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9月1日 星期五A02 要闻

编辑：武俊 美编：继红 组版：刘淼

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召开

全面塑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努力打造全国领先的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

大众日报记者 李子路 刘兵

8月31日上午，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
要论述，全面部署我省数字经济发展重大
任务，进一步树立大抓数字经济的鲜明导
向，推动我省在数字经济发展新赛道上跑
出加速度，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贡
献山东力量。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
副书记、省长周乃翔主持，省政协主席葛
慧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杨
东奇出席。

林武在讲话中指出，数字经济是我省
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崭新赛道、关键
增量和战略支撑，是赢得新一轮发展竞争的
历史性机遇。抓住这个机遇，才能赢得优势、
赢得未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加快数
字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以更高
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进一步推动目标
思路再聚焦、产业项目再聚集、资源力量再
聚合，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做

强一批重点数字产业项目、产业集群、产业
园区，实施一系列数字赋能行动，筑牢数字
经济关键支撑，全面塑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新优势，努力打造全国领先的数字经济发
展新高地。

林武强调，要聚焦数字产业化，全面提
升数字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要以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为牵引，带动数字产业整体协同
发展。要聚力强化龙头引领，建强济南、青岛
数字经济发展引领区。济南市要塑优中国软
件名城品牌，做强电子信息制造业，加快布
局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空天信息、量子信息、
网络安全等新兴产业；青岛市要集中力量发
展集成电路产业，巩固扩大数字终端、新型
显示、虚拟现实、工业互联网优势，拓宽产业
未来发展空间；其他各市要立足自身基础和
优势，科学布局数字产业，打造数字产业集
聚区。要聚力壮大优势产业，加快实施集成
电路强芯工程、高端软件铸魂工程、先进计
算固链工程、数字终端扩量工程、人工智能
赋智工程、虚拟现实提质工程、空天信息跃
升工程、云服务大数据融通工程、能源电子
聚能工程、新型电子材料融链工程。要聚力
狠抓实体支撑，坚持集群化、园区化、项目化
的思路，培强一批重点企业，落地一批重大

项目，打造一批重点园区。
林武指出，要加快产业数字化，奋力

建设数实融合最强省。要重点实施制造业
数字化提标行动，打造“数字领航”企业，
推进“工赋山东”，培育“产业大脑”，建设

“数字经济总部”；实施农业数字化突破行
动，加快建设智慧农场、智慧牧场，建好盐
碱地国创中心数字育种加速器，加快企业
生产加工设备信息化改造升级，建设运
营好“齐鲁农超”农产品交易平台；实施
服务业数字化提速行动，做强信息技术
服务业、电子商务、科技服务业，培育具
有我省特色的平台经济生态体系；实施
能源数字化绿色转型行动，推进“双碳”
数字化驱动，加快传统能源数字化转型，
加强企业新能源数字化管理；实施海洋
数字经济培育行动，深化海洋传统产业
数字赋能，大力发展数字海洋新兴产业，
加快海洋数字平台建设；实施数字金融惠
企行动，聚焦中小微企业融资痛点，创新数
字金融服务模式，优化金融服务产品；实施
智慧交通示范行动，加快建设智慧公路、智
慧港口，加快内河水运数字化改造，发展智
能高铁、智慧机场；实施文化数字化赋能行
动，聚力搭建新平台，着力丰富新应用，大力

发展新业态。
林武强调，要强化数字关键支撑，培

优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优良生态。要强化
数字技术突破，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加力创新平台建设，壮大企业创新主体。
要强化数据要素保障，围绕挖掘汇聚、开
发转化、交易流通，做好激活数据价值文
章。要强化数字基础建设，建强计算“中
枢”，壮实网络“躯干”，织密终端“末梢”，
打造算力网络发展新格局。要强化数字服
务创新，打造整体高效的数字政府，构建
智慧便民的数字社会，打造安全可靠的数
字生态。

林武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一场涉及
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全方位变革，必须
加强组织保障，凝聚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合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领导
推进机制，优化统计评价办法，加大考核
力度。要加强政策供给，加大财政投入，强
化融资、要素支持。要强化人才保障，提高
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家数字工作能力，加
快布局建设一批数字领域学科，创新企业
数字人才引进、培育和激励机制。要强化
典型引领，加强试点示范，搭建高水平推
介平台，形成发展数字经济的浓厚氛围。

8月31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获悉，我国载人月球探
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全面启动
实施，各项研制建设工作正在加
紧推进，从即日起至9月30日24
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新一代载
人飞船、载人月面着陆器的名称。

根据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
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开
展月球科学考察及相关技术试验
等。载人登月任务主要过程为：首
先发射月面着陆器，月面着陆器
在环月轨道停泊等待，然后再发
射新一代载人飞船，飞船与着陆
器在环月轨道交会对接。航天员
从飞船进入着陆器，着陆器与飞
船分离后下降到月面，航天员开
展月面活动。之后，航天员乘坐着
陆器起飞上升与飞船对接，航天
员进入飞船。飞船与着陆器登月
舱分离后，返回地球。

据介绍，新一代载人飞船是
在神舟飞船基础上全面升级研制
的新型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由
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主要用于
我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兼顾近
地空间站运营，具有高安全、高可
靠、多任务支持、可重复使用的特
点，登月任务可搭载3名航天员往
返地面与环月轨道，近地轨道飞
行任务可搭载7名航天员往返地
面与空间站。月面着陆器是我国
全新研制的地外天体载人下降与
上升飞行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
组成，主要用于环月轨道和月球
表面间的航天员运输，可搭载2名
航天员往返，并可携带月球车和
科学载荷，是航天员登陆月球后
的月面生活中心、能源中心及数
据中心，支持开展月面驻留和月
面活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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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区分实施“限购”城市
和不实施“限购”城市

住房信贷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对于
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首套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统
一为不低于20%，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
30%。

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政策下限按现行规定执行，二套住房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调整为不
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20个
基点。

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调整
优化主要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全国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下
限。不再区分实施“限购”城市和不实施

“限购”城市，首套住房和二套住房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下限
统一为不低于20%和30%。二是将二套住
房利率政策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20个基点。首
套住房利率政策下限仍为不低于相应期
限LPR减20个基点。各地可按照因城施策
原则，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形势和调控需
要，自主确定辖区内首套和二套住房最低
首付款比例和利率下限。

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
9月25日起可协商变更

通知明确，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是指2023年8月31日前金
融机构已发放的和已签订合同但未发
放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或
借款人实际住房情况符合所在城市首

套住房标准的其他存量住房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

通知指出，自2023年9月25日起，存量
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借款人
可向承贷金融机构提出申请，由该金融机
构新发放贷款置换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新发放贷款的利率水平由
金融机构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确定，但在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的加点幅度，不
得低于原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新发
放的贷款只能用于偿还存量首套住房商
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仍纳入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管理。

自2023年9月25日起，存量首套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借款人亦可向承
贷金融机构提出申请，协商变更合同约定
的利率水平，变更后的贷款合同利率水平
应符合本通知上一条规定。

对于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上
述负责人指出，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供
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借款人和银行对
于有序调整优化资产负债均有诉求。存量
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降，对借款人来说，可
节约利息支出，有利于扩大消费和投资。
对银行来说，可有效减少提前还贷现象，
减轻对银行利息收入的影响。同时，还可
压缩违规使用经营贷、消费贷置换存量住
房贷款的空间，减少风险隐患。为更好适
应上述新形势，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
总局明确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
鼓励银行与借款人协商调整存量首套住
房贷款利率。

据央广网

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全国商品房首付比例下限统一调整

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20%二套房30%
8月31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

监管总局8月31日联合发布《关于调整优
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和《关于
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的
通知》。住房信贷政策方面，首套住房商
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
为不低于20%，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
30%。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9月25日起
可协商变更。

■建强济南、青岛数字经济发展引领区

■重点实施制造业数字化提标行动，打造“数字领航”企业

■实施农业数字化突破行动，建设运营好“齐鲁农超”农产品交易平台

■实施能源数字化绿色转型行动，推进“双碳”数字化驱动

■实施智慧交通示范行动，加快建设智慧公路

■打造整体高效的数字政府，构建智慧便民的数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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