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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记者 任军 吴雨） 中国人民
银行25日开展9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中标利率
2.00%，较上月持平。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显示，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
充裕，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展9000亿元MLF操作，期限1年，
最高投标利率 2.30%，最低投标利率 1.90%，中标利率 2.00%。
操作后，中期借贷便利余额为62390亿元。

“淡化政策利率色彩后，MLF操作利率‘随行就市’，会跟
进市场利率同步波动。近期政策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等保持稳定，因此本月MLF操作利率保持不变。”东方
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由于当月有14500亿元MLF操作到期，本次MLF操作为
缩量续做。专家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已在10月开展5000亿元
买断式逆回购操作，相当于提前释放一定规模的中期流动性，
目前市场中长期流动性保持相对充裕。

中国人民银行开展
9000亿元MLF操作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粮食
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方案明确的总体目标是：牢固树立增产
必须节约、节约就是增产的意识，坚持久久
为功、常抓不懈、紧盯不放，聚焦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切实降低粮食和食品损耗浪费。

到 2027 年年底，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
更加健全，粮食损失和食品浪费统计调查制
度、标准规范和指标体系不断完善，粮食生
产、储存、运输、加工损失率控制在国际平均
水平以下，餐饮行业、机关食堂、学校食堂、
企业食堂等人均每餐食品浪费量明显下降，
餐饮浪费得到有效遏制。通过持续努力和
全民参与，推动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在全社

会蔚然成风。
方案在以下方面作出部署，一是粮食节

约减损行动，要求强化粮食机收减损，减少
粮食储存损失损耗，加强粮食运输减损，减
少粮食加工损失。二是全民节粮意识提升
行动，要求减少家庭和个人食品浪费，加强
引导规范，强化青少年教育和勤俭节约家风
建设。三是餐饮行业反浪费行动，要求深化

“光盘行动”，强化违法惩治，促进行业自
律。四是单位食堂反浪费行动，要求机关食
堂反浪费，学校食堂反浪费，企业食堂反浪
费。五是加强损失浪费统计调查，要求建立
健全统计调查制度，分领域开展专项统计调
查。六是保障措施，要求强化组织实施，加
大宣传力度，加强国际合作。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

■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国家税务总局 24 日对外发布公告
称，自今年 12 月 1 日起，在全国正式推
广应用数电发票。数电发票都有哪些
优点？数电发票的全面推广又将带来
哪些变化呢？

领票流程更简化——
数电发票实现“去介质”，纳税人不

再需要预先领取专用税控设备；通过
“赋码制”取消特定发票号段申领，发票
信息生成后，系统自动分配唯一的发票
号码；通过“赋额制”自动为纳税人赋予
发票总额度。

这样一来，符合条件的新办纳税人
基本实现“开业即可开票”。

开票用票更便捷——
纳税人登录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

局，使用其集成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上
的“发票业务”功能，即可进行发票开
具、交付、查验以及用途勾选等系列操
作，享受“一站式”服务，不再需要登录
多个平台才能完成相关操作。纳税人
如果在开票、受票的过程中遇到问题，
可使用“征纳互动”功能，享受智能咨询
和答疑服务；如果对赋予的发票总额度
有异议，也可以通过“征纳互动”向税务
机关提出。

此外，数电发票取消了特定版式，
增加了XML的数据电文格式便利交付，

同时保留 PDF、OFD 等格式，降低发票
使用成本，提升纳税人用票的便利度。

入账归档一体化——
通过制发电子发票数据规范、出台

电子发票国家标准，将实现数电发票全
流程数字化流转。同时，通过税务数字
账户下载的数电发票含有数字签名，无
需加盖发票专用章即可入账归档。

不少纳税人关心，数电发票总额度
如何调整？

记者了解到，发票总额度的动态确
定一共有四种方式。

——月初赋额调整。即信息系统每
月初自动对纳税人的发票总额度进行
调整。

——赋额临时调整。即纳税信用良
好的纳税人当月开具发票金额首次达
到当月发票总额度的一定比例时，信息
系统自动为其临时调增一次当月发票
总额度。

——赋额定期调整。即信息系统自
动对纳税人当月发票总额度进行调整。

——人工赋额调整。即纳税人因实
际经营情况发生变化申请调整发票总
额度，主管税务机关确认未发现异常
的，为纳税人调整发票总额度。

如何查询、下载、导出已开具或接
受的数电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可以

登录自有的税务数字账户，选择票据类
别、发票来源、票种、发票号码等条件，
查询、下载、打印、导出发票相关信息。
自然人可以登录本人的个人所得税 App
个人票夹查看、下载、导出、拒收从电子

发票服务平台取得、申请代开的数电发
票，并可使用扫码开票、发票抬头信息
维护、红字发票提醒等功能。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数电发票全面推广将带来哪些变化？

新华社南京11月25日电（记者 秦华江 魏弘毅） 25日
16 时，按照江苏省水利厅调度指令，江苏全面启动南水北调
2024至2025年度调水，将向山东供水11.25亿立方米，开启南
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第12个年度的调水工作。

按照水利部下达的本年度水量调度计划，江苏调水运行时
段为2024年11月至2025年5月。参与调度运行的水利工程除
泵站工程外，还需启用该省沿线起调节控制作用的节制闸等
900余座，以及保障调水水质的徐州、宿迁、淮安、扬州等境内
410多公里长的尾水导流工程。

为确保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保障国家跨流域调
水战略目标实现，江苏省水利厅兼顾省内外用水需求，统筹制
定向省外供水调度方案。调水期间，水利、生态环境、交通运
输、农业农村、电力等部门及沿线地方政府将全力做好水量调
度、水质监测保障、运输船舶管控、水产养殖管理、电力供应保
障、沿线用水管理等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调水出省任务。

水利部相关水量调度计划显示，东线一期工程 2024 至
2025年度计划向山东省调水11.25亿立方米，向江苏省、安徽
省分别净增供水5.27亿立方米、0.46亿立方米。

据介绍，东线一期工程自2013年11月15日通水以来，已
顺利完成11个年度调水任务，累计向山东省供水约71.4亿立
方米，有效改善了受水区的供水条件，特别是缓解了山东半岛
和鲁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困境，为受水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2024
至 2025年度调水工作启动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记者 王
雨萧） 国家税务总局24日对外发布公告
称，自2024年12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推
广应用数电发票。

数电发票是将发票的票面要素全面
数字化、号码全国统一赋予、开票额度智
能授予、信息通过税务数字账户等方式
在征纳主体之间自动流转的新型发票。
数电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数电发票为单一联次，以数字化形

态存在，类别包括电子发票（增值税专用
发票）、电子发票（普通发票）、电子发票
（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电子发票
（铁路电子客票）、电子发票（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电子发票（二手车销售统一
发票）等。数电发票可以根据特定业务
标签生成建筑服务、成品油、报废产品收
购等特定业务发票。

根据公告，税务机关建设全国统一
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的数电
发票开票、用票服务。对按照规定不使

用网络办税、不具备网络条件或者存在
重大涉税风险的，可以暂不提供服务，具
体情形由省级税务机关确定。税务机关
根据纳税人的税收风险程度、纳税信用
级别、实际经营情况等因素，通过电子发
票服务平台授予发票总额度，并实行动
态调整。

公告明确，已开具的数电发票通过
电子发票服务平台自动交付。开票方也
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二维码、下载打印等
方式交付数电发票。受票方取得数电发

票后，如需用于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额、成品油消费税或申请出口退税、代办
退税、勾选成品油库存的，应当通过税务
数字账户确认用途。

此外，单位和个人可以登录自有的
税务数字账户、个人所得税 App，免费查
询、下载、打印、导出已开具或接受的数
电发票；可以通过税务数字账户，对数电
发票入账与否打上标识；可以通过电子
发票服务平台或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
台，免费查验数电发票信息。

我国将在全国推广应用数电发票

数电发票优点多 ■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新华社酒泉11月25日电（李国利 李欣媛）11月25日7
时39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将四维高景二号03、04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47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
四维高景二号03、04星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记者 周圆 王聿昊） 记者25
日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10月份，我国民航运输规模呈现稳步
增长态势，其中国内、国际市场均实现良好增长。民航运输总
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分别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7.8%、12.5%、21.4%。

10月份，我国民航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31.8亿吨公里，环
比增长4.1%，同比增长19.7%。客运方面，我国航空公司完成
旅客运输量 6409.2 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
580.3万人次，同比增长76.1%，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96%。货
运方面，完成货邮运输量80.9万吨，同比增长19.9%，其中国际
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33万吨，较2019年同期大幅增长52%。

今年前10个月，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
邮运输量三大指标较2019年同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全行业
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238.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26.5%，较2019
年同期增长 14.9%；完成旅客运输量 6.2 亿人次，同比增长
18.6%，较2019年同期增长11.3%；完成货邮运输量729.8万吨，
同比增长23.9%，较2019年同期增长19.3%，其中国际航线完成
293.2万吨，较2019年同期大幅增长48.5%。

10月份我国民航运输市场
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11月25日，在山东省枣庄市，市民撑伞在道路上行走。
当日，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寒潮和暴雪预警。寒潮足迹

走过我国北方多地，带来明显大风、降温、雨雪天气。预计未来
三天，寒潮将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

■ 新华社发 孙中喆 摄

11月25日，身着传统服饰的观众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内参观。
当日，随着第二届“良渚论坛”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位于杭州余杭良渚文化核心区的“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典藏馆也正式开放，并举办“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宋画大展”。 ■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