储
10万吨粮食、年拣选加工芝麻50万吨的产能，配套建设海关保税特殊监管库，开展跨境电商、保税分拨、
出口拼箱等高附加值业务，将进一步拓宽潍坊滨海区冷链仓储产业链条，加快临港产业聚集，提升对外贸
易竞争力。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孙树宝 通讯员 袁明国

潍坊高端智慧供应链产业园项目快速推进

人工关节接续采购 中选产品价格稳中有降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
悉，21日，人工关节集采协议期满后接续采购在天
津开标。与首轮集采结果相比，本次接续采购中选
产品价格稳中有降，平均下降6%左右。
　　此次接续采购共有6000多家医院参加，填报需
求量58万套，比首轮集采略有增加，其中髋关节
28.6万套，膝关节29.4万套。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接续采购共
有54家企业的167个产品中选，其中既包括首轮集
采中选的主流内外资企业，也有部分新企业，中选
产品供应更加多元。中选产品的价差平均从首轮集
采的2.8倍缩小至1.1倍，市场竞争更加公平，企业
供应更有保障。
　　2021年9月，人工关节高值医用耗材首次纳入

国家集采范围，我国人工关节价格从国际较高水平
降至国际较低水平。中选结果执行2年来，中选产
品使用量超110万套，占所有人工髋膝关节的使用
量比例超过90%。
　　该负责人介绍，此次接续采购坚持“量价
挂钩、以量换价”原则，在巩固首轮集采降价
成果基础上，优化采购规则。包括坚持竞价入
围，引导首轮中选价格较高的产品进一步降
价；引导有序竞争，保障供应稳定多元；实行
梯度带量，充分体现量价挂钩的激励作用；将
首轮集采履约情况纳入考量，对履约不佳的企
业予以约束。
　　据悉，接续采购中选结果将于今年6月份在全
国落地实施，与上一轮集采平稳有序衔接。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
发言人李超21日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做好超长期
特别国债第一批项目下达准备，梳理出一批符合国
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要求、可
立即下达投资的重大项目，待国债资金到位后即可
加快建设。
　　在当日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5月份新闻发布
会上，李超介绍，从今年2月开始，国家发展改革
委多次组织各地方各相关部门，梳理储备今年能开
工建设的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同时，会同相关部

门抓紧研究明确“硬投资”项目细化要求和“软建
设”具体举措，并根据需要制定出台相关专项规划
和实施方案。
　　李超说，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
门和地方统筹做好项目筛选、推进实施、督导评估、
改革任务落实等工作；加强项目建设资金统筹，用好
国债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地
方政府投资等各类建设资金，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抓紧推进相关政策举措出台实施，以改革办法和
创新思路破解深层次矛盾，更好发挥政策叠加效应。

国家发展改革委：

做好超长期特别国债第一批项目下达准备

  近年来，“博物馆热”不断升温，接待数据
屡创新高。作为以文育人的“大学校”，一座博
物馆就是一扇文化的窗口，是沟通过去、现在和
未来的桥梁。当我们走进博物馆，如同穿越历史
的长河，目之所见的一砖一瓦、一器一物，都承
载着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展现着成百上千年的文
化记忆，不断唤醒无数参观者内心的情感共鸣。
博物馆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珍视。
  当相约逛博物馆成为新风尚的同时，我们更
为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未成年人
加入到热衷逛博物馆的队伍中，且占比大幅提
升，这从侧面反映出人们日益提高的精神追求，
更折射出当代年轻人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认
同、喜爱以及文化自信的不断提升。
  如何让“博物馆热”延续下去？首先，需要
各大博物馆充分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
功能，坚持展教结合，通过“博物馆进校园”
“流动博物馆”等形式，让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
活起来，让公众在“大学校”里满载而归。同
时，要充分借助互联网的力量，通过网络直播及
短视频等形式广泛开展系列宣传活动，扩大传播
广度，加强与公众的互动交流。此外，要积极运
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及科技手段，让文物展示传播
与当代科技、艺术形式实现“无缝对接”，让
“古今对话”变得真实可感，通过加强历史与观
众之间的互动，激发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兴趣。
  历史源于一代代人的书写，沉淀出文化、闪
耀着智慧。走进博物馆，更好地感受历史的魅
力，不仅能收获“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
己”的启迪，更能从历史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智慧
与力量。

  5054万人次！这一数字是全国6000多
家博物馆，2024年“五一”假期接待总人
数，打破了往年纪录。除了“95后”开始
热衷“看展式社交”，更有一度只有春游
秋游才进博物馆的孩子们正在与博物馆这
个看似冰冷的场所双向奔赴，一场从
“活”到“火”的博物馆生活方式正扎根在
孩子们的生活中，成为父母心中的“高质
量遛娃”打卡地。 （据《中国新闻周刊》）

让文物活起来
让文化火起来

□本报评论员 于哲

  据新华社杭州5月21日电 记者从21日在杭州举
行的2024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主场活动上获悉，在宣
传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中国
文化馆协会和各级文化馆（站）将面向广大人民群众，
开展各类系列服务活动7200余项，同比去年增长28%。
　　2024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于本月20日至26日举
行。全国各级文化馆（站）围绕“文化馆：人民的终
身美育学校”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服务宣传活动。
  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副司长闫晓东表示，到
2023年底，全国各级文化馆（站）共有4.56万家，从
业人员近20万人，服务近9亿人次，在推动群众更好
地参与文化活动，培育文化技能，享受文化生活，激
发文化热情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2024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

将开展7200余项各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