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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交房工作进行时G

本报记者 吴丽蓉

在“618”大促即将到来之际，数十家出版

机构发出声明不参与某电商平台“618”全品

种图书 2~3 折的促销方案，引发行业和读者

关注。

在业内人士看来，出版方和渠道方在图

书定价方面的矛盾由来已久，此次出版方抵

制“618”大促是一次集中爆发。

为何电商平台要大幅度压低折扣？出版

机构又为何会发起对大促的抵制？图书打几

折，到底由谁说了算？《工人日报》记者进行了

深入采访。

多家出版机构退出某平台“618”

近日，包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

版社等在内的 10家出版机构在一份联合声明

中表示，不参加某电商平台“618”要求的全品

种图书以 2~3 折出售的促销活动，理由是“为

了维护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我们认为这是

必要的举措”。

另一份由上海出版社经营管理协会出具

的声明显示，“维护图书市场的稳定与繁荣，

反对无序竞争”，上海 46家出版机构不参与某

电商平台“618”大促。

“2~3折可以说是突破底线了。”北京大学

出版社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目前，还陆

续有其他出版社单独发出声明表示不参加上

述促销活动。

对此，该电商平台图书采销工作人员回

应称，只是想卖更便宜的图书，通过薄利多销

扩大销量，给合作伙伴们创造收益。

读者方面则讨论激烈。有人表示书更便

宜了是好事；有人认为“无底线的低价”最终

会把希望做好书的出版社给“卷”死；还有人

指出，渠道商打折倒逼出版社定高价，会造成

恶性循环。

抵制大促底气何来？

“我们参加电商平台的大促，就算走量也

赚不到什么钱，只是凑了个热闹。”安徽一家

出版社的营销编辑俞女士告诉记者，大促时

折扣都是由平台定的，出版社参加活动都是

“被迫卷”。

大促的确能带动图书销量，对于一些库

存书，或者已经回本的书，以较低的折扣卖出

还是合适的。“但这次要求的是‘全品种’，而

且是 2~3 折，都接近成本价了，出版社真的没

办法接受。”俞女士说。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全国图书零售市场

已经发生变化。北京开卷公司的市场调研数

据显示，2023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的码洋中，

短视频电商占比 26.67%，仅次于传统平台电

商，位居各渠道第二位。

“直播平台的兴起，也让很多出版社不愿

意再受这些传统平台电商控制，大平台过去

的议价‘统治力’在下降。”在从事出版行业多

年的张先生看来，平台电商此次把折扣压得

较以往更低，与受到短视频平台的冲击不无

关系。

如今，很多出版社或自己开设直播间，或

进入各类达人、读书博主的直播间，图书销售

渠道在变多。而“全网最低价”已成为很多直

播间的卖货噱头。“平台电商通常会有满减，

达人的直播间可能会有专属赠品，玩法不一

样。”俞女士说。

图书定价谁说了算？

张先生对记者表示，几年前，有电商平

台陆续开始 5 折卖书，使得图书市场出现

“打折常态化”现象。很多常规书都可以用 5
折的价格买到，出版社图书的定价也由此逐

渐提高。“涨价主要还是为了应对这种常态

化打折”。

“我们图书定价时就已经考虑了打折。”

北京一家出版社的图书策划编辑陈先生告诉

记者，除去人力成本，一本书的成本最主要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排版、设计、印刷，二是作者

的稿费。如果图书打 2~3 折，对于多数出版

社而言可能要亏钱。

俞女士和陈先生所在的出版社，并未

退出平台电商的大促。他们均认为，敢跟

平台叫板的出版社，“他们本身拥有很好的

图书品种来支撑，产品不愁卖就有抵制的

底气”。

还有读书博主指出，出版社过去过于依

赖平台电商，并在此过程中抛弃了实体书店，

如今遭到平台的价格控制也是意料之中。另

外，一些图书质量不高，读者阅读习惯发生改

变等，导致图书价格降低，但过低的价格、恶

性价格战肯定不利于行业长远发展。

图书价格到底谁说了算？有业内人士分

析，书籍属于特殊商品，有些国家会对图书等

文化产品进行价格干预，规定不允许随意打

折。设计一个适配于我国的图书价格政策应

提上日程。

数十家出版机构联合抵制全品种图书 2~3折促销方案引关注

图书打几折，谁说了算？

本报讯 （记者李国）5 月 18 日，在重庆市

南岸区弹子石 CBD 的美心美岸江山售楼部，

2 号楼的业主们正喜气洋洋地办理接房手

续。“看到房门打开的那一刻，真的很开心。”

业主蔡女士高兴地说，不仅能如期交房，而且

跟之前看到的样板间一模一样。

住房承载着人们对家的向往，保交房涉

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记者从重庆市

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该市保交房收官行动

正有序推进，截至 5 月中旬，237 个保交楼项

目累计交付房屋 19.9 万套，累计交付销号项

目 199个。

“感谢保交楼政策让我顺利接到了新房，

小区环境优美，安保设施完善，我非常满意。”

5月 21日，奥中·湖观山色业主张霖说。

地处北碚区静观镇、占地 520 亩的奥中·

湖观山色，被称为“重庆保交楼第一楼”。项

目从 2021 年 6 月陆续停工，2022 年 3 月向法

院申请破产重整。由此，该项目成为重庆第

一个开发公司破产重整成功背景下的保交

楼项目，身份独特，难度更大，更具代表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重庆市区两级政

府都成立了保交楼专班，打破常规解决工地

现场各种疑难问题，还及时预见性通过府院

协调、府银协调、银企协调，千方百计帮助企

业筹集了上亿元资金才确保保交楼任务顺

利完成。

“房屋交付直接关联着民生，保交楼不仅

能恢复房地产市场消费者的信心，也保障着

房地产业的平稳发展。”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

相关负责人说，2023年以来，市住房城乡建委

会同市级相关部门、单位，通过成立工作专

班，加速推进项目建设交付，建立完善月度通

报、定期约谈、闭环管理、赛马比拼等工作机

制，有力有序推动保交楼工作，全力破解保交

楼难题。

“为了保障交付日的业主体验，我们做了

详细的接房动线指引。在收房过程中，安排

工作人员一对一全程陪同验收，实时记录业

主反馈与整改需求。”美心美岸江山项目相关

负责人如是说。

据悉，重庆市还积极推进房地产“白名

单”项目融资。截至目前，已有 125 个项目

获得授信 191.98 亿元，其中 91 个项目获得

放款 82.62 亿元。随着项目资金及时到位，

不少企业资金压力得到缓解，有力推动了房

地产项目建设。比如，綦江区千山半岛国际

三期项目举行集中交房仪式，项目最后一批

次 360 套已售房屋实现交付，较计划时间提

前 2 个月完成销号任务；梁平区集美东方项

目三期 23#、24#、29#楼共计 156 套房屋，较

承诺时间提前 15 天实现交付；万州区恒大

御景半岛项目 A6 地块 6 号楼 102 套房屋实

现交付……

成立工作专班，加速推进项目建设交付

重庆237个保交楼项目已交付房屋19.9万套

本报讯 （记者毛浓曦）近日，陕西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出通知，推出一套包

括推行药品适宜包装、强化临床用药管理、规

范药品销售管理、加强违法广告处置等措施，

以节约药品资源、遏制药品浪费。

具体措施包括：组织医疗机构、零售药

店提出药品包装规格变更建议，指导相关协

会组织药品生产企业开展优化包装活动，引

导企业按照医疗机构、零售市场需求变更包

装规格，减少因包装不适宜产生的浪费。组

织省级药事管理培训，开展合理用药现场督

查，将“处方点评结果纳入相关科室及其工

作人员绩效考核和年度考核指标，落实奖惩

措施”纳入督查内容。开展医疗机构院际处

方互评工作，提高临床合理用药水平，减少

药品浪费。

同时，持续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

启动药品网络销售环节集中治理工作，提升

药品质量安全。结合“药品安全宣传月”活

动，全方位普及药品安全科学知识，组织指导

全省各级广播电视台、新闻媒体加大舆论宣

传力度，乡镇（街道）、村（社区）、行业协会等

配合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公众理性购药、合理

用药、节约药品。结合“提高抗微生物药物认

识周”等活动，指导各医疗机构、行业协会等

通过多种方式向公众宣传药品知识，加强用

药教育，积极倡导和推进合理用药理念。分

析研判相关药品广告，及时核查、依法处置涉

嫌违法广告线索。

陕西多举措遏制药品资源浪费

5月 23日，在柳州市柳江区百朋镇的双季莲藕种植基
地，收购商到藕田边收购莲藕（无人机照片）。

眼下，随着气温升高，百朋镇种植的2万多亩春季莲藕
进入采收季，藕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收，供应市场。
百朋镇是广西主要的“双季莲藕”产区之一，双季莲藕种植
面积4万余亩，畅销国内外市场。 新华社发（黎寒池 摄）

广西柳江万亩春藕丰收上市

5 月 23 日，观众在现场体验光速飞轮
VR摩托竞速大型体感游戏机。

当日，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现场
体验区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向专业
观众开放。本次现场体验区面积 5.6万平
方米，围绕本届峰会主题“释放数据要素
价值，发展新质生产力”，设置“数字惠民”

“数字能力”“数字基础”“数字生态”“数字
赋能”五大版块。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将于 5 月 24 日至 25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
举办。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探访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本报讯 （记者柳姗姗 彭冰）为更好满足

老年人、外籍人员等群体的支付便利化需求，

吉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进一步优化支

付服务 提升支付便利性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提出以大型商圈、旅游景点、

酒店住宿、交通枢纽等为重点场所，统筹做好

“食、住、行、游、购、娱、医”等场景的线上线下

支付建设。

吉林省将组织银行机构向经营主体发放

一批“零钱包”，在重点场所完成 ATM 的新增

和改造工作，积极完善外币兑换服务保障，将

支付服务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让老年人、

外籍人员实现支付无忧。未来，还将努力构

建涵盖现钞支付、境外银行卡受理、移动支

付、账户服务等多层次、多元化、兼容并包的

支付服务体系，让各类支付方式并行发展、相

互补充，不断提升支付服务国际化水平。

吉林全面提升支付便利化

中铁建工助力自贸港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讯 （记者赖书闻）近年来，自贸港建

设热火朝天，中铁建工集团华南有限公司凭

借“投资、研发、设计、建造、运营”的全产业链

优势，在助力海南经济腾飞、升级公共卫生体

系、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功能等方面

持续发力，贡献央企智慧和力量。

近日，记者在该公司海南省陵水黎族自

治县人民医院新院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

人正在加紧施工，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顺利

封顶，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预计今年底竣

工，2025 年通过调试后启用。该项目是海南

省重点民生工程之一，总投资约为 19亿元，一

期为综合医院，二期将依托陵水气候优势，发

展康复、理疗等医疗项目。

本报讯 （记者杨召奎）5月 22日，在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

导下，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和克而瑞共同发布《2024 房地

产公司 ESG 测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以发布或

提供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或内容的 55家典型房

企为样本进行测评，发现房企 ESG 独立报告披露率有所提

升，有助于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报告显示，本次入围 ESG 测评范围的 55 家房企，有 47 家

单独披露了 ESG 相关报告，占比为 85.5%，比上年提升了 3.9
个百分点。

从环境维度方面看，55家房企中有 39家披露了环境信息

数据，占比为 71%，较上年提升 7 个百分点，有 35 家环境信息

披露较为完整。有 38 家房企设立了环境管理目标，占比为

69%，较上年提升 12个百分点。

从社会维度方面看，部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能较好地处

理与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房企对员工福祉，职

业健康安全、产品质量等话题的关注度正在逐步增加。

从公司治理维度方面看，本次测评的 55 家典型房企中，

大部分房企都设立了专门的 ESG 相关管理组织架构，如 ESG
小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

报告认为，房地产行业是经济生活中资源和能源消耗较

多的行业，房地产上市公司和非上市重点公司更是行业的标

杆和风向标，理应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提升 ESG 建设水

平，助推行业可持续发展，为社会和投资者进一步创造价值。

房企ESG报告披露率有所提升

本报北京5月23日电 （记者时斓娜）记者今天从住房城

乡建设部获悉，我国垃圾分类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垃圾分类

制度逐步完善，分类体系初步构建，分类习惯开始养成，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 92.6%。

截至目前，全国 21个省（自治区）、173个城市出台了垃圾

分类方面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省级负总责、城市负主体责

任”的工作责任制全面落实。46个重点城市率先建立比较完

备的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系统，其他

地级城市分类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要下更大功夫推动垃圾分类工作

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型。在回收利用上下功夫。要着力

抓好可回收物回收利用，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探索“一袋式”上

门回收模式；加快建立可回收物交投点、中转站、再生资源分

拣中心三级体系，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网点与废旧物资回收网

点“两网融合”，促进可回收物应分尽分、应收尽收。要调整优

化分类方式，充分考虑群众接受度、便利度，优化分类方式、标

准、要求，提高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积极性。要强化科技赋能，

用好焚烧处理方式，把垃圾转化为电能、热能。

此外，还要加强建筑垃圾治理工作，坚持疏堵结合、标本

兼治，抓紧解决建筑垃圾治理突出矛盾，坚决遏制非法倾倒行

为。以方便群众为出发点，设置住宅装修垃圾投放点，为装修

垃圾安排好出处。

分类体系初步构建，分类习惯开始养成

地级以上城市垃圾分类覆盖率超九成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记者张泉）生物物种名录是反

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程度的基础数据。记

者 23日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4版日前

正式发布，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 155364个。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自 2008年

起，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组织编制《中国生物物种名

录》，并每年以年度名录的形式发布，旨在摸清中国生物多样

性‘家底’，促进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中国科学院生物多

样性委员会副秘书长纪力强研究员说。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4版共收录物种 141484个，种下

单元 13880 个，较 2023 版新增 6423 个物种和 267 个种下单

元。其中，动物界昆虫纲鞘翅目新增 3275 个物种，成为新收

录物种数量最多的类群。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4 版编研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等多家单位的分类学专家完成。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4 版
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55364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