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精彩内容
请下载首页新闻客户端

2023年11月14日
星期二
农历癸卯年十月初二
总第6256期
今日8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7-0107

记 录 时 代 价 值

■主办单位：青岛出版集团 ■出版单位：青岛财经日报社 ■地址：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印刷：中闻集团青岛印务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266061 ■邮发代号：23-232
■鲁广发登字3702004003号 ■广告热线：68068587 ■公告热线：83861285 ■发行质量监督电话：83862661 ■发行服务电话：85847969 ■零售价：1.6元

值班总编：高向军
首席编辑：李旭超

值班主任：郝宗耀
校 对：刘 璇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文德（青岛）律师事务所李维岳、马伟中、王文贵律师；山东照岳律师事务所刘均、傅强、高峰律师

数据<

本报综合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
发《关于健全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年，各级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力量得到加强，服务资源
有效整合，横向连通、纵向贯
通、便利共享、泛在可及的“一
站式”服务平台基本建成，政
策直享、服务直达、诉求直办
的服务企业模式逐步形成。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材
料产业总产值超过5万亿元，
保持两位数增长。产业创新
能力也在持续提升，我国建立
了7个新材料领域国家制造
业创新中心，布局建设了35
个新材料重点服务平台，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创新支撑体系。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为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进一步释放旅
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
游部近日印发《国内旅游提升计划（2023-2025
年）》（以下简称《计划》）。

《计划》明确，到2025年，国内旅游市场规
模保持合理增长、品质进一步提升。国内旅游
宣传推广效果更加明显，优质旅游供给更加丰
富，游客消费体验得到有效改善、满意度进一步
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效能持续提升，重点领域改
革取得突破，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更加健全，
现代治理能力进一步增强，国内旅游市场对促
进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突出。围绕
加强国内旅游宣传推广、丰富优质旅游供给、改
善旅游消费体验、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支持经营
主体转型升级、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提升旅游市
场服务质量、加强市场综合监管、实施“信用+”
工程等九个方面提出30项主要任务。

在改善旅游消费体验方面，《计划》提出推
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规范创新
发展，开展24小时生活圈建设试点，提升夜间
消费品质等。

促进旅游与文化等深度融合

《计划》要求，要加强国内旅游宣传推广。
推出一批优秀旅游公益广告和书籍、影视、动漫
赋能旅游特色案例；围绕“旅游中国 美好生活”
国内旅游宣传主题，实施“跟着季节游中国”“城
市巡游记”“我的家乡有宝藏”等专项推广，开展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中华文化主题旅游推广。

丰富优质旅游供给。创新旅游产品体系，
针对不同群体需求，推出更多满足市场需要、富
有特色的旅游产品、旅游线路，开发体验性、互
动性强的旅游项目；加快智慧旅游发展，培育智
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新场景。推动科技赋
能旅游，进一步推进新技术在旅游场景广泛应
用，更好发挥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作用，提升
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建设一批富有文
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实施文旅
产业赋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旅游+”和“+旅
游”，促进旅游与文化、体育、农业、交通、商业、
工业、航天等领域深度融合。

改善旅游消费体验。推动优化景区预约
管理制度，准确核定景区最大承载量，进一步
提升便利化程度；加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
范及试点城市建设，推动示范城市提质扩容，
强化动态考核，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规范创新
发展，开展24小时生活圈建设试点，提升夜间
消费品质等。

提升公共服务效能。支持各地加大旅游基
础设施投入，进一步完善旅游服务中心（咨询中
心）、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旅

游厕所等旅游公共服务设施；优化线上、线下旅
游公共信息服务布局，加强旅游公共信息服务
资源整合；加强旅游惠民便民服务，大力推动博
物馆等文博场馆数字化发展，加快线上线下服
务融合。

推动旅游业标准化发展

支持经营主体转型升级。推动旅行社加快
跨界融合和线上线下融合，积极融入地方和有关
领域数字化生态；指导在线旅游平台经营者发挥
整合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娱乐等国内旅游要
素资源的积极作用，助力各类旅游经营者共享
发展红利；推动放宽旅游民宿市场准入，培养一
批优秀旅游民宿主人和管家，培育和发布一批
等级旅游民宿，推动旅游民宿持续规范发展。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开展旅游服务质量保
证金总结评估，根据评估情况进一步完善旅游服
务质量保证金制度；依法支持旅行社参与政府采
购和服务外包，将星级饭店统一纳入党政机关会
议定点场所管理信息系统，破除国有企业、金融
系统在星级饭店采购服务项目的政策阻碍。

提升旅游市场服务质量。推动旅游业标准
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培育一批专业度高、覆
盖面广、影响力大、放心安全的服务精品，充分
发挥服务品牌对旅游服务质量提升的引领带动
作用；建立完善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质量评价
体系，开展评价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支持地方建
立赔偿先付、无理由退货等制度。

加强市场综合监管。发挥旅游市场综合监
管机制作用，合力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健全以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
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
新型监管机制；完善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功
能，采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
强市场动态监测和数据科学治理，推广应用旅
游电子合同；完善“文旅市场通”APP功能，开展
文化和旅游市场电子证照应用试点，提高政务
服务“掌上办”“指尖办”“码上办”水平。

实施“信用+”工程。健全信用品牌培育机
制，开展信用评价，鼓励和支持旅游企业打造一
批品牌化、明星级的信用应用产品与服务；引导
支持旅游企业整合公共、行业、市场等多方信
息，探索推出以信用为基础的便捷消费产品和
服务，提升服务质量，优化消费体验。

顺应旅游市场新形势的重要部署

在业内人士看来，《计划》是在落实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同时也是顺应国
内旅游市场新形势、冲刺“十四五”目标的重要
部署。

今年暑期和中秋国庆假期，国内旅游人次
和总收入均超过了2019年同期水平，表明国内
旅游市场的主基调已经从“复苏”切换到了“增
长”。“报复性旅游”需求集中释放，而优质供给，
特别是契合新消费、新需求的有效供给不足，成
为制约旅游消费进一步增长的“瓶颈”。

对此，同程研究院分析称，《计划》的发力点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新场景中的新供给，二是
新空间里的新供给。

新场景里的新供给基于“旅游+”和“+旅游”
的逻辑，鼓励文旅深度融合产出更多优质文旅
产品，例如“体育+旅游”“演出+旅游”以及工业
旅游等。新空间里的新供给，主要是建立从传
统5A景区、城市到乡村的“大目的地”理念，实
现客源地与目的地的协同发展，在空间上为旅
游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提供支撑，例如今年
各大景区对于演唱会、音乐节等文旅新消费场
景的创新尝试。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
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表示，重点发力“新场景及新
空间的新供给”，有助于推动旅游业与其他相关
产业融合发展，并进一步推动旅游业的转型升
级，引导旅游企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实现
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新技术新模式在旅游
业的创新应用。

前10月人民币贷款
增加20.49万亿元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昨日，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了2023年10月金融统计数
据报告。

10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88.23万
亿元，同比增长10.3%，增速与上月末持平，
比上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
余额67.47万亿元，同比增长1.9%，增速分别
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2个和3.9个百分
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10.86万亿元，同
比增长10.2%。当月净回笼现金688亿元。

贷款方面，10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240.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人民币贷款
余额235.33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与
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低0.3个百分点。

前10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0.49万亿
元，同比多增1.68万亿元。10月份人民币贷
款增加7384亿元，同比多增1058亿元。分
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346亿元，其中，短期
贷款减少1053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707亿
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5163亿元，其
中，短期贷款减少1770亿元，中长期贷款增
加3828亿元，票据融资增加3176亿元；非银
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2088亿元。

存款方面，10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
287.28万亿元，同比增长10.1%。人民币存款
余额281.65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比
上月末高0.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0.3个
百分点。

前10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23.13万亿
元，同比多增5575亿元。10月份人民币存
款增加6446亿元，同比多增8312亿元。其
中，住户存款减少6369亿元，非金融企业
存款减少8652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1.37
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5068
亿元。

中国气象局昨日发布风
云三号F星首套图。目前，各
遥感仪器均已开机运行，这
标志着卫星平台和遥感仪器
已进入稳态工作，将全面步入
在轨测试阶段。

碳金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出台碳金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出台

青岛力争绿色贷款余额超青岛力争绿色贷款余额超60006000亿元亿元
近日，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青岛市碳金融发展三年行

动方案（2023-2025年）》，提出20项与碳金融相关的重点任
务，引导和激励更多金融资源支持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力争到
2023年底，青岛绿色金融规模获得较大提升，转型金融发展取
得积极突破；到2025年底，争取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突破150亿
元，绿色贷款余额突破6000亿元；碳金融体系基本形成，为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在筑牢碳金融发展根基方面
青岛将建立完善碳金融项目库，鼓励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统一
的认定评价标准，推动符合标准的企业和项目入库，定期向金
融机构推送，为金融要素精准保障提供支撑

在拓宽碳金融融资渠道方面
青岛将推动银行机构优化完善信贷政策，支持清洁低碳能源体
系建设

在打造碳金融区域试点方面
青岛将高质量推进青岛西海岸新区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深
入推进绿色城市建设发展，建立完善金融支持城乡建设绿色低
碳发展机制措施

文旅部印发国内旅游提升计划

我国开展24小时生活圈试点

李旭超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