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二

项目

单位成本（含税）
能源成本
职工薪酬
折旧费
水电费
生产用辅助材料
修理费
排污费
办公费
会议费
交通费
差旅费
业务招待费
劳动保护费
保险费
税金
财务费用
其他综合费用
进项税转出成本
其他业务利润冲减成本
超网损标准冲减成本
煤炭平均含税价格
煤炭平均含税价格

（按5千大卡折算）
天然气平均含税价格

单位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吨

元/吨

元/立方米

供热年度成本
（2022.5.1-2023.4.30）

煤炭
和天然气

53.92
33.90
7.26
2.92
1.90
0.39
1.10
0.07
0.09
0.00
0.02
0.01
0.01
0.03
0.01
0.20
3.53
1.31
2.23
-0.10
-0.96

1441.34

1369.91

4.59

其中：
煤炭
40.79
23.80
6.31
2.35
1.68
0.43
1.30
0.11
0.11
0.00
0.02
0.01
0.02
0.03
0.01
0.19
2.37
1.17
2.10
-0.09
-1.13

1441.34

1369.91

其中：
天然气
72.50
48.19
8.60
3.76
2.20
0.32
0.82
0.01
0.07
0.00
0.02
0.00
0.00
0.03
0.01
0.21
5.17
1.52
2.41
-0.11
-0.73

4.59

采暖期成本
（2022.11.16-2023.4.5）

煤炭
和天然气

46.52
33.90
3.03
2.75
1.89
0.39
0.96
0.07
0.04
0.00
0.01
0.00
0.00
0.01
0.00
0.20
1.36
0.51
2.23
-0.04
-0.79

1441.34

1369.91

4.59

其中：
煤炭
34.81
23.80
2.67
2.21
1.68
0.43
1.14
0.11
0.04
0.00
0.01
0.00
0.01
0.01
0.00
0.19
0.92
0.45
2.10
-0.04
-0.92

1441.34

1369.91

其中：
天然气
63.10
48.19
3.54
3.52
2.19
0.32
0.72
0.01
0.03
0.00
0.01
0.00
0.00
0.01
0.00
0.21
2.00
0.59
2.41
-0.04
-0.61

4.59

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三区（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近三年
居民集中供热成本进行公示。其中，最近年度（2023年5月1日-2024
年4月30日）三区居民集中供热总面积4999.14万平方米（使用面积），
总户数88.03万户，居民集中供热单位成本为每平方米使用面积61.84
元。近年来，随着市区清洁能源供热改革不断推进，天然气供热占比逐
渐增加，能源成本的持续上涨导致市区综合供热成本持续增长。本供
热季暂不调整居民集中供热价格。

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三区居民集中供热成本

公示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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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

单位成本（含税）
能源成本
职工薪酬
折旧费
水电费
生产用辅助材料
修理费
排污费
办公费
会议费
交通费
差旅费
业务招待费
劳动保护费
保险费
税金
财务费用
其他综合费用
进项税转出成本
其他业务利润冲减成本
超网损标准冲减成本
煤炭平均含税价格
煤炭平均含税价格

（按5千大卡折算）
天然气平均含税价格

单位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吨

元/吨

元/立方米

供热年度成本
（2023.5.1-2024.4.30）

煤炭
和天然气

61.84
39.66
7.88
3.06
1.82
0.22
1.20
0.03
0.08
0.01
0.01
0.01
0.01
0.04
0.01
0.22
4.53
1.03
2.30
-0.08
-0.20

1074.78

965.89

4.49

其中：
煤炭
35.69
20.55
6.26
1.64
1.23
0.19
0.88
0.00
0.12
0.01
0.01
0.01
0.02
0.04
0.01
0.15
2.25
0.79
2.16
-0.09
-0.54

1074.78

965.89

其中：
天然气
77.19
50.89
8.84
3.92
2.17
0.24
1.38
0.04
0.05
0.00
0.01
0.01
0.00
0.04
0.01
0.26
5.87
1.17
2.38
-0.08
-0.01

4.49

采暖期成本
（2023.11.16-2024.4.5）

煤炭
和天然气

53.43
39.66
3.24
2.89
1.81
0.22
1.05
0.03
0.03
0.00
0.00
0.00
0.00
0.02
0.00
0.22
1.76
0.40
2.30
-0.03
-0.17

1074.78

965.89

4.49

其中：煤炭

30.00
20.55
2.64
1.54
1.22
0.19
0.77
0.00
0.05
0.00
0.00
0.00
0.01
0.01
0.00
0.15
0.87
0.31
2.16
-0.03
-0.44

1074.78

965.89

其中：天然气

67.18
50.89
3.59
3.67
2.16
0.24
1.22
0.04
0.02
0.00
0.00
0.00
0.00
0.02
0.00
0.26
2.28
0.45
2.38
-0.03
-0.01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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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

单位成本（含税）
能源成本
职工薪酬
折旧费
水电费
生产用辅助材料
修理费
排污费
办公费
会议费
交通费
差旅费
业务招待费
劳动保护费
保险费
税金
财务费用
其他综合费用
进项税转出成本
其他业务利润冲减成本
超网损标准冲减成本
煤炭平均含税价格
煤炭平均含税价格

（按5千大卡折算）
天然气平均含税价格

单位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吨

元/吨

元/立方米

供热年度成本
（2021.5.1-2022.4.30）

煤炭
和天然气

50.83
31.35
6.83
3.02
1.88
0.57
1.49
0.03
0.08
0.00
0.01
0.01
0.01
0.07
0.01
0.15
2.86
0.94
2.35
-0.15
-0.68

1494.83

1405.70

4.52

其中：
煤炭
43.41
26.06
6.31
2.61
1.83
0.60
1.47
0.03
0.09
0.00
0.01
0.01
0.01
0.06
0.01
0.14
2.06
0.71
2.33
-0.18
-0.75

1494.83

1405.70

其中：
天然气
76.44
49.63
8.57
4.47
2.09
0.47
1.55
0.03
0.04
0.00
0.01
0.00
0.00
0.10
0.00
0.20
5.61
1.74
2.41
-0.04
-0.44

4.52

采暖期成本
（2021.11.16-2022.4.5）

煤炭
和天然气

43.71
31.35
2.86
2.86
1.88
0.57
0.76
0.03
0.03
0.00
0.00
0.00
0.00
0.03
0.00
0.15
1.10
0.36
2.35
-0.06
-0.56

1494.83

1405.70

4.52

其中：
煤炭
37.30
26.06
2.68
2.46
1.82
0.60
0.75
0.03
0.04
0.00
0.00
0.00
0.00
0.02
0.00
0.14
0.79
0.27
2.33
-0.07
-0.62

1494.83

1405.70

37.30

其中：
天然气
65.82
49.63
3.51
4.18
2.08
0.47
0.79
0.03
0.02
0.00
0.00
0.00
0.00
0.04
0.00
0.20
2.17
0.67
2.41
-0.02
-0.36

4.52

2023-2024年度三区居民集中供热成本监审情况表

2022-2023年度三区居民集中供热成本监审情况表 2021-2022年度三区居民集中供热成本监审情况表

注：1.本公示中的“平方米”均指“使用面积”。
2.三区现行居民集中供热价格为30.4元/平方米。

2024年9月20日 星期五6 国内 责编 任子政 审读 沈寒冰 排版 姜 金

75年，见证一个民族如何彻底甩下“东亚病
夫”的帽子，记录一个国家的卫生健康事业怎样
实现历史性跃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下，我国着力构建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
制度，用相对较少的投入解决了全世界约六分
之一人口的基本看病就医问题。新时代新征
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推
动14亿多人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重要指标齐改善
健康事业实现历史跨越

今年8月底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8.6 岁，相比 1949 年的 35
岁，增长了一倍还多。这样的增速，与世界上一
些高收入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人均预期寿命
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健康事业进步的重要指
标，其大幅增长集中体现了 75年来中国人民健
康水平的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引领卫生健康事业
实现全方位进步、取得历史性成就。

一组组数据，标注着人类历史少有的健康飞
跃。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
10万，生娃如过“鬼门关”；婴儿死亡率高达200‰。

到2023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5.1/10万，
婴儿死亡率降至4.5‰，均呈数量级的下降。数
十年里，从消灭天花，到消除脊髓灰质炎、疟疾，
我国陆续击退多个肆虐千年的重大传染病。居
民主要健康指标已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世界
最大基本医疗保障网覆盖超过13亿人。

织起健康守护网
卫生改革发展不断向前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针对不同时期人民健
康的主要影响因素和人民关切，我国不断推进
卫生改革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完善人民健康
促进政策，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

努力让群众“少得病、不得病”，公共卫生“防
护网”愈发紧密——将疟疾感染病例由新中国成
立之前的3000万减少至如今的零，麻疹、乙脑等
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结核病死
亡率降至发达国家水平……75年来，我国成功控
制或消除了一批威胁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大力推进实施癌症、心血管疾病等重大慢性病早
期筛查和早诊早治项目；成立国家疾病预防控制
局，疾控机构职能从单纯预防控制疾病向全面维
护和促进全人群健康转变……近年来，传染病、
慢性病、职业病、地方病防控更有效有力。

努力让群众“看上病、看好病”，医疗“服务网”
愈发完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每千人口医

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仅有 0.27 张、每千人口执业
（助理）医师数仅有 0.67人，到 2023年已经增长
至 7.23 张和 3.40 人，分别是此前的约 26 倍和 5
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努力让群众“看得起病”，医疗“保障网”愈
发广覆盖——从无到有，一张惠及约13.34亿人
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全面建立，通过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制度，最大程度让群
众告别“小病拖、大病扛”。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
政补助标准由2012年的240元提高到2024年的
670 元，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比由 2012 年的
34.34％下降至2023年的27.3％，374种国家集中
带量采购药品平均降价超过50％……

创新步履不停
健康中国迈向更高水平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基层为重点、预防
为主、中西医并重，坚持全民参与、共建共享。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开启了健康中国
建设新征程。

——这是医学科技创新步履不停的75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实现了首次分

离沙眼衣原体、进行世界第一例断肢再植手
术、成功研制抗疟新药青蒿素。

近年来，我国推进重大新药创制和传染病

防治重大科技专项，取得手足口病疫苗、小分子
靶向新药等一批创新成果，CT、ECMO（体外膜
肺氧合）、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开始实现国产
化，一批国家医学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
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快速缩小。

——这是持续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的75年。
已有3000多项中医药标准，基本建立中医药

标准体系框架；各地普遍设立中医院校，建立系统
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如今，优质高效的中
医药服务体系基本建成。2023 年，各地已设置
中医馆4万余个，基本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全覆盖。

——这是不断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75年。
从5.4亿到14亿多，我国人口总量增长的同

时，人口素质显著提升，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面对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
新形势，我国逐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老
龄政策法规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
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如今，在全国城乡社区获
得健康管理服务的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超过一
亿，婴幼儿托位数达到 477万个，政策持续保障

“一老一小”权益。
站在新起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2035 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
必将如期实现，为 14亿多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
祉，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坚实的健康之基。

新华社记者（据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用心守护亿万人民健康福祉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综述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防止照抄照搬、
上下一般粗

当前，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

“找准自身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
方面，制定切合实际的具体改革举措，防止
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结合实际、因地制
宜、主动作为。

防止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就是要
开动创新的脑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
一项全新的事业，把蓝图变为现实势必遭
遇各种矛盾，面临许多不确定难预料的因
素。只有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同本地区本
部门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打破思维定式、
摆脱路径依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
给出最优解，交出一份合格的改革答卷。

防止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就是要
挺起担当的身板。改革的担子越重越需
要埋头苦干实干，发展的任务越复杂越需
要分清轻重缓急。要扑下身子、沉到一
线，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调查研究中
打开眼界、在攻坚克难中锤炼本领、在顽
强斗争中开辟新局。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
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只要我们肯
动脑筋、善于学习，真抓实干、务求实效，
锐意改革、拼搏进取，一定可以把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新华社记者 萧海川
（新华社济南9月19日电）

开放之城：奋楫扬帆立潮头

（上接第一版）
开放为世界全面了解中国推开了一扇门，

从此，青岛企业也走进积极参与全球合作的“春
天里”。

1988 年，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实行计划单
列，自此拥有进出口经营权。40多年来，青岛外
贸从“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步，一路向着产业
链更长、附加值较高的一般贸易迈进，到 2023
年末，青岛一般贸易额占同期外贸进出口比重
达 64.9%。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从以农副、
轻纺产品为主的初级、低附加值产品逐步向机
电产品、高技术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由

“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型，到 2023 年末，
青岛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达到 48.5%。出口升级
带动青岛及周边腹地工业快速崛起，资源、能源
类商品进口规模不断扩大，青岛已成为我国北
方主要的进口大宗商品集散地。青岛的货物贸
易进口值由1988年的0.6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

576亿美元。
目前，青岛市有进出口实绩外贸企业2.5万

家，贸易伙伴扩大到23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8
年青岛市进出口总值仅为2.8亿美元，2023年达
到 1246.4 亿美元，比 1988 年增长 445 倍。在全
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青岛进出口值位居第五
位。开放，让这座滨海城市的生机与活力更加
充盈。

当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青岛外向型经济
持续发力，有着“全球化”期待的本土企业加快

“走出去”。
青岛对外投资从零起步，直至 1974年青岛

市纺织组代表中国与赞比亚签订建厂洽谈纪
要，才迈出企业“走出去”第一步。1979年起，青
岛建筑企业开始尝试提供初级对外承包劳务服
务，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全市对外承包工程
和劳务合作项目每年营业额只有 1000 万美
元。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是重要转机，中国
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愈发紧密，青岛企业对外投
资步伐也明显加快。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核准
或备案对外投资项目2014个，中方协议投资额

414.82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15个国家和地区。
打破“计划”拥抱“市场”，开放让曾经刻板

的体制机制灵活起来，一个个微观个体成为活
跃因子，当中国经济有了更加显著的世界性，一
批全球化企业乘势崛起，实现品牌“出海”，更彰
显开放之城的底气与实力。

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走向海外的“第一
单”，也是“青岛制造”叫响全球的“金字招牌”。
海尔、海信、青啤等一批知名企业从青岛走向世
界，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成为中国品牌推
进全球化战略的领航者。如今，青岛国际“朋友
圈”遍布全球超过230个国家和地区，“引进来”
与“走出去”并行，青岛对外贸易投资交流互促
共进，城市开放发展的脉络更加清晰。

融入全球发展

当前，中国对外开放已从量的积累向质的
飞跃过渡，尤其是世界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开放
正向着更高层级迈进。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优化区域开放功
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快形成

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
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再一次向
世界发出开放强音。

青岛承南启北、贯通东西、连接陆海，是面
向东北亚、联通日韩和太平洋的重要门户枢纽，
海陆空铁“四港联动”，区位优势明显、作用突
出。当前，青岛正主动融入全国开放大局，利用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全面提升高水平开
放的层次和能级。

实际行动表明了青岛将开放进行到底的坚
定决心。

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上合示范区累计推
出100项制度创新案例，青岛自贸片区形成326
项制度创新举措。新征程上，青岛正深入实施
上合示范区扩能行动和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积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塑造
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聚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已成功举办五
届的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是跨国公司以
最高效的方式读懂当下中国开放发展新理念、

新格局的高层次对话平台，也是青岛撬动全球
资源、接入全球网络的重要支点。当前，青岛正
通过持续放大峰会效应、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更多高质量项目落地。

“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有非常大的发展，成
为世界工厂、世界的研发中心以及创新中心。
我们会进一步探讨跟中国企业合作，尤其是在
新的经济领域，发挥‘破冰者’企业家精神。”
2023年，小杰克·佩里第一次来到青岛，就被这
里丰富的产业合作机遇所吸引。他说，“青岛作
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需要更加丰富的国际化
交流渠道和更多城市合伙人的助力，我本人和
48家集团俱乐部非常愿意成为青岛的城市合伙
人，也期待与青岛的海尔、海信、青啤等全球化
企业成为合伙人。”

这是一个再出发的时刻。经历着开放的辉
煌，需要用更高水平的开放去创造更加美好的
未来。

今天，这座开放之城再一次坚定信念，在更
加主动、更深层次地参与全球化中作答求解，不
断探索新发展、书写新奇迹。

中马青年共话合作交流故事

总书记的改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