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打开报纸读新乡

2025年1月16日 星期四 编辑：杨维捷 校对：杜家俊 版式：夏鹏

重点资讯

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
外卖市场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自2008年成交
第一单外卖到现在，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外
卖市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我
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达5.45亿人，占网民整
体的约五成。这一规模远超其他国家。

实体店迎来新增量、线上新品悄然“问
世”、“银发外卖”热度走高……在扩新店、出
爆品、拓客群中，我国外卖市场活力迸发。

来自中国饭店协会的数据显示：2023 年
我国餐饮外卖市场规模约1.2万亿元，占餐饮
收入的比重升至22.6%，外卖等线上营销模式
已经成为餐饮企业重要的盈利渠道。

“尽管从诞生之初，外卖的发展面临一些
问题，但随着网络外卖平台的壮大和消费者
习惯的改变，外卖不仅是迭代最快的行业之
一，并且不断催生出新的消费增长点。”中国
饭店协会外卖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史晓明说。

以前只是“搬运美味”，现在可以“万物到
家”。依托多元化、智能化配送体系，外卖服
务范围正逐渐从餐饮扩展至商超、日用、医药
等零售品类，变化可谓日新月异。

“外卖不再是单一的餐饮配送服务，而是
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餐饮品
牌、包材企业、原材料供应商、代运营商、共享
出行等多个领域。”史晓明说。

回想几年前，外卖常见的包装是白色泡
沫盒，如今，玉米纤维、竹浆等环保材料广泛
普及，环保和健康也在加速成为外卖品牌的
竞争力。

2023年年底发布实施的首个绿色外卖国
家标准——《绿色外卖管理规范》明确：外卖
餐品经营企业应减少各种包装材料的用量，
用环保的材料替代，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

面对日益扩大的外卖市场规模，未来要
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和跨界合作等方式
支持相关企业建立绿色环保的供应链体系、
减少包装使用量、提升配送安全性和规范性，
更好推动外卖行业高质量发展。

手机、智能手表等购新补贴细则来了
1月20日起全国实施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商务
部等部门 15 日发布两份文件，对实
施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购新
补贴，以及做好2025年家电以旧换新
工作予以安排，明确具体补贴品类和
标准。其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每件
最高补500元，买12类家电产品每件
最高补2000元。

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购
新补贴实施方案明确，个人消费者
购买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的

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3 类数
码产品，可享受购新补贴。每人每
类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比例为减去
生产、流通环节及移动运营商所有
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件最
高不超过 500 元。各地将根据该方
案细化实施细则，1月20日起全国实
施。

关于做好2025年家电以旧换新
工作的通知明确，对个人消费者购买
2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

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家
用灶具、吸油烟机、净水器、洗碗机、
电饭煲、微波炉 12 类家电产品给予
补贴。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最终销
售价格的15%，对其中购买1级及以
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额外再给
予产品最终销售价格5%的补贴。每
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空调
产品最高补贴 3 件），每件补贴不超
过2000元。各地自主确定上述12类
家电产品的具体品种。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人
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
15 日发布《关于推动技能强企工
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激活各类
企业技能人才培养主体作用，促进
职工增技、技能增收、企业增效。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对企业人才队
伍素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人社
部职业能力建设司负责人介绍，

“我们会同相关部门围绕激发企业
技能人才培养主体作用、增强职工
技能成才的积极性主动性等方面，
研究起草了意见，明确九项重点任

务，从四方面支持企业加强技能人
才培养。”

在激发企业积极性方面，意见
提出，支持企业牵头打造产业、教
学、评价衔接融通的技能生态链，
开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建
设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实训
基地、产业学院等。

在支持企业培养评价方面，意
见明确，大力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培训和“岗位需求+技能培训+就
业服务”的项目化显性化培训模
式，支持企业数字人才培育；支持
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评价，

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在提高企业技能人才待遇方

面，意见提出，指导企业将职业技
能等级作为工资分配的重要参考，
推动工资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
线和急需紧缺的技能人才倾斜；政
府特殊津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等评选和荣誉向企业一线
高技能人才倾斜。

在组织保障方面，意见要求，
通过企业职工教育经费、就业补助
资金、失业保险基金、产业引导基
金、职工个人付费等多种渠道强化
资金投入。

八部门发文进一步推动技能强企

新华社北京1月 15日电 技
能人才是推动企业创新、转型发展
的重要支撑。人社部等八部门15
日发布《关于推动技能强企工作的
指导意见》，旨在有效激发各类企
业培养使用技能人才的主体作用，
促进职工增技、技能增收、企业增
效。

目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已超
2 亿，占就业人员总量 26%以上。
但是技能人才长期数量不足，特别
是高技能人才供给与产业转型升
级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
显。

针对部分技能人才供给与企
业需求不相适应问题，意见提出

“打造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即由企
业出岗位、出标准、出师傅，学校出
学生、出教师、出教学资源，政府出
政策、出服务、出管理。

“通过企校政三方联动，打造
产业、教学、评价衔接融通的技能
生态链，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培养用
人、院校学生就业、职工技能提升
之间的融合发展。”人社部职业能
力建设司负责人说。

在技术工人中，提升高技能
人才数量和质量是重中之重。意
见提出，实施高技能领军人才培
育计划和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

程，鼓励企业培养高技能人才，统
筹利用多渠道资金资源，依托具
备条件的企业建设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等。

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力争用
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新培育领军
人才 1.5 万人次以上，带动新增高
技能人才500万人次左右。那么，
企业建设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有
什么政策支持？

据介绍，到2025年年末，全国
将重点支持建设400个以上国家级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优先支持在
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托
育、护理、康养、家政等民生重点领
域建设基地。对符合条件的项目
建设单位，按程序评审备案公布
后，中央财政将分类分档给予300
万元至700万元补助。

随着数字化浪潮加速演进，企
业用人要求不断攀升，对技能人员
的基本素质、操作水平等各方面都
提出了新要求。

对此，意见提出，下一步将聚
焦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集
成电路、数据安全等领域挖掘培育
新的数字职业序列，同时还将实施
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
发展行动，开展数字技术工程师培
育项目和数字人才技能提升工作。

为增强技能就业吸引力，推动
“技高者多得”，意见对完善企业技
能人才工资分配制度、加强表彰激
励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以技能为导向的激励，推
动 实 现 多 劳 者 多 得 、技 高 者 多
得、贡献突出者多得，将充分激
发人才成长动能和创新活力，对
劳动者、企业和社会都有积极影
响。”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
研究院工资收入调控研究室主
任王霞说。

意见要求指导企业将职业技
能等级作为工资分配的重要参考，
推动工资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
线和急需紧缺的技能人才倾斜。
引导企业对高技能人才实行年薪
制、协议工资制和岗位分红、股权
激励等中长期激励办法。

结合实际将企业急需紧缺高
技能人才纳入地方人才引进目录
和城市直接落户范围。政府特殊
津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等评选和荣誉向企业一线高技能
人才倾斜。

人社部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
相关部门政策协同，在资金、项目、
金融等方面凝聚政策合力，细化落
实举措，共同推动意见的各项政策
落地落实。

有何新举措？怎样提待遇？
——聚焦八部门印发技能强企意见

消费品以旧换新

这份超1.3万亿元“账单”
与你有关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记者15日从商
务部获悉，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关
产品销售额超过1.3万亿元。

国新办当天召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
费促进司司长李刚介绍，据初步统计，2024
年，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超过680万辆，超3600
万名消费者购买8大类家电以旧换新产品超
过 5600 万台，家装厨卫“焕新”补贴产品约
6000 万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超过 138 万
辆。

“以旧换新换出了消费新动能、换出了绿
色可循环，更换出了生活好品质。”李刚说，消
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成效显著，特别是2024年
7月加力支持政策实施以来，汽车、家电、家居
等重要商品销售明显回升向好。

据介绍，2024年1至11月，限额以上单位
家电、家具的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9.6%和
2.9%，其中，11月分别增长22.2%和10.5%；乘
用车零售量同比增长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