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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8日，春节假期结束复工首日，经济大省广东召开全省高质

量发展大会，提出将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出路”，为经济发展描

绘奋进蓝图。也是在这一天，重庆市召开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工作推进大会，明确提出争当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勇当内陆

省份改革开放探路先锋。

开局即提速，起步即冲刺。新春伊始，“坚定信心、顽强拼搏”的

号召发出。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释放出“持续抓实当前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推动经济运行在年初稳步回升”“部署做好春耕备耕

工作，为粮食丰收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打牢基础”等明确信号。

放眼全国，一系列部署举措密集落地，一个个重大项目火热推

进。让我们走进忙碌的春耕一线、热闹的就业现场、繁荣的文旅市

场，感受涌动的经济活力，触摸强劲的发展脉动。

“今年我种的 500 多亩油菜长势不错，等

收了油菜马上种优质稻，品种我都选好了。”

在湖南省湘乡市金薮乡辅正村，种粮大户李

俊德仔细察看油菜长势，面露喜色。

这个冬天，很多像李俊德一样的“新农

人”一边冬种，一边维修保养或添置农机、修

缮水利设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广大农村呈

现一派“冬闲人忙”的景象。

李俊德常说，自己的住房不大，“机房”很

大。“机房”里，旋耕机、插秧机、收割机、烘干机

等一应俱全。湘乡市泉塘镇种粮大户舒纲举

说，现代化农业机械是种粮大户的“命根子”，大

家都潜心钻研农机驾驶和维修技术，以及农用

无人机航线规划、避障和飞行作业技术。现在

的种田能手，个个都是农机操作高手。

在湘潭县分水乡分水村热火朝天的冬修

水利现场，村党总支书记左新军介绍，近两

年，分水村在农业部门指导下，推行“统一农

机和技术服务、统一农资供应、统一回收利用

秸秆，农户分散经营管理受益”合作经营模

式。农户育秧、农资采购、农机租赁等负担大

为减轻，加上项目资金支持、秸秆回收等收

益，平均每亩降低成本近 500 元。“今年，我们

村跟企业签了 1200 亩的种粮订单，大家的劲

头更足了。”左新军说。

“师傅，这边的地还没整平，要加快进度！”

在湘乡市梅桥镇，种粮大户陈存新站在一处高

标准农田建设施工现场边大声呼喊。在 100

多亩的田地上，旋耕机、挖掘机等设备穿梭往

返，平整田地、填沟平垄，把“小田变大田”，下

一步将重建水利设施，配套修筑机耕道。

“去年湘乡市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配

套资金支持，这让我下定决心投资。”陈存新

向笔者介绍他开春后的盘算，“除了种好合作

社田地，我们还要拓展建设秸秆回收中心、集

中育秧中心，延长大米精加工产业链，未来种

粮的收成会越来越高！”

（苏晓洲、谢 奔）

相关链接

做好春耕备耕生产是确保全年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关键。眼下，全国春耕

备耕工作从南到北陆续展开。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指导农户，为确保我国今年粮食丰收做

好充足的准备。

面对全球粮食危机，我国粮食生产实现

“十九连丰”，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今年

我国粮食生产目标任务重点是“两稳两扩两

提”，即稳面积、稳产量，扩大豆、扩油料，提单

产、提自给率。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播粮食产量占全年6

成左右，春管粮食产量占主要口粮的近 4成。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冬小麦冬油

菜面积增加、长势正常，春播粮食意向面积稳

中略增，粮油生产和春耕备耕总体形势较好。

春耕备耕一线——

冬闲人忙新“丰”景

2月 4日正逢立春，在辽宁省沈阳市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2023 年首场招聘会热闹开场。

7000余名求职者穿梭其间，面对面咨询。现场

“带岗”直播同步进行，数万人线上选岗。

40 岁的关复友从事焊接工作近 20 年，一

大早他便从抚顺市赶来寻找心仪岗位。“这里

焊接类岗位多，薪资高。我想今年出来闯一

闯，增加收入。”关复友说。

与求职者同样忙碌的，是穿梭在人群中

的“带岗”主播。“没有夜班，地点就在沈阳”

“这家企业岗位在 12 号链接”……面对镜头，

主持人详细回答网友提问。当天，直播间共

吸引 3.2 万人次在线观看，线上投递简历。

“今年招聘会比往年早一个星期。”招聘会

负责人赵晓峰说，每年春节过后都会迎来一波

求职高峰，随着企业复工复产，用工需求也愈

来愈旺盛。

在沈阳某机械企业的展位前，求职面试

的大学生络绎不绝。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企业加大对产品研发设计、工程师等技

术型人才的招聘力度。22 岁的唐子健是沈阳

市一所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招聘会上，他向

几家机械加工企业投递了简历。“这些企业和

我的专业对口，虽然从学徒工做起，但发展前

景好，工资也不低。”

该产业园负责人马晓明说，除了举办招

聘会，产业园还与周边城市共同搭建就业创

业平台，广纳企业与人才；把直播间“搬进”各

大企业，通过主播体验式“带岗”，实现求职与

招聘的“双向奔赴”。

招聘会当天，该产业园还与 15 家现代化

都市圈企业代表签订“共享用工”合作框架协

议 ，实 现 零 工 就 业 的 供 求 信 息 共 享 。 2 月 4

日，在沈阳市首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暨开工

活动上，有 494 个项目集中签约。“项目多，用

工旺，我们就业服务也得跟上，帮助大家好就

业、多增收。”马晓明说。

（武江民、赵跃泽）

相关链接

近日，各地劳动者加速返岗复工，劳动力

市场日趋活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11

部门组织开展“2023 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

月”专项服务活动，集中为有就业创业意愿的

农村劳动者、符合认定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以

及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帮扶，预计

一季度共提供3000万个就业岗位。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就业主要指标运

行平稳。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206万人，超额

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今年高校毕业生规

模预计超过 1150万人，就业总量压力仍然存

在。随着企业生产经营逐步改善，特别是住

宿、餐饮、旅游等服务业加快恢复，各行各业

用工需求逐步恢复扩大，为稳定就业提供有

力保障。同时，新动能的快速发展也持续创

造更多新的工作岗位，成为扩大就业、提升就

业质量的重要推力。

就业招聘现场——

直播带岗“云”求职

“女儿今年 5 岁了，没见过这么厚的冰，

这次真的圆梦了。”从浙江宁波一路北上，游

客张鹏一家三口来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游

玩。在黑龙江省，各大冰雪景区游人如织，为

经济发展增添信心与力量。

今年冬季，黑龙江省成为“冰雪游”热门

目的地。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何晶介

绍，全省抢抓机遇期，升级冰雪旅游体系，打

造滑雪旅游度假区、冰雪互动体验区、冰雪民

宿集合区等新地标，构建起全域冰雪产业新

格局。

正值北京冬奥会后首个冰雪季，七台河

市掀起“探秘冬奥冠军城”的旅游热潮；齐齐

哈尔市推出“雪地观鹤”旅游项目，门票预售

额日均超过 10 万元；黑河市着力打造国际冰

雪旅游品牌……各地纷纷推出多样冰雪活

动，推动冬季文旅市场复苏。

夜幕降临，雪花点点，大红灯笼点缀着洁

白的“雪蘑菇房”。伴随锣鼓声声，游客纷纷

加入东北特色大秧歌队。在位于黑龙江省牡

丹江市的双峰林场雪乡景区，日接待游客最

高达 1.4 万人次。

为了给游客更加温馨舒适的体验，哈尔

滨 冰 雪 大 世 界 对 景 区 内 设 施 进 行 智 慧 改

造。游客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分时预约”，还

可 扫 描 景 观 解 说 牌 上 的 二 维 码“ 边 听 边

看”。园区内的商业服务空间可供游客随时

取暖、休息。

“人气回来了，我们的信心更足了。”一家

极地公园的负责人说，春节假期结束，游客量

依然不减。从四五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

人，越来越多外地游客前来游玩，其中不乏外

国游客。

谈及未来，何晶说，全省将进一步积极整

合优质冰雪资源，培育冰雪龙头企业，加快冰

雪旅游设施智慧化升级改造，持续推进旅游

与文化、康养、体育等产业融合发展，加速推

动“冷资源”变成“热经济”。

（杨思琪）

相关链接

春节期间，消费市场迎来“开门红”。今

年元宵节适逢周末，文旅消费继续释放长尾

效应，再掀消费热潮。各地文旅部门推出一

揽子旅游惠民措施，突出文化展示，打造本地

文旅品牌。同时，引导相关企业、商户延长夜

间营业时间，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水平，

带动消费回暖。

随着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线下消费场景

加快拓展，消费市场逐步恢复。去年底，国家

发展改革委印发扩大内需的中长期规划方

案，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

结合作出一系列安排。这些促消费政策的实

施，将不断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我国消费市场

和消费规模将稳步恢复和提升。同时，“互联

网+”“数字+”等消费新模式快速发展，绿色、

健康、文化等新消费热点不断涌现。

文旅市场复苏——

“冷资源”变“热经济”

活力中国奏响新春乐章活力中国奏响新春乐章
——20232023年开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扫描年开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扫描

游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

“雪花摩天轮”旁留影。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2月 6日，K210次列车举行列车招聘

会，来自浙江的10家企业代表受邀为旅客

提供就业服务。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安徽省利辛县纪王场乡和谐社区积极

开展春耕生产。图为农民驾驶农机对小麦

进行喷药作业。 刘勤利摄

关键词 1：回暖提速

采购经理指数（PMI）涵盖企业

采购、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是国

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指

数之一。2023 年 1 月，我国制造业

PMI 为 50.1%，重 返 扩 张 区 间 。 21

个行业中有 18 个指数高于上月，制

造业景气水平较快回升。

放 眼 世 界 ，2023 年 1 月 ，全 球

制 造 业 PMI 结 束 连 续 7 个 月 环 比

下降走势，回升至 49.2%；亚洲制造

业 PMI 为 50.5% ，结 束 连 续 3 个 月

下降走势。指数变化显示，中国经

济加速回升较好带动亚洲经济止

降趋稳。当前，我国制造业企业预

期转好，中国经济回暖提速将成为

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稳定复苏的重

要支撑。

关键词 2：供需改善

从具体领域看，反映供给侧活

力的生产指数和需求侧的新订单指

数分别为 49.8%和 50.9%，高于上月

5.2 和 7.0 个百分点。制造业供需两

端同步改善，景气水平明显回暖。

特别是新订单指数的回暖，预示着

市场需求大门逐步打开，为企业信

心恢复、市场活力提升强力赋能，生

产与消费的关系不断改善。

从行业情况看，农副食品加工、

医药、通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设备等 9 个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

单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医药

制造业产需增长明显，两个指数均

升至 65.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

关键词 3：中小企业

细观具体数据可以发现，1 月

份大、中、小型企业 PMI 同步回升，

特别是小型企业回升速度快于中型

企业。这表明，相关政策措施对小

微企业产生的作用逐步显现，小微

企业经营环境和市场环境都在发生

积极变化。

调查结果显示，大、中、小型企

业反映劳动力供应不足的比重均低

于 11%，较上月明显下降，员工短缺

制约生产的情况有所缓解。

（综合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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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以来，山东青岛港各大港区巨轮频靠、车船如织，码

头职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以红火业绩力夺新春“开门红”。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