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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远处雪山映衬下，玛
曲草原满目金黄，静谧一片。
草原深处，一家大型活畜交易
市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来往
车辆声、讨价还价声、牛羊叫声
相互交织……秋冬季节是牛羊
出栏高峰期，生活在这里的牧
民们迎来牛羊交易旺季。

市场交易大厅内，马海明
兴高采烈地从兜里掏出一沓现
金，一边低头数钱，一边向记者
分享喜悦：“刚成交了90多头牦
牛，个个品相出挑。”他将数好
的钱交给工作人员，用于缴纳
交易手续费。

从业 12 年，马海明是一位
颇有经验的牛羊经纪人。他经
营着一家养殖场，一年有4个多
月的时间奔走于甘肃、青海、四
川等地收购牦牛。除了供自家
养殖场育肥，他还帮其他养殖
场主代购牦牛，一头牦牛的代
办费为50元。

经验老到的马海明，最中
意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玛曲县的活畜交易市场。“这里
的牛羊品质好，在牧区远近闻
名。每年开市都会吸引各地客
商前来交易。高峰时，我每天
都能在这里收购到 100 多头牦
牛。”他说。

玛曲县活畜交易市场是甘
南州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
活畜交易中心之一，占地面积
超 130 亩。市场配备牛羊圈养
棚、饲草棚等基础设施，提供牛
羊托养、检验检疫、牲畜交易等
服务。市场负责人达尔吉说，
每年9至12月是交易高峰期，每
天有 500多人来这里交易，日交
易量最多时近2000头（只、匹）。

玛曲，藏语意为“黄河”。

玛曲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
缘，平均海拔在 3300米以上，是
甘肃省唯一的纯牧业县。

玛曲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东知布介绍，截至今年三季度，
玛曲县牲畜存栏量达 89 万头
（只、匹），其中牦牛 56 万头，藏
羊30万只。目前，全县共有300
多家牧民养殖专业合作社和 3
家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走进交易市场，来自十里
八乡的人们争相查看牛羊膘
情、不时询价议价。货车上，牧
民热情地邀请客商上到车厢，
近距离相牛看羊；大棚内，经过
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后，买卖
双方握手成交。

一大早，牧民求培开着满
载藏羊的货车，从 20 多公里外
的达尔庆村出发，来到交易市
场。不到半天时间，货车上的
70只羊就尽数卖出。见到记者
时，他正忙着和买家高黑麦一
起办理检疫手续。

交易市场的检疫办公室
内，18名来自全县9个乡镇（场）
的畜牧兽医工作站的工作人
员，正为交易成功的客商及时
办理手续。工作人员完成检
疫、开具证明后，求培和高黑麦
心满意足地离开。

高黑麦告诉记者，这些藏
羊经屠宰分解后，会被加工成
多种肉类产品销往各地。

近年来，玛曲县通过轮牧、
休牧等方式推行草畜平衡，转
变产业发展方式，推行“舍饲半
舍饲”和“补饲”的科学养殖模
式。“养殖方式的转变，既让草
原增绿、牧民增收，也让当地牛
羊品牌走得出、叫得响。”东知
布说。 新华社兰州12月6日电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按照《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
于给予最不发达国家 98%税目
产品零关税待遇的公告》，根据
我国政府与有关国家政府的换
文规定，自 2023 年 12 月 25 日
起，我国将对原产于安哥拉、冈
比亚、刚果（金）、马达加斯加、马

里、毛里塔尼亚等 6个最不发达
国家的 98%税目产品实施零关
税。

记者 6 日从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近日发布公告，
明确了上述安排。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

公室表示，我国给予安哥拉等 6
国 98%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有
利于践行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共
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后
续我国将继续根据换文进展，逐
步给予所有与我国建交的最不
发达国家 98%税目产品零关税
待遇。

12月25日起我国给予安哥拉等6国98%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

青藏高原牛羊交易忙

宁夏西吉：乡村旅游转型升级
西吉县吉强镇龙王坝村窑洞宾馆（12月1日摄，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宁夏固原市西吉县依托当地红色文化、生态自然景观等优势资源，大力推进乡村旅游

转型升级。当地以“旅游＋农业、旅游＋文艺、旅游＋康养”为主要发展方向，结合乡村振兴发展规
划，深度挖掘红色、生态、民俗等文旅资源，不断完善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基础设施，提升旅游体验，
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时
至年终，中国经济运行备受关
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
综合司负责人 6 日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总的来看，今年以来，
中国经济战胜困难挑战、顶住下
行压力，经济恢复呈现波浪式发
展、曲折式前进的特征，经济运
行总体回升向好，今年对全球经
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三分之一，
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大引擎。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5.2%，增速在全球主要经
济体中保持领先；农业生产形势
良好，预计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
收；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在连续 5 个季度同比下降
后首次由降转增……一系列数
据彰显中国经济发展韧性。

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发展
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负责人
介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
布以来，一系列配套政策举措落
地实施，民营经济发展总体上呈
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基本
态势。

数据显示，今年前 10个月，
以人民币计价的民营企业进出
口增长6.2%，占进出口总额的比

重达到 53.1%，比去年同期提升
3.1 个百分点，成为稳外贸的突
出亮点。此外，扣除房地产开发
投资后，民间投资增速较快，前
10个月同比增长9.1%。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
发展局负责人说，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
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抓紧推
动相关政策落实落地，政策合力
正在加快发挥作用。前三季度，
新设民营企业同比增长 15.3%。
调查显示，对宏观经济、营业收
入、市场需求、对外贸易等持乐
观预期的民营企业占比提升，民
营企业市场预期与发展信心进
一步提升。

针对穆迪下调我主权信用
评级展望，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
测部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研究
员李若愚认为，穆迪的评级结果
只是一家之见，其评级方法和评
级依据均存在缺陷，此次穆迪对
我国主权信用评级调降同样存
在一些误判，其评级结果值得商
榷。

实际上，在全球经济面临多
重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机构
近来密集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
期，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中

国2023年GDP增长预期从之前
的 5% 上 调 至 5.4% ，同 时 上 调
2024 年 GDP 增长预期；经合组
织（OECD）将 2023 年中国 GDP
增速预测值上调至5.2%。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
研究所副研究员宋立义分析，当
前，中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向
好，创新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
发展稳步推进。穆迪在此时下
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是对
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前景的偏
见与误读。随着一系列宏观调
控和改革开放举措的有力实施，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更足，韧
性和抗冲击能力会更强。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光
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
综合司负责人说，我国拥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
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
套完整的供给优势、持续深化改
革开放带来的动力优势、较大的
宏观调控政策空间，中国经济发
展仍然具备较多有利条件和支
撑因素。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
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我们有信
心、更有能力实现长期稳定发
展，并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
带来新动力、新机遇。

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大引擎
——国家发展改革委解读当前经济形势

乡村行·看振兴

新华社上海 12 月 6 日电
记者从 12月 6日在上海召开的
长三角林业联席会议上获悉，长
三角正协同推进长江水系生态
廊道建设，通过生态廊道重要节
点打造，到 2025 年初步实现长
三角长江干流生态廊道省级贯
通。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长三角地区
加紧推进生态廊道建设。“十三
五”期间，长三角地区共完成新
造林超过 1500 万亩，完成森林
改造提升近600万亩。

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三
角长江水系生态廊道建设保护
专项规划编制大纲》，提出构建

“一核一带多廊多点”的生态廊
道建设保护空间布局。其中，

“一核”是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为先手棋和突
破口，探索跨省域生态廊道共同
保护建设；“一带”即在长江干流
两岸建设岸绿水清的生态景观

防护带。
根据大纲，到 2035年，长三

角将全面构建起纵横成网、连续
完整、景观优美、结构稳定、功能
完备的长江沿岸主次生态廊道
网络体系，推动生态廊道建设向
整体化、系统化、生态化融合发
展。

针对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
草的治理，长三角林业部门签署
了《沪苏浙皖林业部门共同推动
长三角长江水系生态廊道建设
和互花米草防治合作协议》。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长三角
是互花米草的主要分布区，互花
米草面积占全国 70%以上。近
一年来，长三角统一调查摸清互
花米草底数，互相学习互花米草
防治技术，协同治理长江口、杭
州湾等毗邻区域互花米草，取得
良好成效。预计到 2025年完成
全部互花米草除治任务，除治率
达到90%以上。

长三角共建长江水系生态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