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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破圈”活力涌动
——从消费主引擎看中国经济后劲

新华社北京7月18
日电（记者 郭宇靖）北京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
前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
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提
升便民服务的通知》，取
消“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
外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
积金”和“使用商业银行
贷款及使用异地公积金
贷款购买北京市行政区
域外住房申请提取住房
公积金”两项仅可单位经
办人办理的要求，进一步
优化住房公积金归集业
务服务流程。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通知，目前住房公积
金所有提取事项已均可
由提取人本人申请办理。
其中 9 项已实现全程网
办“零跑动”，建议提取人
无需通过中介机构，亲自
使用北京住房公积金网
网上平台办理提取业务。

此外，通知还要求进
一步简化办事材料，优化
业务办理环节。例如，个
人办理租房提取业务时，
如租房发票信息齐全，无
需再提供租房合同。同
时，职工本人及配偶在京
无自有住房且租房居住
的，只提供无房产证明
的，可以每月提取 1500
元的方式，按季度提取住
房公积金。

此外，北京还进一步
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住房公
积金单位登记开户、住房公积金
单位及个人缴存信息变更、购房
提取住房公积金、开具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还清证明、
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等服务
事项“跨省通办”。

夜幕降临，璀璨光影中，“芙
蓉园”的景、“九眼桥”的潮、“音乐
坊”的雅别具韵味。2021中国都
市夜间经济与消费升级大会7月
16日在成都落下帷幕，其间，50
余位嘉宾参加夜游，他们感叹天
府之国城市魅力之余，也为活力
涌动的夜间经济点赞。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
下，重新点亮的夜经济成为消费
复苏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随着我
国经济复苏稳中向好，消费市场
也在持续回暖：1至6月，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3%，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9%，两年平均
增长4.4%。

“消费拉动作用增强。上半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61.7%。”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十四五”新开局，消费引擎
如何支撑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
擎。今年以来，我国城乡消费市场
逐季改善，恢复态势进一步巩固。

特别是二季度，国内疫情防
控形势好转，在“五一”、端午假期
消费回升等因素带动下，消费需
求稳步释放，此前复苏缓慢的餐

饮、旅游出行等，也纷纷加快复苏
脚步。

数据显示，上半年，餐饮收入
同比增长 48.6%，餐饮消费规模
已基本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
民航完成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长
66.4%，恢复程度为2019年同期
的76.2%。其中，二季度餐饮收入
同比增长29.5%，民航旅客运输量
则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9.0%。

数据明显提高的同时，消费
正扩容升级，新业态、新模式的
加速“破圈”，积极助推消费活力
绽放。

——消费市场更加细分，新
国潮不断“圈粉”。

新品牌集体爆发！今年的“天
猫618”成绩单传递“出人意料”的
信号。在与“前辈们”同台竞技中，
459个“草根”品牌“逆袭”登顶细
分行业冠军。

从智能猫砂盆到宠物口腔清
洁，从“肥宅快乐水”到“吨吨吨吨
吨”小甜酒……新品牌的亮眼战
绩不仅吸引了8亿消费者用“购
物车”投下信任票，也成为投资人
密切关注的“潜力股”。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许光建看来，疫情刺激下，

升级消费不断拓展，“破壁”“出
圈”“豹变”等一系列创新型消费
已经成为消费新的增长点。

——消费模式日新月异，新
场景应接不暇。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旅
游企业跨界做电商、银行APP跨
界搞直播、加油站跨界卖蔬菜……
受疫情影响，许多消费新场景持
续涌现。

未来还将有这样一种超市，
让你“欲罢不能”：只需扫描进店，
拿走商品时无需结账，出店那一
瞬间，手机自动完成扣款。这就是
不久前在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上亮相的智慧商店。

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带来精
准、方便、快捷的智能生活，直播
带货让你足不出户也能实现“买
买买”，AR、VR、高清巨幕、球幕
等技术融合打造出全方位沉浸式
体验……不断“刷新”认知的新场
景，激发出消费新需求，释放出消
费新潜力。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
萍表示，这些变化将对供给端产
生新的牵引力，促进供给方式变
革，增加有效供给，有利于供需之
间的良性循环，并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
——消费趋势个性多元，新

群体已然崛起。
一个富有活力的消费市场必

须有强有力的消费主体支撑。适
应消费升级新趋势的“主力军”在
哪里？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商业
模式的“宠儿”、各大应用瞄准的

“香饽饽”；他们容易接受新鲜事
物，愿意为新兴消费买单。他们就
是中国“Z世代”（1995年至2009
年出生）。

离开校园走上社会，从没有收
入变成有稳定收入，他们正在取代
千禧一代（1984 年至 1995 年出
生）成为新的消费主力军。他们生
活环境更优越，并伴着互联网长
大，对商品有了更多维度的追求，
更讲究个性化、多元性主观体验。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分析认为，
“90后”已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当前中国主力消费群体持续年轻
化，正向“95后”“00后”转移。

逐步熟悉网络消费模式后，
消费能力开始显现的“50后”（50
岁至70岁人群）“新老年人”，叠
加“小镇青年”“精致妈妈”“新锐
白领”“都市蓝领”等新“新锐中

产”，庞大众多的消费群体，充分
彰显中国市场魅力。

一方面，既要肯定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的“期中”成绩；另一方
面，更要看到，面对全球疫情持续
演变和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外部
不确定性，消费领域虽逐步回暖
但仍然承压。

超14亿人口，超4亿中等收
入群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明
显，消费升级态势没有改变。

要让消费引擎释放更多后
劲，尤其需要激活国内消费大市
场，强化市场秩序监管，打通消费
领域的堵点痛点，让消费“跑”起
来，从而为经济稳步复苏注入更
多新动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
研究员张燕生表示，当前要强化
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提高居
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缩小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是当务之急。预计下半
年，在疫情继续得到有效控制的
情况下，消费增长的势头将进一
步持续。

（新华社 邹多为 王雨萧 戴
小河）

1985年出生的张凌，最怕冰凌。
年初，一场冰雹，打掉挂了果

的猕猴桃。山里长大的张凌，头一
回望着大山犯愁。他担忧的，不是
自家一亩三分地，是乡亲们的致
富路。

张凌所在的箐口村，地属贵
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猫场镇。大山
深处，村民的经济来源，一度只有
种地和外出务工两条路。20世纪
80年代，村里还流传着“箐口生
得毒，吃水当吃肉。男人不在家，
女人坐起哭”。

连绵层叠的大山，几乎拦住
了所有人生活的“下一站”，贫困
成了休止符。

想致富，哪有门路？
15年前，在猫场镇，大学生

还很稀罕。张凌考上了大学，好消
息却让父母犯了愁。卖了耕地的
老黄牛，家里也没凑齐学费。

3元、5元、10元……乡亲们
愣是捐出一张张毛票，帮他走出
了大山。一位老奶奶，拿出一张皱
巴巴的10元钱，放到张凌手上，
说了句话，让他永远难忘：“这点
钱不够你的学费，等你长大了，回

来帮一下我们。”
大学毕业后，张凌当过保安、

求职时睡过大街，辗转于多个城
市闯荡。2014年，张凌在贵阳创
业成功，买了车、买了房，妻子也
是大学生。

走通了大城市的路，为啥还
要回到穷山沟？“因为山里还没
路！”张凌的回答斩钉截铁。2014
年底，张凌开着小轿车回乡，猫场
镇还是那条泥巴路，车子陷进泥
里，最后全靠村里的小伙儿，才用
绳子把车拉进村。

张凌走进村小，看到校园还
是那么破旧。180多名小学生，多
是留守儿童。二年级和四年级，孩
子都挤在一个屋。张凌给学校捐
了5万元，建了篮球架，翻新了操
场，给每个学生发了新书包。校领
导说的一句话，却让张凌陷入深
思，“给孩子捐钱，是献了爱心，但
不解决根本问题”。

学习是为了走出大山，也是
为了回报大山。拔穷根，不能靠把
钱送到人手上，更要把乡亲们领
上致富路——张凌“回家了”。
2017年3月，村两委换届，张凌当

选村主任。从此，箐口村有了“有
知识、懂管理、会经营”的带路人。

山坳坳，怎么变“绿色银行”？
张凌想到了“甜蜜”的事业。猫场
镇的土壤呈弱酸性，正好适合种
猕猴桃。他左右动员，乡亲们还是
将信将疑：“种苞谷，养大牛多好，
猕猴桃能当饭吃？”张凌决定，先
种给乡亲们看。关系好的亲友，他
逐个上门，最终发动32户，种下
270亩猕猴桃。

海拔高、温差大，猕猴桃的口
味特别好，一路销往北京、上海。
看到真金白银的回报，村里的叔
叔伯伯都愿意跟着张凌干。几年
时间，荒芜的山头，种满经济果
林，猕猴桃种了1800多亩，还有
李子2200亩、茶叶800亩和樱桃
500亩；中华蜂在林间飞舞，“甜
蜜事业”也起来了。

“猕猴桃好，也怕大山深。”张
凌借鉴创业时的经验，以“箐口”
为谐音注册了“沁口”商标。箐口
村的绿色产品，有了“身份证”。村
民人均年收入也从 2014 年的
2000多元增长到1.2万元。

在张凌的带领下，几年光景，

穷旮旯有了大变化，2019年年底
箐口村整村脱贫。当年11月，张
凌获共青团中央、农业农村部授
予的第十一届“全国农村青年致
富带头人”荣誉称号。

2018年，张凌光荣加入中国
共产党。在他心里，合格的共产党
员，要“摸着良心、出于公心、不忘
初心”。他在村里办起“脱贫攻坚
讲习所”“农民夜校”。经济脱了
贫，思想更要脱贫。农业致富经在
村里落地生根，党的好政策更要
及时宣讲。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张凌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望着面貌一新的箐口
村，他下定决心要以讲话精神为
指导，把绿水青山保护得更好。今
年底，张凌计划给猕猴桃果林装
上防雹网，保护幸福果不再受冰
凌侵扰。

除了张凌，回到村里的年轻
人也越来越多。扎根乌蒙、反哺家
乡，勤劳肯干的人终能让幸福

“飞”进来、传下去。
（新华社 刘晶瑶 梁文雅 潘

德鑫何凡梅元龙）

“天府相册——
百年成都图片展”
在成都博物馆开幕

本报讯（记者 李林晅）7月 15
日，“天府相册——百年成都图片
展”亮相成都博物馆。169张记录
成都百年光阴的照片，展示出了成
都独特的城市气质，是成都人珍贵
的城市记忆。

展览通过“知·水”“乐·城”
“迷·物”“踏·歌”四个单元，分别从
历史韵味、建筑风貌、休闲娱乐、时
尚人文等方面，展现了成都与时代
同行的发展轨迹。一张张照片勾勒
出了成都“创新创造、时尚优雅、乐
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城市精神。展
览将持续至年底。

据了解，今年4月，成都博物
馆启动了“天府相册——百年成都
图片展”照片征集活动，获得了市
民的积极关注。展览开幕当天还推
出了“寄给 2035 年的幸福回忆”

“城市漫拍”等配套活动。

专家汇聚成都研讨
“中国共产党百年体育
理论与实践”

本报讯（罗园）7月17日，2021
“中国体育史年会暨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
研究（1949—2019）’学术研讨会”
在成都体育学院开幕。

此次研讨会由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文化发展中心和中国体育科学学
会体育史分会主办，成都体育学院
承办，以中国共产党百年体育理论
与实践为主题，采取主报告、专题报
告、圆桌论坛等形式进行。来自四川
大学、成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
学、苏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50
所高校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分别
以《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的思想
来源与理论基础》《早期中国共产党
人的体育救国思想——以陈独秀
毛泽东为中心的讨论》《党史视域
下“中国共产党百年体育问题”研
究的反思》等课题，深入探讨了中
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在体育研究
领域的成就与经验，展望了体育史
学研究创新和发展的新方向。

当天下午，入选本次会议的百
余篇论文作者在6个分会场进行
专题报告，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百年
体育思想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红色体育、军事体育、群众
体育等多项事业的发展。

新华社重庆 7 月
18日电（记者 黄兴）记
者从重庆市人社局获
悉，今年以来重庆保持
就业扶贫原有政策、资
金支持，帮扶力量稳
定，上半年共帮扶76.5
万脱贫人口就业。

重庆市人社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重庆建
立稳岗就业考核机制，
让脱贫人口“出得去、
稳得住、有收入、领补
贴”。为精准帮扶脱贫
人口就业，重庆人社部
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
了专项信息系统，全面
掌握16周岁以上脱贫
人口的就业状况与需
求，针对有就业能力、
就业意愿的脱贫人口
开展“点对点、一对一”
就业帮扶。

在帮扶路径上，主
要为引导脱贫人口外
出务工和就近就地就
业。具体来看，今年上
半年，重庆人社等部门
通过发放留岗红包、组
织“点对点”有组织输

送、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鲁渝
劳务协作等，力促脱贫人口就
业。重庆还明确各区县脱贫人口
公益性岗位规模总量不减，定期
足额发放岗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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