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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2日发布的《国务院关
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的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9月底，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专项资金审计方面已整改问题涉
及资金40.39亿元，完善制度248
项，处理处分1200人。
　　2023年度审计揭示的农村学
生营养餐问题，既体现了审计工
作“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
责”的原则，也彰显了中央对这一
民生关切事的高度重视。
　　让每一分钱伙食费都吃进学
生嘴中，是确保校园食品安全的
基本保障。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多
地通报的发放霉变蛋糕、提供变
质肉给学生食用等校园食品安全
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也说
明，有的地方校园餐主体责任缺
位、监管失职等问题仍然存在。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应
“严”字当头。在审计利器发挥作
用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惩处力度，

严惩在校园餐里“捞油水”等违纪
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
价，才能保障在校师生“舌尖上的
安全”。
　　“严”字当头，还需织密制度
之网。教育部近日印发了《中小学
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
作指引》，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
节，细化操作流程和规范标准，进
一步提升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
费管理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水
平。未来，各地还应针对暴露出的
问题，不断探索完善校园食堂管
理的措施办法。
　　千招万招，不落实就是空招。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落实是
关键。在实现校长老师、食堂经营
管理人员、家长代表、学生“四方
同餐”的基础上，要建立供校食材
质量控制体系和管理平台、探索
AI技术推动学校食堂优化升级
“互联网+明厨亮灶”监管平台，让
校园餐真正成为放心餐、满意餐。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严”字当头！

校园餐里岂能“捞油水”

■新华时评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记者 樊
曦）记者22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2025年1月5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
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车票于2024年12
月22日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
图定旅客列车13028列，较现图增加230列；
开行货物列车22859列，较现图增加91列，铁
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进
一步提升。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调图是国铁企业充分运用铁路新增线
路、车站和装备等运输资源，对全国铁路列
车运行方案进行的一次优化调整。新图的
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路网整体效能、优
化客货运输产品供给，使铁路高质量发展
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
　　铁路部门将充分运用沪苏湖、杭温、宣绩
高铁等新线运能，优化东南部地区列车开行
结构，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

其中，在上海至郑州、武汉、福州等省会城市
间增开动车组列车38列，在上海至广州、南
昌、深圳等城市间开行停站少、旅时短的大站
快车24列，京沪高铁北京南至南京南间增开
时速350公里标杆列车2列、徐州东至南京南
间增开动车组列车4列，加强长三角地区与中
西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联系。
  上图：近日，沪苏湖高铁试运行列车
G55505次行驶在浙江湖州境内。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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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记
者 赵文君）记者23日从市场监管
总局获悉，根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统计数
据，截至2024年11月30日，我国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总量超过457万
家，与2023年底相比增长17.99%。
　　从产业分类来看，我国数字技
术应用业企业数量216.69万家、数字
要素驱动业企业数量196.25万家、数
字产品服务业企业数量23.63万家、
数字产品制造业企业数量20.82万
家，与2023年底相比分别增长17.6%、
19.64%、16.7%、8.92%。

　　从区域分布来看，广东、浙江、
山东三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数
量位于全国前三，分别为75.35万家、
44.04万家、40.03万家，占全国总量比
重分别为16.47%、9 .62%、8 .75%，与
202 3年底相比分别增长16 . 6 8%、
21.31%、14.69%。
　　据介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
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
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
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
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包括数字产
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
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等大类。

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企业总量突破450万家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2日电 
（记者 颜亮）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22日在亚利桑那州举行的一场保守
派大会上表示，他倾向于允许短视
频社交媒体平台TikTok在美国继
续运营一段时间。
　　特朗普说，“我们在这个平台收
到了良好反馈，浏览量有数十亿”“也
许我们应该让它再存在一段时间”。
　　今年4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签

署 一 项 国 会 通 过 的 法 案 ，要 求
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在270天内
将TikTok出售给非中国企业，否则
这款应用程序将在美国被禁用。本
月16日，TikTok紧急要求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临时冻结美政府针对该平
台的强迫出售令。18日，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表示，将快速审理这一强迫
出售令是否违宪一案，最高法院定
于明年1月10日就此案举行辩论。

特朗普表示倾向允许TikTok

在美继续运营一段时间

　　新华社伦敦12月23日电 （记
者 张亚东）英国国家统计局23日
公布统计数据显示，英国经济今年
第三季度的环比增速从此前预估的
0.1%下调至零。
　　服务业是英国经济的主要支
柱。统计显示，第三季度英国服务业
环比增幅从此前预估的0.1%下调至
零。此外，工业和建筑业环比增速均
略有下调。
　　英国工党今年7月上台，第三季
度经济增速被视为其执政首季“成

绩单”，此次下调令工党政府面临压
力。今年前两季度英国经济均维持
环比增长。
　　分析认为，英国经济第三季度
失去增长动力与工党政府执政思路
有关。英国首相和财政大臣有关增
税等主张导致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趋向谨慎和乏力。
　　此前，英国央行在12月份的货
币政策会议上将第四季度英国经济
增长预期下调至零。部分机构已下
调英国今年全年增长预期。

英国经济第三季度环比增速

下调至零

　　据新华社东京12月23日电 
（记者 刘春燕　欧阳迪娜）日本汽
车制造商本田汽车公司和日产汽车
公司23日在东京共同宣布，本田、日
产和三菱汽车三方已签署谅解备忘
录，本田与日产将正式开启合并谈
判，三菱汽车公司将就参与合并事
宜进行探讨。
　　据介绍，本田和日产将共同出
资成立一家控股公司，双方均作为

该控股公司子公司，以此方式进行
合并。控股公司名称、各方持股比例
等细节将通过后续谈判进一步明
确。本田和日产计划于2025年6月达
成最终合并协议，控股公司拟于
2026年8月正式成立并同步上市。
  分析人士指出，全球汽车产业
电动化、智能化浪潮来袭，日本汽车
制造商转型迟缓。日本车企销量不
断下滑，促使它们“抱团取暖”。

本田日产正式宣布

启动合并谈判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记
者 张晓洁 张辛欣）工业和信息
化部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
月末，我国5G移动电话用户达10.02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56%，占比
较上年末提高9.4个百分点。
　　我国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深入推进，连接用户规模
持续扩大，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

快增长。截至11月末，5G基站总数
达419.1万个，比上年末净增81.5万
个；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
达12亿个，比上年末净增6360万个。
　　此外，电信业务收入平稳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电信业务
收入累计完成15947亿元，同比增长
2.6%。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
业务总量同比增长10%。

我国5G移动电话用户

突破10亿户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记者 罗
沙 齐琪）最高人民法院23日发布第42批
共4件指导性案例。这是最高法首次发布新
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其中
针对外卖骑手、网络主播、代驾司机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作出
回应。
　　如果“外卖小哥”与平台企业签订的是
承揽、合作协议，或者平台企业要求“外卖
小哥”先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再签订承揽、合
作协议，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对此，指导性案例中明确：平台企业或
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与劳动者订立承揽、
合作协议，劳动者主张与该企业存在劳动

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综合
考虑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
定程度，劳动过程受管理控制程度，劳动者
是否需要遵守有关工作规则、算法规则、劳
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劳动者工作的持续性，
劳动者能否决定或者改变交易价格等因
素，依法作出相应认定。对于存在用工事
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依法认定
存在劳动关系。
　　指导性案例同时明确，平台企业或者
平台用工合作企业要求劳动者注册为个体
工商户后再签订承揽、合作协议，劳动者主
张根据实际履行情况认定劳动关系的，人
民法院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相

关法律，准确作出认定。对于主营业务存在
转包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
和劳动管理程度，结合实际用工管理主体、
劳动报酬来源等因素，依法认定劳动者与
其关系最密切的企业建立劳动关系。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发展，网络主播与
MCN机构之间的劳动争议也较为多发。指
导性案例明确，经纪公司对从业人员的工
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控制程度不
强，从业人员无需严格遵守公司劳动管理
制度，且对利益分配等事项具有较强议价
权的，应当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支配性劳
动管理，不存在劳动关系。
　　代驾司机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要

组成部分。针对代驾司机与平台企业之间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指导性案例明
确：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为维
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进行必
要运营管理，但未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
对于劳动者提出的与该企业之间存在劳动
关系的主张，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最高法同时指出，指导性案例并不意
味着平台企业与网络主播、代驾司机之间
绝对不能成立劳动关系，关键要看是否存
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即使不
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不能确立劳动关系，
但企业进行一定劳动管理的，也应当依法
依规保障劳动者的相应权益。

针对外卖、主播、代驾等职业劳动关系认定问题

最高法首次发布指导性案例作出回应

（上接1版）
  “我们在设备层面引入智能机器人，协
助或替代人工完成复杂、重复或危险的任
务，在控制层面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
技术，对生产过程中的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分
析，及时发现生产瓶颈和问题。”安丘博阳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明表示。
  博阳机械自主研发的生产设备，让一
家家工厂华丽转身，其自主打造的博阳智
能装备研究院众创共享平台被认定为省级
工业互联网平台，吸引了194家企业入驻。
李文明告诉记者：“去年，我们给一家新能
源企业安装了一套智能拆包设备，能自动
化吊装、称重、整形、破包、取样、输送、收
尘，作业效率提升300%以上，综合成本降低
75%左右。”
  这些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在潍坊“迎风
生长”，全市数字化转型供给侧资源加速聚
集壮大———
  街景科技自主研发的“摩埃岛”平台汇
集了近千款产品、2000多个功能模块、3万

多种产品皮肤设计方案和10万多个零部
件，登录平台后，客户可以像搭积木一样进
行场景搭建，线上定制产品；
  山东康吉诺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出
的“扁鹊系统”，能够利用传感器诊断各种
图谱、波形信号，分辨设备出现的问题，给
客户减少了90%的故障损失；
  山东焦易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
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
化信息技术，对炭基导电新材料全产业链生
产过程进行深度数据采集、传输、储存、分
析，实现了全产业链企业协同创新……
  这些民营企业不断夯实潍坊新型技术
改造之基，优化本地数字化服务供给，打通
供需两端，带动这座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活
力水平持续跃升。

营营造造聚聚数数而而为为的的更更好好生生态态

  潍坊作为制造业大市，拥有完备的产
业体系和雄厚的工业基础，在澎湃而至的

新型技术改造浪潮中，实现了供需“两头
甜”。在需求端，不少民营企业源源不断地
加入转型升级浪潮；在供给端，涌现出了一
大批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如何更好借新型
技术改造之力，整合各方资源、打通供需两
端？潍坊这座城市一直在“奔跑”。
  近日，潍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展洽会
暨服务商大会成功举办，吸引了来自各行
业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数字化转型的创
新路径。从一场盛会看全域布局，今年以
来，潍坊着力重点产业链和细分行业共性
需求，分链条、分批次召开产业链赋能和专
题供需对接会150余场。
  一场场合作共赢的深度合作，将处于
新型技术改造浪潮中的民营企业聚拢到一
起，它们在数转智改、设备更新和数字建设
等领域频繁“对话”、互通有无。
  在这盘新型技术改造大棋中，潍坊一方
面搭台子、让民营企业在交流对接会中唱主
角，另一方面当好“陪跑员”，实行“一县一
策”入企诊断，实现了规上工业企业免费入

企诊断和辅导培训100%全覆盖。各县市纷纷
积极开展工业技改提级行动，鼓励引导企业
主动开展技改，推动全市数字技术加速迭
代、应用领域广泛拓展、转型路径日益丰富。
  山东蓝想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逐
步实现机器换人，各种自动化设备能有条
不紊地完成下料、激光切割、铣边、焊接、钻
孔等数十道复杂生产工序；山东盛祥智能
制造有限公司建成了立体式、智能化、低排
放的金属成型中心，完成了从铸造到“智”
造的转变……安丘市的一家家工业企业走
在了火热的创新前沿，以“数智”引领制造
飞跃。在安丘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宋晓东看
来，“助企服务，要跟上产业发展节奏，要陪
跑企业发展，协助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做到有效对接、扩面陪跑”。
  居一隅观全局，一场场合作洽谈会接
续不断、一次次辅导培训紧密开展，这些都
让潍坊民营企业新型技术改造之路更加清
晰。聚数而为、乘云而上，更好拉动城市发
展奔腾向前。

　　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广泛分布在
各个行业领域，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
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如何以专利产业化促
进中小企业成长？我国中小企业专利创新
情况如何？国家知识产权局23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持持续续推推动动产产学学研研深深度度融融合合

　　“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各部
门、各地方，以产学研为纽带，推动中小企
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强化协同创新和技术
对接，以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加速成
长。”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
司长王培章说，今年1至11月，全国高校和
科研机构专利转让许可5.5万次，同比增长
19.1%。
　　王培章介绍，国家知识产权局从供需
双向发力，统筹推进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
专利盘活以及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
长，从供需两端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

融合。已支持110所高校开展知识产权试点
示范建设，培育10531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
企业，不断提升产学研各方知识产权管理
和创新能力。
　　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用好全国
统一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活系
统，在完成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
盘点工作的基础上，将可转化资源库中的
94万件专利，按照产业细分领域向45万家
企业匹配推送，促进存量专利与中小企业
高效匹配，实现产学研各方同向发力。

涌涌现现更更多多专专精精特特新新““小小巨巨人人””企企业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商
超介绍，知识产权能够直接反映企业创新
质量，是专精特新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关键
核心指标。当前，我国已涌现出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1.46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超14万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知识产权产

出活跃的特点。目前，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拥有发明专利数量32.74万项，占全国企
业发明专利总量的11%。同时，其发明专利
密度领先。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每千名
研发人员平均拥有发明专利数量364项，每
亿元研发费用产生发明专利数量72.7项。
　　“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知
识产权局深入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推进工程，从提升知识产权创造水平、促进
知识产权高效运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
化知识产权服务等方面，助力中小企业创
新发展。”商超说，2024年实施专利产业化
促进中小企业成长计划，着力以专利产业
化为主线，提升企业的专利转化运用能力，
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企业。

中中小小企企业业专专利利创创新新更更加加活活跃跃

　　“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服
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截至今年11月，我国
国内有效发明专利中企业所占比重达73.5%，

这其中相当多的专利都来自中小企业。”国
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梁心新说，最新调
查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中小企业专利创新
更加活跃，保护和运用能力持续提升。
　　梁心新介绍，我国中小企业专利研发
动力不断增强。2024年，我国中小企业有效
发明专利中 ，独立研发产生的比例为
75.3%，较上年提高3.9个百分点。
　　此外，中小企业专利保护能力进一步
提升。2024年，中小企业在遭遇专利侵权
后，采取维权措施的比例为84.0%，较上年
提高1.3个百分点。近四成中小企业设有专
职或兼职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知识产权
保护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
　　梁心新介绍，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
将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深入开展
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不断优化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持续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和营
商环境，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为加快培
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
——— 知识产权助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