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打开报纸读新乡

2023年11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王志雁 校对：杜家俊 版式：申宝超

重点资讯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4 日向
2023 两岸企业家峰会 10 周年年会致
贺信。

习近平指出，两岸经济同属中华
民族经济，两岸同胞是命运共同体。
两岸企业家峰会是两岸企业及工商界

人士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为促进两
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希望峰会广泛团结两岸
企业界、工商界，为壮大中华民族经
济、增进同胞福祉、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两岸经济合作开辟广阔空间，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奋
斗。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交
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完善
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助力
台胞台企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
发展。希望两岸企业家秉持民族大义，

把握历史大势，勇担时代责任，共同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同创造
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

2023 两岸企业家峰会 10 周年年会
以“新格局中融合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14日在江苏南京开幕。

市场监管总局 11 月 14 日发布的
今年前三季度经营主体数据显示，我
国经营主体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截至
2023年9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
数量超过5200万户，民营企业在企业
总量中的占比达到92.3%。前三季度，
全国新设民营企业706.5万户，同比增
长15.3%。

区域发展更加均衡。前三季度，
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民营企业均
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东部地区
新设民营企业 351 万户，同比增长
12.6%；中部地区新设民营企业 176.6
万户，同比增长16%；西部地区新设民
营企业149万户，同比增长23.3%；东北
地区新设民营企业 29.9 万户，同比增
长7.4%。

民营企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前
三季度，第一、二、三产业新设民营企
业分别为 28.4 万户、111.6 万户、566.5
万户，第三产业占比超过八成。依托
强大市场的优势，与群众生活息息相
关的民生行业持续快速发展，“住宿和
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
零售业”新设民营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40.3%、23.1%和17.4%。

“四新”经济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
新优势。前三季度，新设“四新”经济
民营企业300.4万户，占同期新设企业
总量的四成，其中“新型能源活动”同
比增长最快。截至 2023 年 9 月底，我
国“四新”经济民营企业已经超过
2087.3万户，新经济新业态保持强劲发
展态势。

个体工商户是稳就业、促增长、惠

民生的重要力量。前三季度，随着经
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各项政
策措施叠加发力，全国个体工商户数
量稳步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出现了明
显的复苏势头。

数量质量同步提升。前三季度，
全国新设个体工商户 1719.6 万户，同
比增长11.7%。截至2023年9月底，全
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已达 1.22 亿
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67.3%。随着个
体工商户的发展壮大，今年以来，全国
已有超过7万户个体工商户成功转型
升级为企业。

民生相关行业回暖。前三季度，
新设个体工商户数量百万级以上的行
业主要有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农林牧
渔和居民服务业，分别为 889.5 万户、
251.6万户、136.3万户、134.1万户。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新设个体工商户增速较快，同比
分别增长68.4%、53.1%、41.1%。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前三季度，
全国新设个体工商户的三次产业占比
分别为 7.7%、4.4%和 87.9%，增速同比
分别为 8.2%、7.2%和 12.2%，第三产业
增速最快，数量占比近九成。同期，新
设“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657.4万户，
较去年同期增长16.4%。调查显示，开
展网络直播、微商电商等线上经营的
个体工商户占比较今年初提升了 5.7
个百分点。

外商投资企业是连接国内外市
场、促进经济双循环的重要力量。截
至 2023 年 9 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外商

投资企业（含分支机构，下同）68.4 万
户，较去年底增加1.5%。今年以来，随
着疫情影响的消退，外商投资企业信
心不断恢复，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持续
向好。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稳步回升。前
三季度，全国共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46586户，超过疫情前同期水平。6月、
9 月单月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均超过
6600户，向好势头明显。

服务业恢复较快较好。前三季
度，全国新设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
43193户，同比增长32.6%。其中，住宿
餐饮、批发零售、商务租赁、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等行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7% 、41.9% 、33.2% 、
18.6%。新设高技术服务业外商投资
企业9677户，同比增长11.7%。

外资来源地保持稳定。前三季
度，韩国、美国、日本等仍然是位居前
列的新设外商投资法人企业（不含分
支机构）的外资来源地。新设外商投
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较快的来源地主
要包括俄罗斯、巴西、加拿大、澳大利
亚等国。前三季度，浙江、广东、福建
三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分别增长
112.5%、41.4%和29.3%。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积极发
挥职能作用，依法平等保护包括民营
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合法权益，实施
分型分类精准帮扶、促进个体工商户
高质量发展，营造有利于企业公平竞
争、竞相发展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

据新华社电

前三季度全国新设民营企业706.5万户
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1月16日起，我省机关养老保险、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退休人员持卡人，可通过电子社保
卡支付宝小程序、电子社保卡微信小程
序和社保卡合作银行发卡行APP，同步
申领电子社保卡。

目前，我省电子社保卡已开通养
老资格认证等服务，退休参保群众可
以足不出户，在手机上即可完成每年
度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包含机关养老
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为便于退休人员领用电
子社保卡，减少操作步骤，更便捷地使
用该功能，此次我省开展使用社保卡
领取养老待遇的持卡群众同步签发电
子社保卡工作。

需要提醒的是，持卡人需登录同步
申领渠道并注册为实名用户，经本人同
意后才可正常使用。如已领卡，您可以
通过河南社会保障卡微信公众号、河南
人社APP、电子社保卡微信小程序、电子
社保卡支付宝小程序、各大银行APP等
任一电子社保卡服务渠道申领和使用电
子社保卡，也可登录以上APP或小程序
查询本人电子社保卡，并可使用电子社
保卡“查社保、找工作、临时挂失实体卡、
养老待遇查询、领取职业培训券”等相关
功能。

据《郑州晚报》

11月10日至2024年春节前，我省
将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有力
有序有效做好岁末年初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工作，切实维护农民工工资报
酬权益，持续巩固根治欠薪成果。

我省此次专项行动以落实《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为主线，坚持
源头防欠、系统治欠、依法惩欠、集中
清欠，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政府主体
责任及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形成合力
高效处置欠薪问题。督促用人单位
履行工资支付义务，所有查实的欠薪
案件在2024年春节前全部办结，让农

民工及时足额拿到应得的工资报酬返
乡过年。

我省各地将集中精准排查，摸清
欠薪风险隐患。实行“大数据+铁脚
板”工作法，综合运用信息化等手段，
多部门联合实地排查，紧盯重点项目
企业，全面排查欠薪风险隐患，摸清
欠薪底数，建立台账，逐条整改，限时
化解。畅通维权渠道，全面落实首问
负责制。将进一步畅通欠薪维权“绿
色通道”，对欠薪举报投诉，做到件件
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依法分类处
置，快速化解欠薪问题。把解决欠薪

问题效能作为重要工作标准，对欠薪
问题分门别类、靶向施策，提升欠薪
问题化解效率，依法严厉查处欠薪违
法行为，做好行刑衔接，加大惩戒震
慑力度。妥处欠薪难点，兜牢民生底
线。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切实解决
好重大欠薪信访案件、经营困难企业
欠薪等难点问题，防止矛盾纠纷激化
升级。

我省各地要密切跟进专项行动进
展情况，实行“周调度、月通报”，确保
2024年春节前欠薪线索动态清零。

据《郑州晚报》

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14日电（记
者 恩浩）记者从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
司、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受冷空气
影响，14日上午8时，黄河内蒙古头道拐
河段出现流凌，标志着黄河自即日起进
入2023至2024年度凌汛期。

凌汛是黄河特有的汛情，由于黄河
部分河段从低纬度流向高纬度地区，每
年封冻、开河存在时间差，冬春时期易出
现汛情。今年黄河首凌日期较常年偏早
6天，为2001年以来最早。

目前，水利部和沿线各方已启动防
凌运行机制，加强对河势水情的监测预
警和巡防值守，密切关注凌情发展变化，
并将优化水库实时调度方案，科学调度
骨干水库，做好河道清障，强化工程巡查
与管理，确保黄河凌汛期安全。

黄河进入2023至
2024年度凌汛期

习近平向2023两岸企业家峰会
10周年年会致贺信

我省启动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让农民工及时足额拿工资返乡过年

我省退休参保持卡群众
16日起可申领
电子社保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