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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火了！餐厅排号300多桌”“赏花灯、猜灯谜，
到处人山人海”……延续春节假期消费“开门
红”，今年元宵节期间，全国多地餐饮、旅游、文
化等消费场景持续火热。

2022 年，伴随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
落实落地，国内消费市场保持基本稳定。眼下，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消费复苏潜力和活力
继续释放。

回顾去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特点？立足今
年，如何进一步促进消费？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日前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了相关情况。

去年消费市场保持基本稳定

“过去一年，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出台了一揽
子稳经济政策措施。在这一揽子政策中，消费促
进工作一直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商务部市场运
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徐兴锋说。

——抓重点，持续提振大宗消费。“我们通常
把汽车、家电、餐饮、家居称为‘四大金刚’，这
4大类占社零总额 1/4左右。”徐兴锋介绍，去年，
国家出台了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
策。在政策推动下，去年下半年全国汽车销量止
跌回升，同比增长10.7%。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
车占比由2021年的1/8增至2022年的1/4。与此同
时，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智能家电消
费、绿色建材下乡，并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助推
餐饮消费恢复发展，取得一定成效。

——抓创新，新业态激发消费活力。商务部
副部长郭婷婷介绍，2022 年，新型消费发展态势
较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6.2%，占社零总
额比重进一步提升，达到 27.2%。在消费新业态
中，直播电商表现亮眼，全年累计直播场次、累
计观看人次、直播商品数量、活跃主播人数均比
2021年成倍增长。

——抓载体，不断优化消费环境。加快推进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举办首届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论坛；推广首批四方面 14条典型经验做
法；实施县域商业建设三年行动……去年，在一
系列促城乡消费政策推动下，全年县乡消费品零
售额占社零总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助力消费市场
保持基本稳定。

发挥汽车消费的拉动作用

发放汽车消费券、延续新能源车置换补贴、
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围绕促进汽车
消费，近期全国多地新政频出，引发广泛关注。

据介绍，汽车消费在社零总额中一直占10%的
比例。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全年新车销量
2686.4 万辆，同比增长 2.1%，连续 14 年居全球首
位。“汽车消费既然是‘四大金刚’之首，政策支
持是一贯的。”徐兴锋说，今年，商务部将继续会
同相关部门，多措并举，着眼全产业链，突出关
键点，继续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

一方面，稳定新车消费。今年将继续推动汽车
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同时，将开展形
式多样的汽车促消费活动，稳住新车消费增量。

另一方面，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引导各地
在牌照、充电、通行等各个方面，进一步优化新
能源汽车使用环境，让消费者使用起来没有忧虑。

此外，继续扩大二手车流通。加快建设完善
全国性的二手车信息查询平台，修订 《二手车流
通管理办法》，让车辆信息更加透明。畅通汽车报
废更新。修订完善机动车报废管理规定，健全报
废机动车回收利用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
汽车以旧换新，促进汽车循环消费。

“我们将通过政策激励、举措落实，让汽车消
费一直保持在良好的环境下，从而发挥它对整个
消费的拉动和带动作用。”徐兴锋说。

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消费增长

观影、购物、出游……兔年春节，国内消费市场
一派热闹景象。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全国重点
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8%。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加力扩消
费。推动帮扶生活服务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
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政策全面落地。组织开展丰富
多样的促消费活动，促进接触型消费加快恢复。

徐兴锋表示，今年在继续落实已出台政策的
同时，将根据新形势、聚焦重点领域，推动出台

一批新的政策，把政策成效发挥到最大。
同时，继续谋划重点活动，激发市场活力。

日前，2023“老字号嘉年华”暨“惠享山东消费
年”在山东青岛启动。这不仅是全国迎春消费季
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年重要的消费促进活动之
一。“我们把今年确立为‘2023 消费提振年’，以
此为主线，统筹开展全国性消费促进活动。”徐兴
锋说。从春节假期期间的“2023 全国网上年货
节”，到“老字号嘉年华”“中华美食荟”等专题
活动，一系列消费促进活动将持续营造浓厚的消
费氛围，点燃居民消费热情。

徐兴锋表示，今年还将继续优化平台载体。
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扩大智慧商店、智
慧商圈保障作用，进一步提升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带来的生活便利性，多渠道增加优质供给。同
时，加强县域商业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需要。

促消费，今年有哪些看点
本报记者 廖睿灵

连日来，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各中小企业、乡村振兴
微工厂全力以赴赶制订单产品，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场景。该县
年产值 2000 万元以上的 45 家中小型企业，2022 年实现总产值 35.58
亿元，帮助1万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图为2月6日，工人在松桃县
经济开发区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内忙碌。 龙元彬摄 （人民视觉）

近日，甘肃省兰
州市七里河区老街，游
人如织。人们赏舞狮、
看表演、猜灯谜、品美
食，处处洋溢着热腾腾
的“烟火气”。兰州老街
通过多场景布局、多业
态融合、沉浸式消费等
途径，每天吸纳近 10
万游客，成为城市商
业、文化和旅游地标。
图为游客在七里河区
老街观赏舞狮表演。

侯崇慧摄
（人民视觉）

近期，江苏苏
州博物馆内人头攒
动，前来参观的游
客络绎不绝。尽管
春节假期已过，但
当地文化旅游市场
持续升温。图为游
客在苏州博物馆选
购文创产品。

王 初摄
（人民视觉）

高耸林立的钻机加快向地球深部
挺进，先进智能的油气生产设备开足
马力，轰隆作响的气流在管道中滚滚
向前……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准噶尔
盆地，新疆各大油田一派繁忙热闹的
景象。

元宵佳节，沙漠深处的中国石油
塔里木油田各作业区内，钻机运转声
此起彼伏，油气勘探开发有条不紊。
在西气东输第一站克拉集气区，从地
下喷涌而出的天然气被输入管网，一
路东行，温暖沿线千家万户。

塔里木油田是我国陆上第三大油
气田，也是我国“西气东输”的主力
气源地，为南疆和下游沿线 15 个省
区市民生用气提供保障。今年 1 月，

塔里木油田油气产量当量迈上319万
吨新台阶，创历年同期新高。

“新年‘开门红’，我们对加快超
深层油气勘探开发、完成上半年油气
产量更有信心。”塔里木油田生产运
行部主任李旭光介绍，当前塔里木油
田不断向地球深部挺进，挑战超深、
超高温、超高压等世界级勘探开发难
题，保障平稳供气和国家能源安全。

车辆穿梭、机械轰鸣、钢花飞
溅……与西气东输第一站克拉集气
区相隔数百公里的中国石化西北油田
顺北油气田天然气处理厂工程建设现
场，石油工人们正在抓紧施工。周围
管线密布，两座 1000 立方米的储集
设施已初具雏形，火热的施工氛围一

扫大漠早春的阵阵寒意。
“新年新气象。我们要担起各项

生 产 任 务 ， 保 证 各 项 工 作 不 掉 链
子！”今年49岁的石油工人薛文和同
事们从春节前就开始坚守在油气生
产一线，以站为家、以井为伴，为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注入更多

“底气”。
作为中国石化增储上产的主要区

域，西北油田进一步加快千万吨级油
气田建设，全力提升油气供给能力。
开年首月，西北油田生产原油 57.14
万吨、天然气2.94亿立方米，交出不
俗成绩单。

以勘探开发准噶尔盆地为主战场
的中国石油新疆油田表现同样亮眼：

今年 1 月生产原油 127.1 万吨、天然
气3.8亿立方米，同比分别增加7.1万
吨、0.4亿立方米。

操作 40 多米高的钻井、对油气
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紧盯智能化生产
平台……新疆油田吉庆油田的石油工
人们正在开采页岩油藏。

吉庆油田开发的页岩油藏资源量
达 10 亿吨。页岩油属于非常规油气
资源，勘探开发技术难度较高。经过
不懈探索，该油田对页岩油的开发技
术已日臻成熟，页岩油开发由此驶入
快车道。

“今年我们要新增 100 多万吨产
量，通过持续科技攻关，为祖国‘加
油’‘增气’。”新疆油田执行董事、
党委书记杨立强说，今年将继续聚焦
非常规油气开发，为准噶尔盆地油气
增储上产开拓新局面。

（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6日电 记
者顾煜、李响、苟立锋）

天山南北油气生产忙天山南北油气生产忙

眼下，湖北省十堰市
竹山县 8 万多亩温室大棚
春意暖暖，村民忙着采收
或管理水果番茄、草莓、
花卉等。近年来，竹山县
统筹乡村土地资源，调优
农业产业结构，改变传统
农业种植模式，加快发展
特色高效农业，带动群众
持续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图为在竹山县宝丰镇
龙井村，村民在温室大棚
里采摘水果番茄。

章 磊摄
（人民视觉）

温室大棚春意浓温室大棚春意浓

本报北京2月6日电（记者孔
德晨）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日前召开
的 2023 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天然林保护修复工程建
设开展以来，天然林面积增加3.23
亿亩、蓄积增加53亿立方米。

国家林草局生态中心主任张利
明介绍，天然林保护修复工程于
1998 年启动试点，2000 年全面展
开，目前已实现预期目标。天然林
单位面积年涵养水源量、固沙固土
量分别比工程启动前提高了 53%、

46%。天然林生态系统有效恢复，
有力促进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环境的
改善。

国有林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加
快 。 国 有 林 区 总 产 值 由 1997 年
82.25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 491.72 亿
元，一、二、三产业产值比例由
1997 年 19∶69∶12 调整到 2020 年
37∶28∶35，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林区民生得到持续改善，人民群
众植绿护绿，生态保护意识明显
提升。

中国天然林面积增加3.23亿亩

2月6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下渚湖街道举办新春招聘会大学
生专场，企事业单位通过“智聘云”平台推出大学生工作岗位200多
个，涉及旅游、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行业，吸引了众多求职者在
线上应聘。图为企事业单位通过“智聘云”平台发布招聘信息。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长沙2月6日电（记者
张玉洁） 湖南省中非经贸数字化服
务基地6日在湖南省长沙市揭牌成
立，未来将助力中非经贸合作中的
数字化及信息化能力建设，同时，
还将帮助部分非洲国家建设更加完
整和高效的支付系统。

中非经贸数字化服务基地由湖
南联通牵头与湖南省中非经贸合作
促进研究会共同成立，主要服务于
中国在非企业，提供相关数字信息
化服务。同时，进行数科产业金融、
贸易新业态（易货贸易、跨境电商）、
中非经贸数据统计分析，以及其他

电信、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相关的数字产品的应用创新。

据介绍，基地可以为有需求的
企业提供营地通信保障设备服务、
建设中资企业非洲分支机构跨境互
联线路，以及提供当地语言的网站
建站等服务，助力中非经贸高质量
发展。

此外，基地还将立足中非双边
经贸数据的互享和互信，通过数据
统计、分析和研究为中非经贸发展
献言献策，发布行业洞察报告和信
息化白皮书，并为中非经贸合作相
关项目实施提供前期可研数据。

本报重庆2月6日电（记者刘
新吾） 日前，重庆市经信委联合四
川省经信厅制定印发《川渝铝产业
链 协 同 发 展 工 作 方 案》，提 出 到
2025年，川渝铝产业产值达到 4000
亿元，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和专精特
新企业，建成全国前列的高端铝材
料制造基地。

按照方案要求，川渝两地将围
绕7个方面展开合作，包括共同开
展科技创新，共同推动产业链配

套，共同挖掘市场潜力，共同培育
优质市场主体，共同深化智能化赋
能，共同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共同
打造产业服务体系。

在科技创新方面，川渝两地将
鼓励上游氧化铝和电解铝企业整合
资源和技术创新，支持下游铝加工
龙头企业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共同
开展技术攻关。在产业链配套方面，
将建立重庆氧化铝供四川、四川电
解铝供重庆的长效供应协同体系。

本报南昌2月6日电（记者周
欢） 近年来江西省着力加强湿地资
源保护与利用，全省自然保护区、
湿地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内受保
护湿地面积 56.41 万公顷，湿地保
护率达62%。

江西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湿地资
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全省现有
省级以上重要湿地 56 处，其中国
际重要湿地 2 处，湿地高等植物
988种。鄱阳湖是全国最大的淡水
湖，是世界七大重要湿地之一，每

年在鄱阳湖越冬的候鸟多达 60 万
至 70 万只，白鹤最多时达 4000 余
只，占全球种群数量的 95%以上，
湖区江豚数量达450余头。

湿地资源带来了丰富的生态价
值，实现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据测算，江西湿地平均价值
达 15.84 万元/公顷·年，全省湿地
生 态 系 统 综 合 效 益 为 1441.12 亿
元，其中生态效益771.35亿元，经
济 效 益 531.27 亿 元 ， 社 会 效 益
138.5亿元。

湖南中非经贸数字化服务基地成立

川渝出台铝产业链协同发展方案川渝出台铝产业链协同发展方案

江 西 湿 地 保 护 率 达 62%
生态系统综合效益超144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