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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五部门发文加快建立
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住
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昨日对外
发布《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
意见》。

意见部署了五方面重点工作，构建起产
品碳足迹管理体系总体框架：

一是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加
快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基础通用国家标准，
明确核算边界、核算方法、数据质量要求和
溯源性要求等。组织有关行业协会、龙头企
业、科研院所等制定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
则标准。

二是建设碳足迹背景数据库。行业主管
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建立行业碳足迹背景
数据库，为企业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公
共服务。鼓励相关行业协会、企业、科研单
位依法合规发布细分领域背景数据库，支持
国际碳足迹数据库据实更新相关背景数据。

三是建立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国家
层面建立统一规范的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
研究制定产品碳标识认证管理办法。鼓励
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自愿开展产品碳足迹
认证。

四是丰富产品碳足迹应用场景。充分发
挥碳足迹管理对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促进
作用，帮助企业查找生产和流通中的碳排放
管理薄弱环节，挖掘节能降碳潜力。鼓励消
费者购买和使用碳足迹较低的产品。

五是推动碳足迹国际衔接互认。加强国
际碳足迹方法学研究，充分发挥双多边对话
机制作用，加强与国际相关方的沟通对接，
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在碳足迹核算规则和
认证结果方面衔接互认。

本报综合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王锡彬昨日发布
2023年《全球快递发展报
告》。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
快递包裹业务总量约1892
亿件、收入约4.1万亿元，全
球人均快递包裹量约24件。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
布数据显示，1至10月，电信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4168亿
元，同比增长6.9%。三家基
础电信企业完成互联网宽带
业务收入2190亿元，同比增
长 9.3%，发展 IPTV（网络电
视）、互联网数据中心、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业
务，共完成业务收入3012亿
元，同比增长20.5%。

昨日，在青岛市政府办公厅、青岛市政府新
闻办召开的“感受身边变化 共享城市美好”主
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上，青岛市农业农村局、青岛
市财政局围绕“深耕乡村振兴 打造齐鲁样板”
介绍有关工作情况。

今年以来，青岛市农业稳步增产，农民持续
增收，农村和美宜居，为全市稳物价保民生、稳
定经济大盘提供了坚实支撑。全年落实发放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和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共
4.87亿元，惠及50.7万农户。

稳产保供能力持续增强

今年，青岛市粮食生产得益于政策好、人努
力、天帮忙、措施实，全年粮食种植面积720.2万
亩，今年夏粮、秋粮生产双创新高，预计总产量
316万吨左右，可谓是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颗粒归仓的丰收年。

“粮袋子”充盈。青岛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并
建设7个万亩绿色增粮先行示范区，打造良田、
良种、良机、良制、良法“五良”融合的绿色增粮
“青岛场景”，小麦亩产最高达到837.2公斤，小
麦、玉米一年两季亩产粮食最高达1.95吨，均创
全市历史最高纪录。年内新建成高标准农田
21.7万亩，全市高标准农田总计达到442万亩。

“菜篮子”丰富。坚持“稳猪、扩牛、增羊、
壮禽、强奶、培新”，持续抓好蔬菜、果品等生产
调度和指导，预计全年蔬菜、肉蛋奶和果品总
产量分别达到650万吨、100万吨、100万吨以
上，重要农产品综合供给水平持续领先全国同
类城市。

“质量关”过硬。聚焦吃得好、吃得安全，每
年全市完成定性定量检测40万批次以上，全市
地产农产品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9%以上。新认
证绿色食品37个，绿色、有机、地标产品总量达
到242个，创历史新高。“青岛农品”区域公用品
牌影响力连续4年入围全国十强。

重点培育“金花”“链主”企业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前三季
度，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1027家，
营业收入达到1853亿元，同比增长11.6%，数量
和营业收入实现双增长，全市农业经济运行保
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抓项目驱动。全市农业农村领域58个过
亿元重点项目加快推进，累计完成投资73.37亿

元、同比增长10.95%。莱西市艾泽福吉智能化
生物科技等一批大项目相继竣工投产，为产业
转型升级和农业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今
年成功创建青岛市首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亿元。

抓龙头带动。优选32家农业“金花”和18
家“链主”企业重点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达到355家。前三季度，全市农产品
进出口贸易额999亿元，同比增长17.5%；农产
品出口额321.6亿元，同比增长4.3%，青岛农产
品已出口到173个国家和地区。

抓要素联动。深入实施种业强农、数字
强农“双强行动”，新选育蔬菜、粮食等新品种
（系）21个，创历史最高水平。争取市级财政
资金3000万元，在全国率先创设“拨改投”种
子金。高起点建成全国首个“三位一体”的农
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实现“三农”工作“一图速
览、一屏统管、一键直达”，入选山东省数字政
府“创新示范应用”案例。推动“金农通”服务
平台纳入全市服务企业统一平台管理，完成
农业融资需求935笔，达成融资13.29亿元，带
动全市涉农贷款余额达4639.48亿元、同比增
长17.58%。

“点片面”并联建设示范村

坚持“点片面”并联，加快乡村建设和乡村
更新，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目前全市累计建成省
级美丽乡村示范村174个、青岛市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700个。

点上，高标准建成100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
村，累计年度完成投资5.58亿元。33个村庄被
新评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即墨区鳌角石村
成功申报“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创建首批全国
美丽宜居村庄6个，8个村庄入选“我喜爱的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数量居全省第一。

片上，4个省级、10个市级，36个区（市）级
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正在梯次推进，一幅“乡土

味、青岛韵、齐鲁风”的乡村振兴“青岛图景”正
徐徐展开。相关创新经验做法获评青岛市2022
年度十大高水平制度创新成果，并在省委农村
工作会议上得到肯定推广。

面上，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大起底、大整治、
大提升，累计发动群众194.5万人次，“三线”整
治2.46万处，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观。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今年，青岛市新争取国家级农村改革试点3
个、省级改革试点3个。12个国家级、6个省级
改革试点顺利推进，强村富民效应不断彰显。
前三季度，青岛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016元，同比增长7.1%，增速高于城镇居民2.1
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为1.96:1，城乡收入差距进
一步缩小。

聚力土地制度改革。新争取藏马镇作为国
家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镇试
点，全省仅有两个镇获批。开展解决承包地细
碎化试点，推荐1个省级试点、确定2个市级试
点。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行动，今年
已盘活利用宅基地1300余宗、约300亩，带动村
集体和农民增收2000多万元。

聚力产权制度改革。构建从市到村四级互
联互通、有机衔接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今
年全市新增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3227笔，交
易额12.05亿元，获批全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
范化整市试点。开展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提质增
效行动，启动农村集体“三资”侵占挪用问题专
项整治，已累计整改不规范合同2.7万份，新增
纳入账内管理资产2.7亿元、土地资源5520亩，
化解村级债务11.53亿元。

聚力经营体系改革。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提升行动，累计培育市级以上示范农民合作
社576家、示范家庭农场413家。遴选622名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辅导员，开展经营主体“信贷直
通车”常态化服务，贷款余额突破13亿元，居计
划单列市首位。

昨日，2023年“全国食品
安全宣传周”活动在长沙举
行，海关总署对外公布，今年
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食品
贸易总额达1.5万亿元，同
比增长9.5%。

32朵“金花”开出青岛“丰”景
18家“链主”带动农产升级

1-10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5.9％，比前三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35个大类行业中有20个行业同比
增长，增长面为57.1％。

1-10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6％。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实体经济和招商引
资持续发力，1-10月，全市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
长47.6％，24条重点产业链投资增长7.8％。

1-10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7335.3
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出口3965.9
亿元，同比增长2.4％；进口3369.4亿元，增
长13％。

昨日，青岛市统计局发布1-10月青岛经济运行情况。

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持续发力

前10月青岛基建投资“加速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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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并
建设7个万亩绿色增粮先行示
范区，打造良田、良种、良机、良
制、良法“五良”融合的绿色增
粮“青岛场景”，小麦亩产最高
达到837.2公斤，小麦、玉米一
年两季亩产粮食最高达1.95
吨，均创全市历史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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