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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提倡节俭、反对浪费，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树立文
明新风尚，国家发展改革委
10日公布《关于防止和减少
餐饮浪费的公告（征求意见
稿）》。

公告从八个方面提出
一系列举措推进反餐饮浪
费工作落实落细，包括严格

明码标价、推行明白标量、
减少宴会餐饮浪费、完善用
餐评价体系、加强行业自
律、倡导节俭风尚、持续宣
传引导、加强督促指导等。

公告提出，餐饮企业应
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向
消费者明示所提供餐饮及
服务价格。提供宴会套餐
的，应标明套餐内各菜品价
格，有折扣的应标明折扣。
禁止餐饮企业设置最低消

费。推动餐饮企业标示菜
品主要食材分量或数量，套
餐标示建议用餐人数，限额
以上餐饮企业应率先实行。

公告明确，要减少宴会
餐饮浪费。承办宴会的餐
饮企业应严格遵守反食品
浪费要求，适量合理搭配宴
会菜单，并明白标量。承办
宴会的餐饮企业与消费者
签订宴会服务合同时，应单
列反餐饮浪费条款。

根据公告，有关部门对
宴会套餐特别是酒店宴会
套餐、单桌 1500元以上（不
含酒水）宴会套餐实行重点
监管，适时抽查宴会套餐及
套餐菜品是否明码标价、是
否明白标量、是否质价相
符、是否存在明显浪费情
况，抽查餐饮企业是否违规
设置最低消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营养所研究员杨月欣

说，公告将宴会餐饮浪费
作为监管重点，规定餐饮
企业履行相应义务，允许
消费者根据偏好和食量从
各类菜单中自主选择宴会
菜品、调减宴会套餐菜品
并减免相应费用等一系列
举措针对性强、力度大，有
利于从源头解决宴会餐饮
浪费问题。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
反餐饮浪费工作，出台标准

规范，开展“光盘行动”，加
强监督执法，取得一定成
效，但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
在。业内人士指出，《关于
防止和减少餐饮浪费的公
告（征求意见稿）》再度强调
防止和减少“舌尖上的浪
费”，特别是对宴会餐饮浪
费现象“抓了七寸”“动了真
格”，也再次发出提醒，切不
可让奢靡浪费之风重回我
们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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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物价
保持平稳运行。国家统
计局 11 日发布数据，一季
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平均比上年同期
上涨 1.3%，全国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比
上年同期下降 1.6%，继续
成为全球物价的重要“稳
定器”。

稳物价是做好今年经
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定在
3%左右。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
度，CPI持续运行在合理区
间，月度涨幅均低于 3%左
右的预期目标。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
席统计师董莉娟表示，1月
份，受春节效应和疫情防控
政策优化调整等因素影响，
CPI同比上涨 2.1%，涨幅比
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2
月份，受节后消费需求回
落、市场供应充足等因素影
响，CPI同比涨幅比上月回
落 1.1个百分点；3月份，生
产生活持续恢复，消费市场
供应充足，CPI 同比上涨
0.7%，涨幅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
在我国 CPI“篮子”商

品中，食品占比较高。今
年以来，食品价格涨幅持
续回落，从 1月份的同比上
涨 6.2%转为 3 月份的上涨
2.4%。

从环比来看，食品价格
环比由 1 月份的上涨 2.8%
转为 3 月份的下降 1.4%。
董莉娟分析，3 月份，受存
栏量较为充裕及消费需求
回落影响，猪肉价格环比下
降 4.2%；鲜菜价格环比下
降 7.2%，降幅比上月扩大
2.8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涨幅有所

回落。3月份，非食品价格
同比上涨 0.3%，涨幅比上
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非
食品中，服务价格同比上
涨 0.8%，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工业消费品
价格由上月上涨 0.5%转为
下降0.8%。

物价关系经济运行，影
响百姓生活。专家表示，随
着国内需求逐步改善，对相
关价格的支撑作用将有所
增强，加之国际输入性因素
影响犹存，稳物价存在一定
压力，但从全年走势来看，
保持物价平稳运行仍具有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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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
斯 10 日表示，今年全球经
济整体疲软，但中国将是
例外，预计 2023 年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超
过5%。

马尔帕斯当天在 IMF
和世界银行 2023年春季会

议一场媒体电话会上表
示，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
策有助于改善中国乃至全
球经济增长前景。他表
示，中国民间投资强劲，货
币政策具有逆周期调节空
间，且政府一直在鼓励服
务业尤其是医疗保健和旅
游业的增长。

3月底，世行发布东亚

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形势报
告，将 2023 年中国经济增
速上调至 5.1%，大幅高于
该行1月份预测的4.3%。

马尔帕斯表示，中国以
外的发展中国家今年经济
增速预计从 2022年的 4.1%
放缓至 3.1%左右，且许多
发展中国家未来数年仍将
维持低增长，加剧财政压力

和债务挑战。
他表示，世行预计今年

全球经济增速将从 2022年
的 3.1%降至 2%，预计美国
经济增速从 2022年的 2.1%
放缓至1.2%。

马尔帕斯指出，油价上
涨、欧美银行业动荡和通货
膨胀等仍将对下半年全球
经济增长造成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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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1 日从工信部
了解到，近年来，我国算力
产业年增长率近 30%，算
力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
至去年底，我国算力总规
模达到 180EFLOPS（每秒
18000京次浮点运算），存
力总规模超过 1000EB，国
家枢纽节点间的网络单向

时延降低到 20毫秒以内，
算力核心产业规模达到
1.8万亿元。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近年来，我国算力
基础设施发展成效显著，
梯次优化的算力供给体
系初步构建，算力基础设
施 的 综 合 能 力 显 著 提
升。当前，产业正朝智能
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
靠方向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防止和减少餐饮浪费征求意见

重点监管单桌1500元以上宴会套餐

年增长率近30%

我国算力总规模全球第二

世行行长：

预计今年中国GDP增速超5%

一季度国内物价保持平稳运行
专家表示，从全年走势来看，保持物价平稳运行仍具有坚实基础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4月 11日，记者从福建
省直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
按照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
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优化租房购房提取
政策和进一步支持多子女
家庭购房贷款的通知》，4
月 17 日开始，省直住房公
积金租房购房业务推行 5
项新政策。

5 项新政策具体内容
为：一是优化租房提取频次
和条件，将租房提取频次由
每半年一次调整为每月一
次，优化后职工家庭每月可
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房
租。此外，租房提取条件不
再与购房提取记录挂钩，职
工申请过购房提取但在缴
存地无房的，可以申请租房
提取。

二是提高租房提取额

度，将租住商品房的无房职
工每人每月最高租房提取
额度由原六城区 1200元提
高至 1500 元；多子女（生
育、抚养两个以上未成年子
女）家庭每人每月提高至
1800元，着力支持无房的新
市民、青年人和多子女家庭
租房需求。

三是租房购房提取金
额参与贷款额度测算，职工
家庭累计租房提取的金额

（限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买本套房已提取的
金额可计入当前账户余
额，参与住房公积金贷款
额度测算。为此，职工可
安心申请租房提取，不必
担心购房贷款额度受影
响，并可以在第一时间申请
购房提取，无需等到贷款审
批放款后，免除职工购房贷
款的后顾之忧。

四是优化购房提取有

效证明材料，职工购买商品
房、再交易住房申请提取公
积金的，可从最迟取得购房
有效证明材料之日起一年
内申请提取，不再要求职工
应在不动产登记证明或不
动产权证登记起一年内提
取，解决部分职工因发票开
具迟延等原因，无法申请购
房提取的问题。

五是支持多子女家庭
购房贷款，多子女家庭购买

首套房申请公积金贷款，额
度测算时另加 20 万元，且
最高贷款额度为双职工100
万元、单职工 70 万元。考
虑到此类家庭通常有置换
住房的改善性合理购房需
求，可能使用过公积金贷
款，因此将政策由原来“首
次申请”改为“购买首套
房”，额度测算时由另加 10
万元提高至 20 万元，最高
贷款额度保持不变。

多子女家庭购房 提高贷款额度
福州优化租房购房提取公积金政策，4月17日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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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
日，位于航天科技集团六

院 165所铜川试验区的亚
洲最大推力液体火箭发
动机试车台完成全系统
调试，考台试车方案通过
评审。

我国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

试车台全系统调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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