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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叶帮锐强调，企业上市是政企同向发力、同频共振

的大合唱。各部门要对标对表、实干担当，把推动企业
上市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以最高标准服务上市公司、最
大力度推动企业上市、最优环境保障企业发展。要政策
到位，不折不扣落实省“凤凰行动”和金华“尖峰行动”，
结合义乌实际，不断学习借鉴、迭代升级，持续优化扶
持企业上市政策。要服务到位，尽快建立上市企业及梯
队企业市领导联络机制，全面梳理企业存在的各类问
题，明确任务到岗、责任到人、督查到点。要引育到位，
坚持招大引强、培大育强“两手抓、两手硬”，围绕产业
链和价值链高端地位，千方百计招引上市公司、发展总
部经济；聚焦本土上市梯队建设，整合优质资源，培育
后备集群。要保障到位，建立健全工作例会、难题“直通
车”、督办约谈等机制，主动服务、积极作为，为企业上
市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会议还邀请中介机构代表，讲解注册制改革政策，
辅导上市流程；市金融办就我市企业上市政策进行解
读，市市场监管局、市行政执法局等相关部门就助推企
业上市工作进行表态发言。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记者魏玉坤）国家统计局
9日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
均工资保持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
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14029元，比上年增长6.7%，增
速比2021年回落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6%；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5237元，
比上年增长3.7%，增速比2021年回落5.2个百分点，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

行业间、地区间工资水平差距较为明显。国家统计
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表示，2022年，无论
是在城镇非私营单位还是在私营单位中，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水平排在前三位的行业均为技术含量较高的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工资水平排在后三位的行业略有不同，
在城镇非私营单位中为住宿和餐饮业，农林牧渔业，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私营单位中为农林牧渔
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

分地区看，无论是在城镇非私营单位还是私营单
位中，工资水平都是东部最高，东北最低。从城镇非私
营单位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年平均工资分
别为 13.3 万元、9 万元、10.1 万元和 9 万元，分别增长
7.1%、5.8%、6.1%和7.6%。

“由于所处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类型不同，单
位之间的工资水平有时会存在较大差异；在同一单位
内部，由于就业人员所处岗位不同，工资水平也会存在
一定差异。”王萍萍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增长变化也受多重因素影响，既有宏观政策、社会经济
大环境等外部因素，也有单位改制、用工结构变化等内
部因素。

王萍萍表示，由于种种原因，具体到个人的工资水
平和增速，可能与全国平均水平和增速差别较大，这需
要从行业、地区、单位类型、岗位以及单位经营状况和
个人具体情况出发进行全面分析，理性看待。

去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工资水平保持增长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记者邹多
为）海关总署9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
4 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3.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8%，增速较一季度
的 4.8%加快 1 个百分点，其中 4 月单月
进出口 3.43 万亿元，增长 8.9%。在外部
环境复杂严峻的条件下，我国外贸韧性
得到彰显。

具体来看，前 4 个月出口 7.67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0.6%；进口 5.65 万亿元，
增长0.02%。海关月度调查显示，出口订

单增加的企业比例已经连续4个月提升。
从贸易方式看，前4个月，我国一般贸

易进出口 8.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占
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提升至 65.4%；以保
税物流贸易方式进出口1.73万亿元，增长
15.4%。

从出口产品看，前4个月，我国出口机
电产品4.44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占出
口总值的57.9%。其中，受新能源车出口拉
动，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20.3%。

从外贸主体看，前4个月，民营企业进

出口7.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占我国
外贸总值的比重超过五成；有进出口实绩
的民营企业 41.5 万家，同比增加 8.9%，继
续保持我国外贸第一大经营主体地位。

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东盟为我国
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总值为2.09万亿
元，增长13.9%，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5.7%。
欧盟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进出口为1.8
万亿元，增长4.2%，增速较一季度加快2.2
个百分点。我国对美国和日本进出口则分
别下降4.2%和下降2.6%。

此外，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合计进出口4.61万亿元，同比增长16%。
其中，对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沙特阿拉
伯等西亚北非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37.4%
和9.6%，部分弥补了传统市场需求不振带
来的影响。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
示，我国外贸稳中向好势头进一步延续。
国务院近期出台新的推动外贸稳规模优
结构政策措施，有助于提振外贸企业的
信心和活力，推动全年外贸促稳提质。

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5.8%

5月9日，货轮停靠在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装卸货物（无人机照片）。
今年以来，宁波舟山港作业繁忙，港口运输生产实现平稳增长。据统计，宁波舟山港4月份完成集

装箱吞吐量312.64万标准箱，货物吞吐量1.14亿吨，较前几月稳步回升。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5月 9 日，在“水木莫干山”蔬菜工厂工作的龙胜
村村民在采摘成熟的番茄。近年来，德清县阜溪街道
龙胜村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经济，转变单一的种竹挖
笋模式，相继引进“水木莫干山”蔬菜工厂、中药材基
地、早园笋精品园等，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村
民共同富裕。

近年来，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坚持绿色发展，保
“绿水青山”，建“金山银山”。该县依托优美山水风光、
利用传统人文资源、融汇生态观光农业、依附休闲度假
项目，完成118个行政村的和美家园精品村创建，和11
个省级以上美丽宜居示范村，并高标准建设10条各具
风情的景观线，全力打造“全域美丽、城乡一体、乡风文
明、生活美好”的美丽乡村升级版。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德清：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记者王明
浩 郭宇靖 阳娜）伴随一揽子扶持措施
落地见效、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北京中小
企业保持强劲韧性和活力。最新统计显
示，一季度，全市日均新设中小企业740
多家。一批专精特新企业脱颖而出，引领
首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
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在
北京，中小企业创造全市约一半营收和
六成以上就业。虽有疫情等影响，但总体
上仍逐年增长。

北京市经信局中小企业处处长杨靖国
介绍，2020年起的3年，北京新设企业分别
为 18.6 万家、23.8 万家、24.68 万家，其中
99%以上为中小企业。2022年达到10年来
最高值。新设中小企业中，“科技型”占半
数，同比增长12.21%。全市注册企业数量3
年间持续上涨，净增25.4万家，截至目前总
数已突破200万家。

来自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和市经信局的
数据显示，1 至 3 月，北京新设企业 6.8 万
户，同比增长21%，平均每天755家企业诞
生，日均新设中小企业超740家。

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北京中小企业
何以“逆风上扬”？

“企有所盼，我有所办。”北京设立各类
经营主体“一网通办、一天办结”。打造“指
尖上的企服平台”，98%以上市级政务服务
事项“全程网办”。

降本减负，用好政策“工具箱”。市里
印发“助企纾困 18 条”“稳经济 45 条”等
系列帮扶措施，去年新增免减退缓税费
超2000亿元；建立“融资纾困直通车”，中
小企业融资成本持续降低；推进歇业备
案制度，企业经营困难自主歇业，根据需

要随时恢复营业。
专属“服务包”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实

施首都强链筑基工程；将科技型中小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至100%；为专精
特新企业配备服务管家……

在政策惠企、服务助企、金融暖企、创
新强企的“组合拳”下，北京研发投入强度、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持续领跑全国，累计
培育市级专精特新企业 6031 家，国家级

“小巨人”企业588家、数量居全国各城市
首位。全市中小企业运行持续向好，发展指
数去年12月以来连续4个月上升。

北京日均诞生740多家中小企业

在刚结束的“五一”假期，西安旅游
人气高涨，共接待游客1330.51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107.46亿元。根据携程发布的

《2023年五一出游数据报告》，西安成为十
大旅游热门目的地之一。在厚重的历史文
化氛围滋养下，身着唐装汉服畅游古都正
在成为西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衣裙轻舞，环佩叮当，巧笑倩兮，花
钿灼灼，身穿汉服的“00后”游客李月婷
感慨道：“西安和唐装汉服的适配度太高
了！”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喜爱，这个“五
一”假期，她和好友选择到西安来一场

“穿越之旅”。迎着阳光，李月婷对着相机
笑意盈盈，快门轻启，镜头里这个身着红
色对襟齐胸襦裙古装的女孩自信从容。
不远处，大雁塔在一片绿意簇拥中矗立。

近年来，随着以“00后”为代表的消
费群体崛起，“沉浸式旅游”逐渐成为旅

游新风尚。其中，“汉服体验”是最热门的游
玩方式之一。西安大唐不夜城的工作人员
介绍，今年以来街区体验唐装汉服的游客
明显增多，目前街区共有4家汉服体验馆，
提供服饰、妆面、跟拍一条龙服务。

大唐芳华汉服体验馆的店主华莉莉度
过了一个异常繁忙的“五一”假期，她的汉
服体验馆就位于大唐不夜城。“从春节开
始，‘汉服体验’的热度就一直在持续。一方
面是因为西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游客
提供了浓重的‘穿越’氛围，另一方面也体
现出当代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在持续
升温。”华莉莉说。

唐装汉服轻舞，激活了西安文旅融合
的新路径。在“汉服体验”热度下，位于西安
市莲湖区的一洲商城成为游客旅游消费打
卡的“新地标”。

“随着文旅市场的强势复苏，2022年我们

将主营业务由演出服租赁转为‘汉服体验’，涵
盖服饰、妆面、跟拍等全环节。2023年初至今，
商场里的汉服体验馆已经由20余家发展到
近百家。”一洲商城的负责人唐一洲介绍。

对以唐装汉服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喜
爱持续升温，为文旅行业不断注入新动能，
也促进相关从业者实现转型：34岁的东北
姑娘邱妍辞去了传统服装行业的工作，在
西安开了一个汉服体验馆；出租10余年演
出服的徐艳杰迅速将主营业务调整为服
装、化妆、造型一条龙，并雇了10余名化妆
师；37岁的摄影师刘瑞也将传统肖像摄影
业务拓展为汉服跟拍……一条“汉服体验”
的旅游新业态在古都西安历史文化的滋养
下正逐渐完善。“‘五一’期间最多的一天就
接了40多单汉服跟拍业务。”刘瑞说。

“‘汉服体验’的热度也促进了传统文化
的传播与传承。比如借由各地举办的汉服出

游活动，花朝节、上巳节等传统节日开始被更
多人熟知，云锦、缂丝等传统工艺也让越来越
多的人产生兴趣。”汉服爱好者宋楠说。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4月25日，一场由大唐不夜城联动陕西服
装工程学院及多家高校社团承办的“长安
上巳节”华服走秀及花车巡游活动拉开序
幕，幼童至银发皆身着锦衣华服，为游客奉
上一场视觉盛宴。

“这次走秀我们集中展示汉、唐、宋、明
各色传统服饰，以华服之美回望千年文明。
汉衣雍容古朴，唐装华丽多彩，宋服素雅柔
和，明装精致优雅，都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髓和独特魅力，引发游人对文化自信
的共鸣。”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服装表演专业
老师贺京霞说。

新华社西安5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 雷肖霄 蔡馨逸

唐装汉服轻舞 激活文旅融合新活力

五月，苹果花正繁，“金牌果农”杨文
辉正在新栽的苹果矮砧密植林里疏花。

“现在果农有技术、受认可，脸上有光，思
路活泛，种苹果从‘下苦活’变成轻松体
面的‘职业选择’。”说话间，他已将枝头
的繁花摘拣匀称。

苹果，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引以为
傲的富民作物。上世纪80年代至今，当
地已规模栽植苹果树上百万亩，果品收
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以上，超10
万人从事苹果产销。为推动高质量就业，
静宁县人社局于 2021 年推出“静宁果
农”劳务品牌，果农吃起“职业饭”。

杨文辉告诉记者，传统果农没有管
理、营销概念，身份认同感不强。“以前培

训只是统一科普‘怎么种’，果农吃不透精
深的理论，又不敢轻信‘土专家’和客商，只
能守着老园子、用着‘土法子’，亏损、气馁、
心酸是常事。”杨文辉说。

为提升果农综合能力，当地编了趣味
口诀，丰富培训内容，根据果农个人需求

“菜单式”授课，考核合格后发放证书。“系
统学习后，才发现一棵果树从定杆到丰产
有许多讲究。”杨文辉受益匪浅、边学边做，
20 亩果园的产量、优果率稳步提升，顶峰
时创收50多万元。

杨文辉干出了成就感。2022年起，他两
次参加当地人社局举办的“静宁果农”劳务
品牌培训暨乡村振兴技能大赛。“头一年得
了铜牌，今年再接再厉，终于夺金。”杨文辉

说，参赛不只为证明自己，也是给所有果农
打气，“依靠技术，农民也能有自己的事业。”

如今，杨文辉获得农民技术员初级职称，
优先参与各类培训、讲座和考察活动，视野更
加开阔。他在全村带头建起适宜机械化作业
的苹果矮砧密植林，闲暇时还会直播宣传果
品。“我想继续尝试新的品种和种植模式，朝
中级、高级职称努力，带动更多人种苹果。”

“在静宁，大批像杨文辉这样熟悉基层
情况、富有实践经验的果农等待被挖掘。我
们评选了金、银、铜牌果农300多名，为近
千名技术骨干评上职称，希望让‘静宁果
农’的身份标识吸引、惠及更多人。”静宁县
人社局局长周浩仁说。

务果近30年的“土专家”李随省，曾因

自学成才，技术不被认可，2021 年获得农
民农艺师职称后成了“大红人”。“现在人人
抢着学技术，我‘转正’后，经常赶场子讲
课，课后还有很多学员打电话问问题。”

“静宁果农”还带动了当地劳务市场的
发展。周浩仁告诉记者，许多拿到培训证的
果农，组建果业技术服务队，创造劳务收
益。3万多名富余劳动力经过定向培训，进
入苹果加工工厂就地就近工作。重点乡镇
还建起劳务服务港，为县内外大量季节性
务工人员提供培训、住宿等服务。

苹果“链”上，涌现更多能干自信的“新
农人”。

新华社兰州5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紫轩

拿奖牌 评职称 苹果树下“新农人”

宁波舟山港：吞吐量稳步回升

（上接第一版）
“大家看一看，现在展示的是我们分水塘村民自家

产的蜂蜜，采集的都是大山里的百花蜜。”在分水塘村
的“橙心青创”共富工坊，村民张丽燕热情地介绍着手
中的特色产品，通过直播平台推介分水塘的红色文化
和优质农产品。

陈华仙是分水塘村村民，这些年她在陈望道故居
做讲解员。她说：“看着老家一天天变美、邻里关系日益
亲近，我的生活过得也是十分舒心。”

如今，义乌越来越多的村庄成了绿色生态的富民
家园，走上了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良性循环。一
个个特色鲜明又接地气的共富工坊，实现了乡村产业

“衍生”，让乡村发展后劲更足，村民生活得到了保障，
日子自然越过越好。

如今，城乡融合美如画，共富共享新蓝图。一个城
镇繁华、乡村和美、生活幸福的商城扑面而来。

城乡“蝶变”绽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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