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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开放再发力

国务院部署“两区”建设新举措
深化对外开放，国务院又有新

部署。

5月 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

取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提质增效

工作汇报，并研究深化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改革创新有关举措。

在外部环境复杂变化的背景

下，看似常规的任务部署，实则蕴

含深意。

自贸试验区和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简称“两区”)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重要试验田。前者承担

对外开放制度创新测试功能，后者

则是产业集聚和深化改革创新主

平台。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聚焦“两

区”，释放出明确信号：外部冲击

影响加大，但中国不会放缓开放步

伐，而是要通过“两区”的先行先

试，为高质量发展探路。

自贸试验区建设提质增效突

出三个关键词。

一是差异化。会议提出“开展

差异化探索，尽快取得一批突破性

成果。”从国家层面看，鼓励各自

贸试验区结合产业特点探索特色

路径。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持续

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广东自贸

试验区深入推进与港澳规则衔接、

机制对接。

二是授权。会议提出“要因地

制宜扩大改革任务授权”，这表

明，部分改革权限可能下放至地

方，缩短制度创新落地周期。

三是能级提升。会议提出“稳

步推动成熟自贸试验区提升能

级”，这表明，有条件的自贸试验

区和自由贸易港(如上海、广东、

海南)要向更高标准迈进，不排除

对接CPTPP规则开展先行先试。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还提出

“优化调整区域布局范围”。实际

上，一些自贸试验区已经率先实现

范围扩展和功能升级。2020 年，

浙江自贸试验区由舟山片区扩展

至宁波、杭州、金义片区，是继上

海之后第二个增设片区的自贸试

验区。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改革创新

再出发。

40 年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坚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创

新，艰苦奋斗、锐意进取，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区域协调发展

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

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新路径

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生俱

来的使命。

以 2023 年为例，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进出口总额 10 万亿

元，实际使用外资 395 亿美元，占

全国比重均超过24%。

此次会议提出，要深入推进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改革创新，以

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

高质量发展。

这一战略部署不仅为开发区

转型升级指明方向，更释放出围绕

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平衡发展，加

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强烈的信号。

提升自身发展动能方面，会议

提出的“高效办成一件事”管理制

度改革，直指行政审批痼疾。目前

很多地方都在加快改革持续提高

服务效能。如，证照办理“只跑一

次、只填一表”等极简审批、极优

服务已经在很多地方试点推广，都

是解决企业反映突出的堵点卡点

问题。

增强开发区竞争力还要通过

要素保障、政策配套解决企业“用

地难”“融资贵”等痛点。此次会

议指出，要强化土地、人才、资金

等要素保障，制定支持政策和配套

措施，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

展营造更好环境。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与自

贸试验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

平台，国务院常务会议此次聚焦

“两区”，绝非简单的工作推进，而

是在内外环境变化下的主动谋

局。

通过自贸试验区对接国际规

则，通过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巩

固产业优势，以“两区”形成战略

协同为支点，撬动更高水平开放与

更高质量增长的良性循环。

（来源：中国新闻网）

汽车车门把手将迎来国家标准,释放什么信号？
汽车车门把手将迎来国家标

准，释放什么信号？5月8日至6月

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开征集对

《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强制

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意

见，拟对电动式、隐藏式车门把手的

布置、标志、安全功能、结构强度等

作出规定，此举引发社会关注。

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快速

发展，“杠杆式”“电控弹出式”等

隐藏式车门把手被广泛应用。其

优点是与车身一体化，可减少风阻

系数，从而降低燃油车油耗，增加

电动汽车续航，并提升整体观感、

科技感，由此得到不少用户青睐。

同时，在市场应用过程中，相

关问题和安全隐患也在暴露——

例如，隐蔽无标志，不少人反映不

好找、不习惯；一些碰撞、起火事故

容易造成车辆断电，使电动式车门

外把手和车门内把手失效，增大救

援难度及逃生阻碍；无明显统一标

志，遇紧急情况增添操作难度……

记者了解到，当前，针对汽车

车门把手，国外暂无相关标准，国

内现有相关标准仅对门把手的耐

久、强度、耐高低温、耐振动等提出

了技术要求。

此次公开征集意见的《汽车车

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

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规定了汽车

应急式车门内把手的安装要求、隐

藏式车门内把手和应急式车门内

把手的标志要求、电动式车门外把

手的防夹要求与试验方法、车门外

把手和车门内把手的强度要求与

试验方法、电动式车门把手的动态

试验要求与试验方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从救援逃生角度，应

强化汽车车门外把手在碰撞以及

车辆起火等事故场景的安全逻辑，

增加机械或者断电保护等安全冗

余设计要求，保证断电、碰撞等事

故中车门系统能够开启，从而进行

救援及逃生活动。

这位负责人说，还要保证翻

滚、坠落事故中，能够防止门把手

的误作用，从而降低乘员跌落风

险；规范隐藏式车门内把手、应急

式车门内把手易于识别的安全标

志，保证标志可见性，从而降低乘

员紧急情况下的逃生难度；保证车

门把手的结构强度，防止事故发生

后门锁操纵机构功能丧失。

汽车车门把手标准，不仅是技

术问题、设计问题，更是安全问

题。规范隐藏式车门把手，为的是

让安全问题不再“隐形”。

隐藏式车门把手的问题已受

到业内关注。小鹏汽车、长城汽车

等多家车企负责人在不同场合谈

到，隐藏式门把手存在设计不足问

题。小鹏汽车表示，正在研发极端

情况下更好开的门把手。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快速发展。随着不少新技术加快

应用，在提升体验感的同时，加强

对其安全风险评估、加快完善相关

标准更显重要。

发布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要

求升级为不起火、不爆炸；要求汽车

企业充分开展组合驾驶辅助测试验

证，且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拟

出台标准规范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

术要求……一段时间以来，一系列

汽车领域政策举措释放我国加力推

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

“推进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

要求国家标准的制定，既是对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暴露出问

题的及时修正，也是对我国优势产

业蓬勃发展的保驾护航。”业内专

家指出，给予创新必要的成长空

间，同时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

科技发展系好“安全带”，需要各方

继续携手努力。

（来源：新华网）

1至4月全国铁路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47亿元
中新网5月11日电 据“中国

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1至

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

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47亿

元，同比增长5.3%，充分发挥铁路

建设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积

极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

能。

今年以来，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

两会精神，充分用好国家“两重”

项目支持政策，以联网、补网、强

链为重点，优化施工组织，加强现

场作业管控，强化安全质量、生态

环保、工程投资控制，优质高效推

进铁路工程建设。4月份，多个铁

路建设项目取得积极进展，雄安

至商丘高铁枣清特大桥完成箱梁

架设，宜昌至兴山高铁高岚河特

大桥顺利合龙，成渝中线高铁磨

盘山隧道、广州至湛江高铁文昌

隧道、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岭隧道

顺利贯通，西安至延安高铁、成都

至达州至万州高铁进入轨道施工

阶段，成都至宜宾高铁天府站钢

结构全面完工，柳州至梧州铁路

全线首座站房东乡站封顶。

下一步，国铁集团将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开展强网

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

划建设，切实提高投资效益，提升

现代化铁路网整体效能，加快构

建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确

保如期完成铁路“十四五”规划目

标任务。

世粮署警告西非和中非近300万人
面临“紧急饥饿”威胁

日内瓦消息：联合国世界粮

食计划署发出严重警告称，西非

和中非地区因长期冲突、人口流

离失所、经济恶化和极端天气频

发，导致近 300万人面临“紧急饥

饿”状态威胁。

据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官网

消息，最新粮食安全分析显示，西

非和中非地区超过3600万人的基

本食物和营养需求难以得到满

足，预计在2025年6月至8月的歉

收季节，将上升至超过 5200 万

人。其中，近 300万人将处于“紧

急饥饿”状态，在马里有2600人面

临最高级别的“灾难性饥饿”状态

风险。

消息称，持续的暴力冲突已

导致该地区超过1000万人流离失

所，他们被迫逃离农田和牧场，失

去生计来源；食品和燃料成本上

涨加剧通胀，导致加纳、几内亚和

科特迪瓦的饥饿水平再创新高；

尼日利亚、乍得、尼日尔和喀麦隆

的食品价格也持续上升，使最脆

弱人群难以获得基本营养食物；

在中萨赫勒地区、乍得湖盆地和

中非共和国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

事件，不断削弱家庭的自我供养

能力。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计划

在2025年为西非及萨赫勒地区近

1200万人提供关键粮食与营养援

助，帮助最弱势群体抵御不可避

免的饥饿冲击。

目前，该机构已为该地区300

万人提供了紧急援助，包括难民、

境内流离失所者、五岁以下营养

不良儿童以及孕妇和哺乳期妇

女。

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尽管

人道需求达到历史新高，实际可

获得的资源却远远不足以支撑应

有的应对规模。如果没有紧急资

金支持，将有500万人彻底失去援

助。当前急需 7.1 亿美元，以在

2025 年 5月至 10 月期间，持续为

最脆弱人群提供援助。

除紧急粮食援助外，世界粮

食计划署还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加

大对生态恢复与本地经济发展的

投资，让社区有能力实现可持续

发展，减少对援助的依赖，从根源

上终结代际饥饿循环。

世界粮食计划署举例称，自

2018 年以来，该机构在萨赫勒地

区联合各国政府推行综合韧性

项目，已修复超过 30 万公顷土

地，惠及 3400 多个村庄、逾 400

万人。

（来源：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