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 读

4732.1 亿元

2023年 5月 日 星期五
第7323期 每周一至五出版 今日 4 版

26
本报公众号 本报订阅

http://www.zgxxb.com.cn
http://paper.zgxxb.com.cn（数字报）CHINA INFORMATION NEWS

国家统计局主管
中国信息报社主办/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123
邮发代号：1-135

值班主任：关逸民 责任编辑：陈宁 新闻热线：（010）63376711

本报讯 近期，陕西省统计局深入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系列活

动，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陕西局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读书班。读书班强调，党员

干部要切实抓好理论学习，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

践要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要大兴调查研

究，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

实际、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要更加自觉践行新发

展理念，扎实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要发扬自我革命精

神，刀刃向内，深入检视整改。要强化作风能力建设，

打造高素质统计干部队伍。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

作责任，注重统筹结合，加强宣传引导，有力有序推进

工作，确保主题教育不虚不空不偏，取得实效。

为进一步强化青年干部理论武装，加大对青年干部

的培养力度，引导青年干部坚定正确政治方向。陕西

局制定了《2023年度青年干部理论学习小组安排》，以

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形式，不断提升统计青

年干部队伍的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努力建设信念

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的统计青年干部队伍。举办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暨“五四”青年节活动，立足统计工作实际，明确

提出统计青年干部要胸怀“国之大者”，坚持“为国统

计、为民调查”，增强做好各项常规调查和大型普查调

查的本领，增强用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反映人民对美

好生活向往的本领，增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本领；

要从主题教育中汲取推进统计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智

慧，持之以恒推动高质量“数库”建设和高水平“智库”

建设，增强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发展的本领。

陕西局将引领全体党员干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

积极投入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中，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坚定理

想、锤炼党性、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努力

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 麻佳杰

又讯 自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

把牢“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坚

持“原原本本学、结合实践学、带着问题学”的工作思

路，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有序开展理论学习，为海

南统计调查高质量发展、服务海南自贸港汇聚起磅礴

的精神动力。

根据主题教育方案安排，海南总队为各党支部、

所有党员干部第一时间配齐必学和选学书籍，通过

“三会一课”、理论中心组学习等形式，组织总队领导

班子和机关处级以上干部逐字逐句读、原原本本学，

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主要内容，准确把握包括“六个必须坚持”在内的立

场观点方法。

海南总队在开展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方面突出多维

立体，注重创新学习载体。一是学习主题多覆盖。通过

举办读书班、自学等形式，从全面系统学到聚焦问题针

对学，再到联系工作重点学，不满足学过了，坚持学到

底，真正做到深化、内化、转化。二是学习形式多样化。

围绕主题教育读书班，海南总队充分打造线上线下两阵

地、请进来走出去两形式、党日活动专题调研两载体，完

成“必选动作”，丰富“自选动作”，引导党员干部带着思

考学，切实提升学习质效。

海南总队把大兴调查研究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

内容，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

系列重要论述，突出问题导向，注重学习成果转化，

把调查研究同统计基础数据收集、季度信息分析、专

题调研紧密结合起来，坚持把开展主题教育同做好

统计调查工作结合起来，坚持以强化理论学习指导

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海南调查事业高质

量发展。 吴舒婷

陕西局强化理论武装助力成果转化
海南总队以学促干服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第

一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通报北京市五经普工作进展情况并部署下一步

工作。

会议指出，五经普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

力调查。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生动实践；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的内在要

求，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统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把脉全市经济走

势、服务宏观决策的重要举措。

会议强调，五经普是对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全方位摸底、高

精度扫描、深层次体检，要紧紧锚定目标任务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普查各

项工作。要全面摸清全市经济家底，更好把握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

系，加快推进数据开发应用，着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为北京率先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提供优质高效的普查数据服务。

会议要求，北京市经济普查办公室各成员单位要深刻认识五经普

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五经普目标要求，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加强组织

领导、强化密切协作、广泛宣传动员、严肃普查纪律，共同组织实施好五

经普，圆满完成普查各项任务。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代表北京市经济普查

办公室成员单位就本部门开展经济普查相关工作作了交流发言。陈玲

北京市研究部署
五经普相关工作

前4个月邮政行业业务收入
累计完成4732.1亿元

本报讯 据国家邮政局信息，1-4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

成 468.0 亿件，同比增长 13.7%。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371.0 亿

件，同比增长 17.0%。前 4个月，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

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 4732.1亿元，同比增长 12.1%。其中，快递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3514.4亿元，同比增长 12.2%。

2022年生态环境部门
排污许可领域实施行政处罚1.7万件

本报讯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各级生态环境部

门开展各类排污许可执法检查 53.8万次，实施行政处罚 1.7万件，有效

震慑违法行为。

从生态环境部获悉，近年来，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全面落实《关于加

强排污许可执法监管的指导意见》有关要求，不断深化《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实施，持续加大对排污许可领域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 孙奕

餐馆点菜不“光盘”、外卖吃不完就扔……有人认为，只要花的是自己

的钱，怎么吃是私事，餐饮“消费”不能算“浪费”。事实上，杜绝餐饮浪费是

利国利民的大事，从“小餐桌”到“大社会”都必须厚植勤俭节约的理念。

莫让舌尖消费变浪费，要忌“无所谓”心态。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餐饮消费虽是个人行为，但节俭的餐饮风尚却和公民的社会责任息

息相关。从源头看，中国人多地少，尽管我国粮食产量连续超过1.3万

亿斤，总体上粮食安全有保障，但粮食供求中长期仍是紧平衡态势，粮

食安全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从产业链看，无论是粮食生产还是

物资配送，无论是食品加工还是厨余处理，舌尖上的消费都不能归结为

顾客扫码结账这样简单的一次性动作，任何微小的浪费都可能累积成

触目惊心的数字，对粮食“有所谓”方能筑牢构建节约型社会之基。

莫让舌尖消费变浪费，要忌“好面子”心态。中国是礼仪之邦，热情

好客是中国人的传统。有人认为，亲友欢聚把酒言欢，是快意人生的写

照，若餐饮分量、排场、格调跟不上，似乎不足以表达热情。但所谓过分

热情之举恰恰反映出对粮食生产成果还不够珍惜，对劳动者的辛劳还

不够尊重，表面大方，实则浪费。

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一粒粒粮食，承载着中华民族勤俭奋斗的

传统美德，更能折射出崇尚理性、节制的社会风气。精准监督、精细化

服务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展，不断完善的小份菜、单人餐等餐饮消费新

形式受到欢迎，不少餐饮企业设立“节约监督员”建议顾客适量点餐、剩

菜打包，张贴宣传标语提醒厉行节约，在后厨通过提高食材出成率和利

用率减少厨余垃圾……反对餐饮浪费的理念和切实行动在路上。

节约无小事，制止餐饮浪费人人有责。从自身做起，对“舌尖上的

浪费”说不，常抓不懈，把拒绝浪费内化为习惯和修养，才能让勤俭节约

蔚然成风。

莫让舌尖消费变浪费

■ 新华社记者 戴小河

电力数据是反映经济运行的“晴雨

表”和“风向标”。今年以来，随着消费

逐步回暖、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全国多

地用电量增速回升，释放经济恢复向好

的积极信号。

26个省份用电量正增长，4月份汽

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用电

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33.8%和 28.8%，4月

份住宿和餐饮业用电量同比增速达

28.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

和零售业用电增速均超过 25%……一

根根上扬的曲线背后，折射中国经济正

在恢复的动力和活力。

全社会用电量持续回升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前 4月全社

会用电量累计 28103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4.7%。

从单个月份来看，1 至 2 月、3 月、

4 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2.3%、

5.9%、8.3%。共有 26 个省份全社会用

电量实现了正增长。

“4月全社会用电量增速进一步上

升，一方面由于上年同期多地受疫情影

响，用电基数较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企稳回升复苏加

快。”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

长杨昆说。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351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0.3%；第二产业用

电量 186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第

三产业用电量 4852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4268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0.3%。 （下转2版）

从电力数据积极信号看经济复苏向好态势 1.7 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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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涵北京报道 新信息技

术带来的数字经济高速发展，迫切需要

法治规范、促进和保障。近日，中国社

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 2023 年《法

治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蓝皮

书》指出，2022 年，中央加强网络强国

战略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顶层制度设计，

全面推进地方数字立法，同时也加快统

一立法数据库建设。

《蓝皮书》显示，为推动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地方加快数字立法

步伐，出台数字条例，为数字经济强省

（市）提供法治保障。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我国有 21个省份颁布了 25个数

据相关条例，地方数字立法省级覆盖率

达到 67.74%，其中 2022 年之前进行数

字立法的有 12个省份；2022年有 11个

省份，除山西省、浙江省外，有 9个省份

是首次进行数字立法。除了省级人大

常委会之外，地市级立法机关也探索进

行数字立法，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贵阳、深圳、广州、厦门、南昌 5 个城市

出台了数据条例。综合省市两级，地方

数字立法继 2020 年、2021 年快速升温

之后，2022年年度立法数量达到峰值。

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蓝皮书》指出，

近年来，“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迅猛，

成效显著。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持续

深化执法信息化建设，已建成执法办案

管理中心3049个，建成率达99.3%，有效

提升执法办案质效。持续推动政府数

据开放共享。2022年，国家深入推进政

府网站集约化建设、政务新媒体矩阵建

设。2022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

南》，就整合构建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

体系作出部署，推进政务数据有效利用。

在数字司法建设方面，《法治蓝皮书》

指出，2022年，人民法院逐步建成在线诉

讼、在线调解、在线运行“三位一体”的互

联网司法规则体系，不断拓展区块链、人

工智能的司法应用场景，推进审判体系和

审判能力现代化。2022年，“人民法院在

线服务”移动端提供网上立案 1071.8万

次，同比增长30.6%；诉前调解成功895万

件，同比增长46.6%，平均每个工作日有

5.4万件纠纷在线调解，每分钟就有75件

成功在诉前化解；人民法院电子送达9264
万件次，同比增长123%；网上保全标的额

达26553亿元，是2021年的2.1倍。数字

赋能重塑检察监督模式。2022年，最高人

民检察院专门成立数字检察办公室。

法治蓝皮书——

地方数字立法省级覆盖率达67.74%

今年由于风调雨顺，气候适

宜，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湛北乡

后楼村的小麦迎来丰收。当地农

民正在抓紧抢收，一片热闹场景。

中新社供图

夏粮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