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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提

供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规模以上制

造业生产稳步加快，增加值较上年增长

5.0%，增速较上年加快 2.0 个百分点。

特别是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方向升级取得了明显成效，实现量的

增长和质的提升，新动能不断聚集增

强，有力推动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装备制造助推“高端化”。 2023
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生产保持良好

态势，助力工业产业不断优化结构、转

型升级。全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较上

年增长 6.8%，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2.2 个百分点，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

率接近五成；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为 33.6%，较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

其中汽车、电气机械行业增加值两位数

增长，分别增长 13.0%、12.9%，较上年

分别加快 6.7、1.0 个百分点。从产品

看，动车组等“大国重器”产量分别较上

年增长 63.2%，半导体存储盘、光电子

器 件 等 电 子 类 产 品 产 量 分 别 增 长

49.7%、12.5%，高温合金、海绵钛等高端

金属材料产量分别增长 18.1%、12.2%。

科技创新提升“智能化”。 2023
年，制造业“智能化”持续推进，带动自

动化相关行业生产较快增长，其中电子

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集成电路

制造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29.8%、

10.3%；随着智能化深入生活，智能设备

制造有关行业生产保持高速增长，其中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

造增加值分别增长 60.0%、20.5%；高技

术仪器仪表生产加快助力各行业智能

化发展，其中地质勘探和地震专用仪器

制造、运输设备及生产用计数仪表制造

增加值分别增长 27.6%、12.9%。从产

品看，3D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

化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6.2%、23.3%。

新能源产品引领“绿色化”。2023
年，制造业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的绿色产业体系，新能源产品日益成

为新增长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

池、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等“新三样”

产品产量快速增长，较上年分别增长

30.3%、54.0%、22.8%。在能源绿色转型

引领下，充电桩、水轮发电机组、风力发

电机组、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等相关产品

生产高速增长，产量分别增长 36.9%、

35.3%、28.7%、22.0%；绿色材料供给增

加，多晶硅、单晶硅、太阳能工业用超白

玻璃、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生物基化

学纤维等绿色材料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85.1%、62.7%、58.6%、57.1%、50.7%。

总体来看，2023年，我国制造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成效明显。

但也要看到，制造业发展仍面临一些

挑战，如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尚未做到

完全自主可控，部分新兴产业存在重

复布局和内卷式竞争等。下阶段，要

继续聚焦“三化”转型方向，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加快数字技术赋能、强化绿

色低碳发展，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新

引擎。 侯静

2023年我国制造业“三化”发展步伐加快
助力新动能成长壮大

新春走基层最新发布

本报讯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工作要求，进一步夯

实普查登记数据质量，广东省经普办近

日赴惠州、东莞等五经普任务较重地市

的基层，实地调研个体户、经联社、企业

等调查单位现场登记工作。

调研组先后走访网约车司机等新

业态个体户以及居民服务业、商贸批

发零售等传统个体户，详细询问不同

业态调查对象的经营情况、人员构成、

成本效益等，重点了解个体户集群注

册市场采购主体的运作方式、工作流

程、服务特点，细致分析个体户普查登

记填报数据的准确度、匹配度以及合

理性。

期间，调研组还深入社区座谈交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模式、营收构

成、资产折旧、成本费用以及五经普经

营数据的填报情况、填报过程遇到的痛

点难点，实地调研4家高科技企业，了解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情况、服

务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方式等情况。

调研组要求，春节临近，要继续抓

好普查登记工作进度，优先摸查登记抽

样个体经营户，积极联系对接企业进行

布表，持续推进普查登记工作。要严把

数据质量关。利用普查登记系统的审

核公式查找数据质量问题；做好统计台

账，实时监控数据填报进度和质量；比

对分析数据，对填报数据的合理性、逻

辑性、各指标的奇异值等要严格把关，

确保普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

性。及时了解登记情况解决问题，在普

查初期阶段，各项工作属摸石头过河，

要尽早发现问题，纠正偏差，防微杜渐，

为后续普查推进提供经验。 徐晖

广东经普办调研推进普查现场登记

据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杭州

铁路物流中心统计，今年1月份，

浙江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110 列，

发送货物1.2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26.8%，迎来首月“开门红”。图为

浙江省铁路金华南货场海关监管

作业场，一列装载 110 个标箱日

用百货、电动工具等货物的中欧

班列启程驶往俄罗斯。

中新社供图

中欧班列迎来
首月“开门红”

■ 新华社记者 齐雷杰

上午 9点多钟，河北省元氏县南佐镇东南街村的南佐大集上已是

熙熙攘攘，人流如潮。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羊杂汤、油炸糕、

糖炒栗子等美食的香味弥漫在空中。各式各样的摊位沿街道两侧依次

摆开，货品琳琅满目。

1月 31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一，是春节前南佐大集最热闹的一个集

日。一大早，十里八乡的摊贩和赶集的人们便蜂拥而来。南佐大集起

源于明朝嘉靖年间，在民间有着“太行第一集”的响亮名号。春节临近，

大集更显热闹非凡，烟火气十足。

“我这儿卖的都是自家产的物件，没啥成本。赶赶集挣点钱，就能

贴补一下家用。”封照村村民王志民一大早就和老伴在集上摆开了摊

位。花椒、辣椒、红薯、玉米面、粉条、核桃等农家土产，都摆放在摊位上

供人挑选。

悠久的历史和浓浓的“乡土味”，让南佐大集成为周边地区群众的热

门购物点、打卡地。南佐镇党委书记杜彦武说，这里是“东出华北平原，西

进太行山区”的交通要道。每逢赶集日，周边群众便蜂拥而至，聚集在此

买卖交易。方圆几十里内的群众都来赶集，甚至不乏外省市摊贩和顾客。

记者随着大街上赶集的人流缓慢移动，两侧摊位上货品令人目不

暇接。柿饼、核桃、红枣、年糕、猪肉、熟食等山货年货，大葱、白菜、洋

姜、草莓等蔬菜水果，手工粉条、挂面、酸枣面等地方特产，荆条编的背

篓、手工做的布鞋、现场制作的擀面杖等，应有尽有。

上午11点多，东南街村养殖户王立杰摊位上的羊肉已经售卖一空，购

买羊肉的顾客依然围着热情不减。制作手工挂面的商贩李肖宾，已卖出

挂面100多斤。“大集上大部分摊位卖的都是农户自家种植、养殖或制作的

物品。”东南街村党支部书记李豪说，依托大集，农家土产有了销路，老百姓

有了增收门路。平日里每个集有数千人，春节前能达到两三万人。

土味十足的原生态大集，不仅是农村群众的“露天超市”，也成为不

少城市居民的购物地。一些城市居民驾车或乘坐公交车慕名而来，采

买年货、品尝美食，感受浓浓的年味和烟火气。大集上的摊位超过了

1800个，商贩大都来自元氏、赞皇、鹿泉、井陉等周边地区，也有商贩来

自山东聊城。

除了建设免费停车场、设置休息室、组建南佐大集综合管理办公

室，加强安全、市场秩序等管理服务外，东南街村还申请了“南佐大集”

商标，精选腌猪肉、炒茶面、辣椒酱、红薯粉条、五谷杂粮等数十种原生

态特色产品，统一加工和包装后进行销售。

“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李豪说，他们还将尝试跟电商

平台合作，把大集“搬到”网上，拉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太行第一集”里的
乡村振兴新图景

数 读

1.24 亿户

截至2023年底我国个体工商户达1.24亿户

本报讯 从国新办举行的“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2023 年底，全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

1.24亿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 67.4%，支撑近 3亿人就业。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全国新设个体工商户

2258.2万户、同比增长 11.4%，个体工商户发展总体平稳，活跃度和营收

水平实现双提升。下一步，在提升个体工商户发展质量方面，市场监管

总局将全面推进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建成全国统一的“个体工商户名

录”，推动出台更为精准的政策措施。

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2023年全年平均为51.8%

本报讯 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2023年全年平均为 51.8%，高于 2022年 3.2个百分点。

2023 年我国物流市场实现恢复增长，具体来看，快递业务量达

1320亿件，连续十年稳居世界第一；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 39.1亿吨，再

创历史新高；民航货邮运输量 735万吨，基本恢复至 2019年水平。截至

2023 年底，我国 A 级物流企业达到 9600 家。2023 年我国物流 50 强企

业物流业务收入合计超过 2.3万亿元，千亿级规模企业已经达到 5家。

去年入冬以来我国取暖救助惠及485.1万户

本报讯 从民政部获悉，2023年入冬以来，民政部门指导相关省份

抓实抓细取暖救助工作，及时发放取暖补贴，提供棉衣棉被、燃料等御寒

物资，会同有关部门减免困难家庭采暖费，确保困难群众安全、温暖过

冬。各地实施取暖救助惠及困难群众485.1万户，支出资金19.1亿元。

此外，民政部扎实开展流浪乞讨人员“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

全国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累计出动街面巡查人员 43.7万人次，出

动救助车辆近 15.2万台次，发放各类御寒物品、食物 13.5万件，救助各

类临时遇困人员 19.5万余人次。

51.8%

485.1 万户

■ 新华社记者 徐壮

黄土高原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彭

堡镇曹洼小学传来阵阵歌声。与羊群相

伴长大的学生海洋，正通过教室里可触

控的“智慧黑板”学习厦门六中合唱团演

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一根网线，将

他与城市孩子连在一起，同唱一首歌。

中国的数字教育成长有多快？日

前，在上海举行的 2024 世界数字教育

大会传来消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

布的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显示，3年

间中国排名从 24位跃升到 9位。

要知道，2011年时，我国中小学互

联网接入率还不足四分之一。直到

2020 年底，中小学（含教学点）才实现

互联网全接入。

过去 3年，我国教育数字化“奔跑”

起来。通过大力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

战略行动，一根网线翻山越岭，搭“桥”

铺“路”又造“梯”，帮助中国进入世界数

字教育引领者行列。

这根网线搭的是座什么桥？

在我国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实现教

育公平是人们的夙愿。数字教育搭起

一座跨越数字鸿沟之桥，赋予“海洋”们

走向世界的能力。

靠着一根网线，越来越多一流教育教

学资源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

台，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

“同步教学”，越来越多高水平大学课程通

过“慕课西部行计划”实现“好课西北飞”。

这根网线铺的是条什么路？

作为一个拥有 51 万余所学校、2.9

亿多在校生的教育大国，中国怎样办教

育，备受关注。数字教育的中国实践，

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 2024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国

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版正式

上线。来自清华大学等百余所高水平

学校的课程通过这一平台“扬帆出海”，

走上通往世界舞台之路。

这根网线造的是部什么梯？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发

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

确提出，建立老年教育资源库和师资库。

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老年教

育公共服务平台已有线上注册用户

234.1万人，服务 5640万人次学习。

从老年教育，到特殊教育，再到职

业教育……数字教育的愿景里，不让一

个人被落下。

教育的数字化之路，也并非坦途。

同济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庆华就表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已

成为必然趋势，人们应当坚守教育初

心，防止技术凌驾于育人之上。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2023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总

监安娜·克里斯蒂娜·达迪欧也强调，人

工智能为教育系统创造了机会，但需确

保学习者的利益得到优先考虑。

说到底，教育是塑造灵魂的事业，

再先进酷炫的教育手段，都得为人所

用、造福于人，才称得上以人为本。

随着我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推

进到第 3年，人们期待更普惠、更安全、

更聪明的数字教育，你我都在其中，人

人皆是主角。

进入世界十强！中国数字教育“更有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