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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人潮攒动，汇
聚 60多个品牌车商的 2023厦门国际汽车展
览会吸引了数万市民前来体验。市民王先生
转了一圈后订下心仪好车，“车展优惠大、体
验好，真是全年购车最佳时机”。短短 4天时
间里，由厦门报业传媒集团策划举办的厦门
国际车展成为厦门促消费旺季的一场重要
活动，这也是报业传媒集团发挥传媒力量服
务地方经济和文化强市的生动案例。

近年来，厦门报业传媒集团作为厦门
日报社专门组建的国有独资文化企业集
团，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相统一，积极整合厦门日报社的
优质品牌资源、产业资源和用户资源，实现
跨界融合经营，成为推动厦门市文化产业
加快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自2015年以来，厦门报业传媒集团策划举办的海峡书画艺术产业博览会已
经成为厦门市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今年11月10日开幕的2023厦门国际汽车展览会吸引了数万市民前来体验。

厦门报业传媒集团:立足传媒产业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全媒体策划营销服务城市发展

今年 5 月 20 日，着眼于疫情后促
进消费的目的，集团携手政府部门、金
融机构和商家共同打造的“中情钟意
消费一夏”消夏之夜购物节，为市民和
商家提供了一个“文旅商展庆”融合的

“大舞台”，参展商负责人感叹“这是一
场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的活动，没
有什么比点旺烟火气更适合现在的消
费市场。”消夏之夜购物节的周末，厦
门 SM商圈商家云集，人气火爆。

立足传媒主业，厦门报业传媒集
团积极发挥自身媒体宣传、活动策划、
落地执行等优势，全年还策划组织了
全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海峡书画
艺术产业博览会等自办展会及活动，
并承接了厦门文化产业年度风云榜、
地产荣誉榜、中秋博饼文化节、两岸公
益论坛、东北亚研习营、两岸斗茶系列
交流活动等上百场活动策划工作。集
团旗下厦门华亿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是福建首家新三板上市的国有文
化企业，以展览展陈为业务核心，厦门
经济特区纪念馆展陈项目、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专题图片展、“滴水穿石闽东
梦”主题展等都得到社会认可。

如今，集团坚持深耕熟悉的领域，
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积极开展丰富群众性
文化的展庆活动，利用“主题策划+宣
传报道”优势，已经成为厦门文化领域
的改革尖兵。

高质量印刷发行履行党报使命

每天，200 多位穿着红色工作服的
发行员，携带墨香的报纸，穿梭在厦门

大街小巷，及时将党的政策和声音传
播到千家万户，一个个红色背影，彰显
了党报投递员的责任和使命。集团旗
下的发行公司湖里站站长尤文种总是
感慨，每次把报纸送到市民手上，看到
他们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作为党报
发行员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一下就涌上
心头。

集团印务中心每天报纸印刷量达
100 万对开张，单厦门日报、厦门晚报
的报纸印刷量就超过 20 万份，还承接

《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十几种期刊
书籍的商务印刷任务。

全方位构建文化产业发展新生态

自身的媒体资源和客户资源是厦
门报业传媒集团的左右手，下属书画
院从设立之始就放眼书画艺术全产业
链，与业界权威机构展开合作。通过

“文化+”的模式，正在构建集展览、艺
术、教育、文创、媒体、策划等业务于一
体，立足厦门，辐射海西的文化产业机
构。以“九州文房齐集、两岸产业交融、
百年品牌群聚、传世书画荟萃”为特色
的展览活动，吸引了西泠印社集团、西
安碑林博物馆、商务印书馆等数十家
百年文化机构企业及知名艺术家来厦
交流，为海峡两岸的艺术爱好者和厦
门市民带来一场艺术盛宴。

厦门报业传媒集团始终秉承“传
媒力量引领美好生活”的发展理念，继
续深耕现代传媒产业，积极拓展现代
服务业，不断挖掘厦门本土文化乃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策划出形式多样
的活动、展览等，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繁荣和发展。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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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城市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的
基本单元。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国家发
展改革委《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
工程实施方案》。工程能为社区居民提供
哪些公共服务？如何选择试点城市和社
区？在国家发展改革委 27日举行的专题新
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方案
的重要意义和主要部署。

“我国 6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
居民主要生活在社区。能否在‘家门口’享
受到优质普惠的公共服务、在‘小社区’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是‘关键小事’，更
是‘民生大事’。”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
展司司长刘明说，建设社区嵌入式服务设

施，让群众在“家门口”“楼底下”享受优质
服务，可以有效解决群众接送、跑腿之难，
实现养老托育“离家不离社区”，有效降低
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成本。

方案提出，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面向
社区居民提供养老托育、社区助餐、家政
便民、健康服务、体育健身、文化休闲、儿
童游憩等一种或多种服务。

刘明表示，各地要按照精准化服务要
求，优先和重点发展当前群众急需紧缺的
服务，比如“一老一小”、社区助餐、儿童托
管等，逐步补齐其他服务，确保便捷可及、
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

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为养老服务进

社区提供了便利条件。民政部养老服务司
副司长李永新说，强化社区嵌入式服务设
施的养老服务功能，将有力完善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网络，打通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
务的“最后一米”。

托育服务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国家卫
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徐拥军表示，
依托社区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有独特优
势。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可以为 3 岁以下
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
托等多种形式的照护服务。

方案明确，综合考虑人口分布、工作
基础、财力水平等因素，选择 50 个左右城
市开展试点，每个试点城市选择 100 个左

右社区作为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先
行试点项目。

针对试点城市和社区的选择，刘明介
绍，试点城市原则上应为城区常住人口超
过100万人的大城市。所在城市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工作积极性高、经济社会发展基础
较好、建设运营方案切实可行、配套支持政
策可操作可落地、具备项目建设条件的城
市优先纳入试点城市范围。建设先行试点
项目的社区由试点城市结合实际自主研究
确定，优先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基础
好、“一老一小”服务需求集中、具备项目建
设和持续运营条件的社区纳入试点范围。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
——相关部门解读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哈马斯）26 日各自完成第三批放
人。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将寻求延长为
期 4 天的临时停火协议。与此同时，卡
塔尔官员到访以色列斡旋此事。

据美联社报道，哈马斯当天释放
17 人，其中包括 3 名泰国人；以色列方
面则释放 39 名被以方关押的巴勒斯
坦人。

哈马斯说，应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要求，哈马斯当天释放一名持
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人质。按照
美联社说法，这名人员是双方“换人”以
来哈马斯释放的首名男性。

美国方面证实，哈马斯当天释放的
人员还包括一名持美国和以色列双重
国籍的 4 岁女童。她是临时停火协议落
实以来获释的首名美国人。

根据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的临时
停火协议，从本月 24 日起，加沙地带停
火 4天。其间，以色列和哈马斯将分 4批
放人。最后一批定于 27 日释放。卡塔
尔、美国和埃及等斡旋方正力促双方延
长休战。

协议规定，如果哈马斯能释放更多
妇女儿童，停火期限可延长至10天。哈马
斯每释放10人，以方将停火一天；哈马斯
每释放一人，以方就会释放三名被关押
的巴勒斯坦人。

哈马斯26日发表声明，寻求延长停
火协议。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哈马斯官
员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哈马斯准备

再释放 20 至 40 名被扣押人员，以多换
取2至4天停火。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26日
说，如果哈马斯愿意多放人，以方接受延长
停火的提议；不过一旦停火协议结束，以方
将全面恢复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以方先前说，大约 240 名以色列和
外国公民被扣押在加沙地带，其中约
210 人被哈马斯扣押，还有一些被巴勒
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等其他
武装组织扣押。哈马斯称，需要时间“找
到”被其他组织扣押的人员。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
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接受英
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临时停火的目
的之一是给哈马斯时间寻找被其他组
织扣押的人员，不清楚哈马斯已找到其
中多少人。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色列安全官
员说，卡塔尔派遣的代表团已于25日抵
达以色列，准备就临时停火协议延期斡
旋。卡塔尔情报官员正与以色列情报和
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商讨解救被扣押人
员事宜。

哈马斯 10 月 7 日自加沙地带突袭
以色列境内军民目标，以方称造成大约
1200 人死亡。以色列随后进入战争状
态，对加沙地带发起军事行动。加沙地
带卫生部门说，截至 26 日，以军行动已
造成加沙地带近 1.5 万人死亡，其中三
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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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载有
哈马斯释放的被扣
押人员的车辆抵达
以色列拉马特甘的
一所医院。

新华社

▲ 27 日，在约
旦河西岸城市希伯
伦北部的一座村庄，
一名获释的巴勒斯
坦人与亲人团聚。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7 日表
示，欢迎马来西亚方面对赴马中国公民实施入境 30 天内免签
政策。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11 月 24 日中方宣布对马
来西亚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于 26 日
表示，马来西亚将从 12 月 1 日开始，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 30
天内免签证的便利措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我们欢迎马来西亚方面对赴马中国公民实施
入境 30天内免签政策。”

他说，中国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两国传
统友谊跨越千年。今年，双方就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达成重
要共识。明年是两国建交 50 周年。“我们相信，中马双方近期
推出的签证便利政策，将为进一步增进两国人员往来注入新
动力。”

汪文斌表示，中方愿同马方一道，继续加强中马互利合作
和人文交流，让两国友好合作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外交部发言人：

欢迎马来西亚对中国公民
实施入境30天内免签政策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国家统计局 27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前 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7.8%，
降幅较 1 至 9 月份收窄 1.2 个百分点，今年 3 月份以来利润降
幅逐月收窄。其中，10 月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7%，
连续 3个月实现正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工业企业累计营收转为增长。1至 10月份，规上工业企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3%，由 1 至 9 月份同比持平转为增长。其
中，10月份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5%，增速较 9月
份加快 1.3个百分点，连续 4个月回升。

三大门类利润均有回升，超七成行业利润改善。1至 10月
份，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同比降幅较 1 至 9 月份分别收窄 0.2、
1.6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同比增长
40%，增速加快 1.3 个百分点。1 至 10 月份，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
业中，有 30 个行业利润增速较 1 至 9 月份加快或降幅收窄、由
降转增，利润回升面达 73.2%。

原材料、消费品行业利润持续改善。前 10 个月，原材料制
造业利润同比降幅较 1 至 9 月份收窄 4.8 个百分点。消费品制
造业利润降幅较 1 至 9 月份收窄 0.8 个百分点，其中，10 月份
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增长 2.2%，连续 3个月增长。

装备制造业利润持续增长。1至 10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
同比增长 1.1%，继续保持增势。装备制造业利润占规上工业
的比重为 35.1%，同比提高 3.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于卫宁表示，总体看，1至 10月
份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恢复向好。下阶段，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有效发挥金融资源促进科技创新、
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作用，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塑造工业经济发展新优势，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工业企业利润
连续3个月保持正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记者近日从航天科技集团
了解到，首张完整覆盖我国国土全境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沿线重点区域的高轨卫星互联网初步建成。

近年来，随着中星 16 号、中星 19 号和中星 26 号高通量通
信卫星相继成功发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卫通
已初步建成首张完整覆盖我国国土全境及“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沿线重点区域的高轨卫星互联网。

2023 年 2 月 23 日，中星 26 号卫星成功发射入轨，已先后
完成东经 125 度轨位的定点、在轨交付、测试验证等工作，并
于 6月开始提供服务，目前运行正常。

该星是我国首颗超百Gbps 容量高通量通信卫星，采用我
国自主研发的东方红四号增强型卫星平台，是满足卫星互联
网及通信传输要求的新一代高通量通信卫星。

“高通量通信卫星的优势是带宽非常宽，传输速率非常
快。”中国卫通专家介绍，好比我们在家上网，网络由 2G、3G
到了 5G，带宽越宽，下载视频或者是进行视频通话，就越顺
畅，体验就越好。

未来，中国卫通将推动更大单星容量卫星建设，预计到
“十四五”末期，高通量通信卫星总容量将超过 500Gbps，届
时，将为我国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沿线航空、航海、应急、能
源、林草等行业及普遍服务用户提供高速的专网通信和卫星
互联网接入服务。

我国首张高轨卫星互联网
初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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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离不开资金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通知》，推出 25条具体举措，持续加
强民营企业金融服务。通过记者梳理，一
起看看这些举措将如何支持民企融资。

利好一：逐步提升民营
企业贷款占比

具体举措：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制定民
营企业年度服务目标；健全适应民营企业
融资需求特点的组织架构和产品服务；合
理提高民营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等。

记者解读：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
持力度，首先体现在总量上。通过制定民
营企业年度服务目标、提高服务民营企业
相关业务在绩效考核中的权重等，一系列
举措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的
金融支持力度，逐步提升民营企业贷款占

比。同时通过不断优化信贷结构，科技创
新、“专精特新”、绿色低碳、产业基础再造
工程等重点领域的民营中小微企业将获
得更有力的信贷支持。

利好二：加大首贷、信用贷
支持力度

具体举措：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开
展首贷客户培育拓展行动；开发适合民营
企业的信用类融资产品；推广“信易贷”模
式等。

记者解读：缺乏抵押物、缺少可供参
考的信用信息……这些因素常常令民营
企业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支持民营企业
需要从首贷和信用贷款“破冰”。金融机构
在政策引导下，一方面将加强与发展改革
和行业管理部门、工商联、商会协会对接
合作，挖掘有市场、有效益、信用好、有融
资需求的优质民营企业；另一方面将加强

科技赋能，推出更多适合民营企业的信用
类融资产品，持续扩大信用贷款规模。

利好三：畅通民营企业
债券融资渠道

具体举措：支持民营企业注册发行科
创票据、科创债券、股债结合类产品、绿色
债券、碳中和债券、转型债券等；推动民营
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扩容增量、稳定存
量；鼓励和引导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各类
养老金、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积极科学
配置民营企业债券……

记者解读：针对民营企业债券认可度
较低的痛点，进一步发挥债券融资支持工
具的增信作用，同时鼓励和引导机构投资
者加大对民企债券的配置，有助于降低民
企债券融资门槛，扩大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规模。特别是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领域
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或将通过债券融资

渠道进一步满足。

利好四：扩大优质民营
企业股权融资规模

具体举措：支持民营企业上市融资和
并购重组；稳步拓展私募基金份额转让、
认股权综合服务等创新业务试点；发挥股
权投资基金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作用等。

记者解读：扩大优质民营企业股权融
资规模需要更好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
作用。可以预计，随着注册制改革走深走
实，民营企业发行上市和再融资将更加市
场化。与此同时，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赴
境外上市也将更加顺畅。值得关注的是，
通知中的一系列举措对于民营企业发展
的更早期阶段也非常关注，对于更好发挥
天使投资、创业投资以及区域性股权市场
的融资支持作用进行了部署。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支持民企发展，这些金融举措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