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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国家税务总局丽水市莲都区税务局（发票代开 106）遗失增值税专
用发票（中文六联无金额限制版）发票 32份，发票代码 3300164160，发
票号码 01748169—01748200；遗失 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五联无金
额限制版）发票 104 份，发票代码 3300162350，发票号码 03165102—
03165205，声明作废。

26 日，一年一度的中央部门预
算公开拉开大幕，向社会公众“晒”
出新一年的“花钱”安排。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
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做
好预算公开工作意义重大。“财政部
依法依规认真做好 2025 年中央预
算公开工作，并指导中央部门按规
定做好中央部门预算公开。”财政部
有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中央政府预算方面，
2025年公开的内容涵盖中央四本预
算情况、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分地
区预算情况和有关说明。“2025年公
开分地区情况表的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项目增加至 48 个。”这位负责
人说。

中央部门预算方面，2025 年公
开的内容涵盖部门总体收支预算情

况、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以及重
点事项说明等。

记者翻阅各中央部门预算“账
本”发现，今年各部门均公开了部门
收支总表、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等 9
张报表，全面、真实反映部门收支总
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预算“晒”得更细，也更加可
读。在公开上述预算报表的同时，
各部门还对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机
关运行经费安排、“三公”经费、政府
采购、国有资产占用、预算绩效管
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项目等情
况予以说明，并对专业性较强的名
词进行解释。

此外，为使公众找得到、看得
懂、能监督，各部门的部门预算除在
本部门网站公开外，继续在财政部
门户网站设立的“中央预决算公开

平台”集中公开，方便人民群众监督
政府财政工作。

花钱必问效。绩效目标公开是
预算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提
高预算公开易读性、强化公众监督
的有力举措。

“2017年，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
首次向社会公开项目绩效目标，此
后，逐步加大公开力度，绩效目标公
开数量从2017年的10个逐步增加到
2024年的796个。”这位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各中央部门
原则上应将一般公共预算一级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按照不低于项
目数量60%的比例向社会公开。

“下一步，财政部将持续推进绩
效目标向社会公开，促进绩效目标
质量进一步提升。”这位负责人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预算公开是
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是提升
预算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健
全现代预算制度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财政部持续推动我国
预算公开取得新进展：不断加强顶
层设计，完善预算公开制度框架；持
续加大工作力度，推进预算公开有
序开展；持续优化统计考核机制，强
化预算公开指导督促。

“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政
府预算公开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预算
公开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预算数
据已基本实现‘应公开尽公开’，财
政透明度明显提升，为建立现代预算
制度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位负责人
说。

新华社记者 申铖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账本”晒得明“花钱”须问效
——解读2025年中央预算公开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记者
樊曦 李叶千）3月 26日，在汕头湾
海底68米深处，伴随着直径14.57米
的“永平号”盾构机刀盘破岩而出，
世界首条时速350公里单洞双线高
铁隧道——汕头湾海底隧道成功贯
通，标志着连接汕头与汕尾的“黄金
通道”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国内
外海底隧道建设多项纪录。

汕汕高铁由中国铁路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连接广东
省汕头市与汕尾市，是国家“八纵
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中，由中铁十四局承建的
全线控制性工程汕头湾海底隧道
全长 9781米，最深处距离海面 98.5

米，地质构造及水文地质条件复
杂，设计与建设难度堪称“工程教
科书”，被誉为目前在建难度最高
的隧道之一。

“隧道不仅要在 8度的高烈度
地震区穿越 17 条断层破碎带，其
中包括 8条活动断层，还要承受海
底近 1 兆帕的超高水压及强腐蚀
性海水的多重压力。”中国铁设汕
头湾海底隧道专业负责人霍飞告
诉记者。

如何破解“高烈度地震+密集
活动断层+海域超高水压+高腐蚀
海水+极复杂地层”等多重难题？

“为应对复杂地质情况，隧道
采用陆域矿山法、海域矿山法、盾

构掘进法、盾构空推法、明挖敞开
法、明挖暗埋法等 6种工法组织施
工。”中铁十四局汕汕高铁项目总
工程师安夫顺说，施工期间，隧道
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深化合作，
联合国内顶尖院士科研团队开展
重大科研立项攻关，现场论证把
关，合力攻克建设难题，加快推进
隧道建设进度。

一系列创新技术不仅让汕头
湾海底隧道成为“抗压抗震抗腐蚀
三料冠军”，还创造了多项深海隧
道建设纪录：世界首条时速 350公
里单洞双线高速铁路海底隧道，世
界已贯通最大开挖直径铁路海底
隧道，国内穿越活动断层最多的铁

路海底隧道，国内开通水压最大的
海底隧道。

“汕头湾海底隧道的顺利贯
通，为汕汕高铁全线如期开通运营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国内外类似
工程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借鉴。”
中国铁设汕汕高铁项目总工程师
李为说。

未来，汕汕高铁全线建成通车
后，将与广汕高铁、漳汕高铁、福厦
漳高铁、温福高铁、甬台温高铁共
同构成国家东南沿海高铁通道，途
经广东、福建、浙江三省 15 个城
市，打通粤港澳大湾区经粤东、海
西经济区直达长三角的通道，助力
国家东部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

世界首条时速350公里单洞双线高铁海底隧道成功贯通

位于汕头湾北端的汕汕高铁汕头湾海底隧道施工现场位于汕头湾北端的汕汕高铁汕头湾海底隧道施工现场（（33月月2525日摄日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刘大伟 摄摄

新华社北京 3月 26日电（记
者 姜琳）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 26日消息，我国将实施

“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从 2025
年起到 2027年底，面向有就业和培
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
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和企
业职工，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据介绍，行动主要围绕康养托
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
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
求，推行“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
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

化培训模式，推动培训和就业协同
联动。

在支持政策方面，两部门要求
统筹用好各类培训资金，差异化给
予培训补贴。统筹就业补助资金、
失业保险基金以及其他渠道资金
资源，支持开展重点群体职业技能
培训，按规定落实补贴政策。

职业技能培训是劳动者提技
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加强技能人
才培养、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
键所在。近年来，我国职业技能培
训工作蓬勃发展，每年有 1000 多
万劳动者得到补贴支持。

我国将连续三年开展
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
护的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支撑。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
司司长蒋火华 26 日表示，要加快
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健
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努力
实现“美丽中国哪儿美，监测数据
告诉您”。

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蒋火华说，健全天空
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是现代化监
测体系建设最基础、最首要的一项
任务。2024年以来，生态环境部前
瞻性谋划“十五五”国家环境空气、
地表水、地下水、海洋等监测网络
布局，将以更加科学、高效、一体化
的网络，更好支撑美丽中国建设。

一是更加全面反映生态环境质
量。空气方面，在新的城市建成区
增设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地表水方
面，在三江源等源头区增设地表水
监测断面，拍好从源头到入海口的
大江大河“全身照”。从“十五五”开
始，要按照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

“三水统筹”的要求，在现有水环境
理化指标监测的基础上，全面部署
水生生物指标等的监测评价，更综
合反映水环境、水生态状况。

二是更加有力支撑精准科学治
污。科学区分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
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把注意力
聚焦到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上
来。“十五五”期间，对一些受自然本
底因素影响大、周边人类活动少的
监测点位，将进行优化调整。

三是更加聚焦群众身边的环
境问题。在做好大江大河水质监
测的同时，更加注重向群众身边的
中小水体延伸，“十五五”期间将新
增 170 余条群众身边的支流小河
监测，让公众对监测数据更加可感

可及。地下水方面，将围绕“一区
两场”即化工园区、垃圾填埋场和
危险废物处置场强化监测。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AI技
术、卫星遥感等一系列科技手段将
在生态环境监测中发挥更大作用。

蒋火华说，目前，DeepSeek 已
经在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和不少地方生态环境监测部门
得到初步应用。生态环境部等部
门近期印发的相关文件提出，围绕
环境监测等领域研发一批环保机
器人、远程运维装备，加快虚拟现
实、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推广应
用。他表示，生态环境部将积极推
进新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中的应
用，以更加智慧的监测守护好祖国
的绿水青山。

卫星遥感监测是现代化监测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天眼”。蒋火华说，卫
星遥感在大尺度、远距离、非接触
的生态环境监测等方面，具有独特
显著优势。近年来特别是“十四
五”以来，生态环境部卫星遥感监
测能力显著提升，目前已拥有环境
和大气两个系列共 7颗在轨卫星，
初步构建起多星联动的短周期、高
覆盖、高分辨率的生态环境卫星遥
感监测体系。

他说，以卫星、无人机等为代
表的遥感手段，将在生态环境保护
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下一
步，生态环境部将全面提升卫星遥
感监测能力，进一步发挥好遥感技
术的独特优势，积极探索与人工智
能大模型的联动应用，让卫星遥感
的“天眼”越来越清晰，视野越来越
宏大，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新华社记者 高敬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美丽中国哪儿美
监测数据告诉您

——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