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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个品牌被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73个
品牌被要求限期6个月予以整改……近日，
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公布中华老字号复核
结果，引发外界关注。

此次被“摘牌”的中华老字号有许多是
消费者曾经耳熟能详的品牌，比如天津“稻
香村”、重庆“冠生园”、上海“西湖牌”等。这
些老字号缘何被摘下“金字招牌”？
优胜劣汰 老字号不能一“老”永逸
在被“摘牌”企业中，天津稻香村因与北

京稻香村、苏州稻香村同名而备受关注。天
津稻香村品牌历史悠久，可追溯至清朝年
间，但因与北京稻香村商标冲突，目前仅有
一个“稻穗”图形商标。

记者了解到，天津市稻香村食品有限公
司目前由天津市和平区属国有企业天津华
旭贸易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公司一
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因公司改制、合并等多
重原因，天津稻香村早已不再生产食品糕
点，经营过一段时间餐厅也已停业，目前公
司仅靠部分租赁业务在维持。

“此次未能通过中华老字号复核令人遗
憾，因企业确实已不再生产相关产品，但公
司并未彻底放弃‘稻香村’品牌，还会择机振
兴该老字号。”这位负责人说。

55个被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的品牌中，
上海有17个。记者了解到，被移出名单的上

海西湖饭店有限公司的“西湖牌”，其原有门
店拆迁改造后数年间一直未能重开，实际已
经不再经营；“钱万隆”酱油实际已经停产；
还有的存在知识产权等历史遗留问题等，导
致不符合申报“硬杠杠”。

记者走访上海、天津、重庆、安徽地区相
关企业发现，长期经营不善，已经破产、注
销、倒闭，或者丧失老字号注册商标所有权、
使用权等，是这些品牌被“摘牌”的主要原
因。
“有进有出” 动态监管确保老字号成
色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商务委介绍，17

个移出名额将被用于推荐其他优秀企业申
报中华老字号。上海已从104个新认定的上
海老字号中遴选，积极参与创建新一批中华
老字号，争取“进”的数量大于“出”的数量。

“优中选优”“有进有出”是中华老字号
复核工作一大特点。

为推动中华老字号顺应市场机制、持续
健康发展，根据《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
办法》，今年4月，商务部联合文化和旅游部、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文物
局，部署开展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坚持“优
中选优”的工作原则，建立实施“有进有出”
的动态管理机制，对已有中华老字号进行全
面复核。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将55个品
牌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是经过企业自查、
地方初核、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由商
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公布的中华老字号复核
结果。

除了上述被“摘牌”的55个品牌，五部门
还对经营不佳、业绩下滑的73个品牌，限期6
个月予以整改。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开展
的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工作，与2006年、
2011年先后两批的认定工作相比，不单纯是
体现保护与传承，更重要的是鼓励老字号老
品牌做优做强，起到引领自主品牌发展的作
用。

“这其实是对中华老字号更深的爱护。”
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张丽君表示，聚焦建
立健全老字号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长效机
制，推动老字号对标先进理念、顺应市场机
制，加快守正创新发展，通过“有进有出”的
动态监管制度，来确保老字号“金字招牌”的
成色。
百姓期许 老字号也要紧跟时代节拍
对于被“摘牌”的老字号，不少消费者表

示惋惜，但更多表达了支持。
“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规律”“老

字号也不能吃‘老本’”“消费者满意才是最
高目标”……消费市场不断变化，消费者的

反馈更加印证，老字号必须直面消费新趋
势、新场景、新需求，在坚守优秀传统文化内
核的同时，创新技艺、产品与管理模式，从而
紧跟时代发展脚步。

调查显示，目前经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
字号品牌，半数以上已经入驻电商平台。在
刚过去的“双十一”，一批老字号品牌“触网”
转型，再度走红。更有上海凤凰、京珐景泰
蓝、福建片仔癀等越来越多老字号扬帆出
海，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店训朗朗上口、店规过目不忘、产品物
美价廉……老字号是我国工商业发展历史
中孕育的“金字招牌”，既有很高的经济价
值，也有丰富的文化价值。目前1000个经营
规范、发展良好的品牌仍继续保留。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中华老字号
企业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实现营业收入超
1 . 2万亿元，近七成企业实现盈利。今年前三
季度，营业收入已超过2022年全年水平，发
展势头良好。

“一些老字号被‘摘牌’之所以引发全社
会这么大的关注，其实反映出老字号在消费
者心中的分量很重，也寄托着更高期许。要
更好发挥中华老字号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
多相关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张丽君说。
（记者谢希瑶、王宁、宋瑞、周蕊、刘梓
桐、汪海月）

55家中华老字号为何被“摘牌”？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 张辛欣）工业和信息
化部22日发布数据显示，我国5G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
至10月末，5G基站总数达321 . 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28 . 1%，三家基础电信企业5G移动电话用户达7 . 54亿
户。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说，1至10月，我国通信行
业运行持续向好。电信业务收入和业务总量增速小幅提
升，新兴业务拉动作用加大，5G、千兆光网、物联网等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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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流量保持较快增长。1至10月，
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2456亿GB，同比增长14 . 8%。

我国5G基站总数

达321 . 5万个

新华社南京11月22日电（记者 陈圣炜）记者从江苏
省环境监测中心获悉，11月7日至14日期间，由该中心组织
开展的长江江苏段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共观测记录到
长江江豚86头次，其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据悉，本次调查范围覆盖长江江苏段南北两岸，上游
起点为江宁河口，下游终点为浏河河口，总航行超800公
里；采用截线抽样法，初步摸清了冬季枯水期长江江豚活
动热点区域；在南京下关、江阴大桥等江段均记录到10头
以上大群，且均观测到“母子同框”现象。

本次调查中，江阴大桥下游记录长江江豚15头次，为
该区域今年调查记录最多的一次；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
保护区为本次调查记录密度最大江段，共记录34头次。有
时成群结队的长江江豚会从船边游过，调查人员仅靠肉眼
就能清楚观察到它们。

据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介绍，调查过程中，工作人员
同步采集了环境DNA水样，后续将在实验室开展基于环境
DNA监测技术的系统分析，以便更全面掌握长江江苏段长
江江豚种群活动热点区域。

长江江豚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特有淡
水鲸豚类哺乳动物，也是长江水生态环境质量关键的指示
性物种。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栖息地缩小等原因，其种
群数量一度出现下降。近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长
江保护法》正式实施，长江航道治理、建立保护区、“十
年禁渔”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施行，长江江苏段水生态质量
持续向好，“微笑天使”长江江豚更加频繁地出现，且在
多个沙洲附近形成了稳定种群。

长江江苏段长江江豚种群

呈增长趋势

新华社长沙11月22日电（记者 周勉）记
者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获悉，近日，由湖南杂
交水稻研究中心育种并提出申请的“西子3
号”，成为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的低镉水
稻品种。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

书记柏连阳介绍，经检测，“西子3号”在区域
试验中的糙米镉含量为每千克0 . 000至0 . 098毫
克，低于每千克0 . 2毫克的国家限量标准。

“作为籼型常规稻品种，‘西子3号’可在
长江中下游做双季晚稻种植，将有利于部分受
重金属污染的地区解决‘镉大米’问题，提升
我国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柏连阳说。

农业农村部11月19日发布的公告显示，包
括“西子3号”在内，此次共有409个稻品种、
764个玉米品种、51个棉花品种和80个大豆品
种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

“西子3号”成为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
审 定 的 低 镉 水 稻 品 种

11月21日，一位工艺美术
师在唐山市开平区陶瓷文创
产业园创作陶瓷绘画作品。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开

平区为更好地发展骨质瓷产
业，采用“民营资本+科技基地
+政府驱动”的运营模式，将老
陶瓷厂的旧厂房改成“产、创、
展、商、游”于一体的特色陶瓷
产业园，吸纳小微陶瓷企业入
驻，形成了骨质瓷特色产业集
群，为传统陶瓷产业健康发展
走出一条新路子。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河河北北开开平平：：

老老瓷瓷厂厂旧旧厂厂房房变变身身文文创创产产业业园园

本报讯(罗晶宏)社保基
金，关乎民生，我市一直
高度重视基金管理工作，
始终把社保基金预决算作
为工作重点来抓。日前，
我市荣获2022年度全省社
会保险基金预决算绩效评
价一等奖。

编制方法求“准”。
强化培训指导，结合基金
新政策、新要求，每年组
织开展全市社保基金预决
算编制培训会，确保业务
培训“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会同有关部门开展
市级联 合 汇 审 ，逐个 险
种、逐个县区一一过审，
及时发现问题，指导督促
整 改 ， 务 求 报 表数据 准
确、分析说明合理。

预算执行求“严”。
每月汇审报送基金月度报
表，关注社会保险基金收
入合理性、支出规范性，
动态跟踪、真实反映社保
基金收支情况，加强对执
行进度异常的险种、县区
进行监测调度，及时发现
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
题，确保基金平稳健康运
行。

基金监管求“深”。
加强对基金运行的分析研
判、建立基金预警风险防
控机制，确保基金收支平
衡、可持续。会同市相关
部 门 按 年 对 社 保 基 金收

支、往来、存款等情况开展核查，建立健全常态化基金监管机
制，保障各项社保基金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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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六安市财政高度重视水利事
业发展，深入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紧紧围绕
水资源管理与利用、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
复等领域，不断强化资金保障力度、拓宽水
利投融资渠道，为六安绘就“最美河湖”的
秀美画卷提供了有力支撑。

坚持规划引领，描“幸福河湖”之画

2021年以来，市财政累计安排市水利
局规划编制经费3150万元，其中：杭埠河
等流域规划编制经费3000万元，水利设
施抗旱补短板工作实施方案、农田灌溉发
展规划编制费用100万元，六安市水资源
保护规划、地下水保护利用等相关规划编
制及修编50万元，为六安市水利事业发展
提供了指引方向。目前，淠河、杭埠河、
汲河流域水利综合规划，史河(六安段)防
洪规划、淠河横排头枢纽上游幸福河湖建
设专项规划等5个规划已经市政府审批，
六安市水网建设规划已经省水利厅审查，

《六安市地下水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
(2022—2035年)》作为全省首个地下水开
发利用规划通过审查。

保障工程建设，构“骨干水网”之基

近年来，市财政积极争取上级水利基
建资金，累计下达淮河流域重要行蓄洪区
建设工程资金18 . 69亿元、杭埠河防洪治
理工程资金14 . 3亿元、史河防洪治理工程
资金1 . 2亿元，目前杭埠河防洪治理工程
已基本完工，开展竣工审计；行蓄洪区建
设工程已完成工程总投资60%，其中裕安
段已完成投资95%；史河防洪工程全面开
工建设，已完成工程总投资35%。

支持精细管理，调“水兴人和”之色

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和省
水利补助资金，用于水旱灾害防御、水资
源集约节约利用、水资源保护与修复治理
等方面。2023年全市累计下达中央水利发
展资金、省水利补助资金6 . 2亿元，其

中：市本级942 . 5万元。市财政每年结合
财力情况安排市级水利发展资金，用于水
资源合理开发、节约与保护，水土保持与
生态建设，河湖长制激励，农村饮水安全
维修养护，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方面。
2021年以来，市财政在部门预算中安排市
级水利发展资金3307 . 48万元，有力支撑
了市级水利事业发展，全市自来水普及率
达到96 . 8%，农业灌溉供水能力显著提
升，节水灌溉成效显著，建成省级幸福河
湖19条，拍摄的基层河湖卫士事迹短片
《那人那筏那条河》荣获第四届“守护幸
福河湖”短视频公益大赛一等奖，并在第
18届世界水资源大会上被作为水利成果视
频进行播放展示。

创新投入方式，点“水秀灵韵”之笔

健全多元化水利投融资机制，用足用
好政府专项债等政策工具，探索通过股权
投资、PPP等多种方式，引导和撬动社会和
金融资本参与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

水利工程建设。2018年-2023年，全市累计
申报入库水利领域专项债券项目30个、专
项债券总需求111 . 64亿元，其中：已发行
48 . 31亿元支持19个项目。城南水利枢纽、
六安市淠河总干渠(九里沟-青龙堰)东部
新城段水利综合治理工程等采用PPP方式
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施省级层面的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大别山区水环境生
态补偿资金逐步由最初的1 . 98亿元增加到
2 .4亿元，即六安市财政在省级财政设立1 . 2
亿元补偿资金的基础上，与合肥市各出资
0 . 6亿元设立补偿资金，根据上一年度跨市
界考核断面监测水质确定补偿责任主体，通
过省级结算拨付。截至2022年底，罗管闸断
面生态补偿指数P值连续9年优于生态补偿
考核断面水质考核要求，水质从2014年的Ⅲ
类水，已稳定提高到目前的Ⅱ类水，国控省
控断面水质优良率均在90%以上，六大库
区、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
为100%，极大地改善了流域周边群众人居
环境，提高了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质量。

财政助力绘就“最美河湖”六安画卷
陈 科

本报讯(徐苗苗)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六安财政持续优化
扶持政策，强化资金保障，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快速发展，满足日
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2023年，全市财政计划投入2 . 8亿元，
支持养老事业发展，助力打造“颐养六安”新名片。

支持专业机构建设运营养老机构，通过给予社会办养老机构建
设补贴、运营补贴、贷款贴息，减轻养老机构压力，促进其提质增效，
提高养老服务水平，2023年以来，全市已投入1800余万元，支持1400
余张养老床位建设，给予3家养老机构贷款贴息。支持做好老年助餐
服务，2023年以来，全市已投入2300余万元，支持新增城市老年食堂
(助餐点)45个、农村老年食堂(助餐点)184个，超额完成今年任务。

建设县(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社区居家养老照料
服务体系，打造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让老人不离社区，享受
到短期托养、日间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服务，2023年
以来，为低保家庭的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补贴3139万元，惠及
4 . 5万人。按照“一户一案一档”的要求，为特殊困难老年人家
庭进行安全性、适老性、辅助适配等方面适老化改造，切实提升
老人居家生活品质，降低居家生活风险。

聚焦高龄老人，发放高龄津贴，根据不同年龄段实行差别化
补贴，同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确保不漏、不重、不
错，保障高龄老人按时足额享受高龄权益。截至目前，已有15 . 1
万名高龄老人领取高龄补贴2929万元。

财政资金支持打造“颐养六安”
本报讯(魏心阅)近日，六安市多措并举，着力提升专家评审效能，

通过对拟申报2024年预算的9个重点项目开展专家评审，核减项目资
金3629万元，核减率达53 . 1%。

打造“度量尺”。根据评审项目的内容与特点，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政
协委员等相关领域的5名专家参加评审，会前组织培训辅导，具体讲解评
审流程和注意事项，明确评审范围，厘清评审程序，压实专家评审责任。

念好“紧箍咒”。严把资金测算关口，坚持绩效优先，认真贯彻“过紧
日子”要求，保障重点支出需求，加强项目内容整合。同时，要求项目资
金测算过程明晰、精准，项目实施计划、路径切实可行，无明确依据项目
不安排预算。

摆好“一盘棋”。评审过程分为部门陈述、财政初审、专家质询、单位
答疑四个步骤，参与评审的部门对评审工作的重视程度较往年有明显
提高，准备的材料充分、翔实，部分单位制作了PPT文档现场演示。

拧紧“螺丝扣”。评审专家组通过详细询问，从项目立项必要性、经
费需求合理性、绩效目标科学性、用款计划可行性四方面提出建议，形
成评审结论，评估结论作为2024年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

本报讯(王明铭)今年以来，
叶集区财政局认真落实中央和省
市区决策部署，坚持把“三保”
作为财政工作的硬任务，巧用
“加减乘除”工作法，真抓实
干，全力兜牢“三保”底线。

财政收入做“加法”。聚焦
“百年家居、千亿化工”，制定
专项政策，设立转型升级融资风
险补偿资金2000万元，推动家
居板材产业提档升级、提质增
效，促进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集
聚，涵养培育税收增长点，努力
实现税收高质量可持续，今年来
已完成税收收入42471万元，同
比增长4 . 04%。大力推进非税收
缴电子化管理改革，提升征管服
务能力，加强非税收缴分析、督
导，确保非税收入足额缴库，1
-10月组织完成非税收入10813
万元，同比增长12 . 28%。

行政支出做“减法”。牢固
树立“过紧日子”思想，调整优
化支出结构，严控一般性支出、
非刚性支出，加大项目支出清理

力度，建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长效机制。严格控制预算调整，
除无法预见的临时性或特殊事项
外，其他事项不予追加预算，对
确需增加的应急、保障等民生类
重点项目支出，从严审批，确保
一切财政资金都受约于预算监
管。2023年叶集区“三公”经
费预算总额1027万元，同比减
少77万元，下降7%。在保障财
力支持的同时，坚持“有保有
压”，将压减下来的资金优先用
于“三保”等重点领域，确保
“三保”在预算编制、财政支出
中的优先序列，确保应保尽保，
1-10月中央直达资金安排43442
万元，支出进度达83%。

绩效评价做“乘法”。严格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精神，将绩效管理实质性嵌
入到预算管理中，加强财政资金
绩效管理，牢固树立“花钱必问
效、无效必问责”意识，围绕项
目评估、预算编制、过程管控、

结果运用，从事前、事中、事后
三个方面完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
理。强化绩效目标作为预算安排
的前置约束，优化财政资金使用
结构和方式，以精耕细作夯实评
价过程各环节，切实提高财政资
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放大财
政资金的“乘数效应”。2023
年，全区92家预算单位纳入审
核绩效目标202个，涉及资金
74116万元，其中绩效目标管理
结果应用案例6个，通过绩效审
核，审减资金7320万元。

风险防控做“除法”。定期
编制财政运行监测报表，严格评
估区域“三保”可用财力及支出
需求，建立健全财政收支、库款
规模等动态监管机制和事中动态
监控、事后应急处置的风险管控
长效机制，强化财政运行风险研
判，对可能存在的“三保”支出
风险，做到有措施、能应对，切
实提高风险防范的前瞻性、主动
性，兜牢兜实“三保”底线。

叶集财政：

“四则运算”答好“三保”考卷

专家“精准”把脉
提升评审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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