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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粲
本报通讯员 孔丽丽 王洪玮

10月19日，吃过了晚饭，兖州区大安镇
李村77岁的周晓兰来不及拾掇饭桌上的碗
筷就换上戏装化起妆来，村里文化广场上男
女老少都等着她的拿手戏——豫剧《穆桂英
挂帅》。

“辕门外的三声炮如同雷震……”纯正
的唱腔，深厚的功底，周晓兰的精彩演出获
得台下群众的阵阵掌声。今年8月，大安镇
看准了“银龄”力量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
的独特作用，创办“信安剧团”积极为老年人
搭建平台、丰富载体，“银龄”队伍成为助力

社会发展、增强社会活力的重要力量。
“我们每天不是排练就是巡演，除《墙头

记》《花木兰》等传统剧目外，我们还把村里
的好人好事、新风尚等编排成小戏小剧，也
把不文明、不孝顺的事儿编成小品段子，村
里人演给村里人看，很受村民欢迎，家风村
风也越来越文明，看到这些变化，我心里特
别有成就感。”周晓兰说。

据了解，“信安剧团”成立以来，通过文
艺演出培育良好家风，带起文明乡风，从而
推动乡村治理质的提升。截至目前，大安镇

“信安剧团”招募演员45名，平均年龄68岁，
已经演出10多场，受益群众达1200多人。

“我们组织老党员、退休老教师等人员

组成‘银发宣讲团’，利用会前、戏前、‘幸福
食堂’的饭前十分钟，用灵活多样的宣讲形
式和接地气的语言，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党
和政府的惠民政策、民法典及禁毒禁赌等
内容，让村民们听得有滋有味。”大安镇副
镇长贾磊表示。前邢村老党员吴洪新佩戴
着“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每当村党员和
村“两委”集会，他都要与村民们分享在艰
苦岁月里顽强拼搏的经历。“听了老党员们
的故事，深受教育，让我们对坚守初心、牢
记使命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前邢村党支部
书记宋恩峰表示。

“小狗得拴绳，乱跑乱尿惹人厌，要是咬
了人那更麻烦。”今年83岁有着45年党龄的

前官村老党员董本良是大安镇“夕阳红调解
员”，因为小狗伤人引起邻里矛盾，经他调解
两家和好如初；因为老人赡养费兄弟俩有过
节，经他说和兄弟俩相互道歉，争相养老孝
老；因为丧事铺张浪费，他前去丧主家宣传
村规民约，有效推进村里红白喜事大操大
办、相互攀比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大安镇把董本良这样的老干部、老党
员、老退伍军人组成“夕阳红调解员”，发挥
他们的经验和威望优势，专门“巡视”村里的
不文明行为，积极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矛
盾调解、安全巡查等工作中，推动乡村社会
治理、文明创建、文明实践、文明培育等各项
工作落地见效。

咱们“银龄”有力量
——兖州区大安镇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工作纪实

本报济宁10月31日讯（记者 徐斐
通讯员 苗澍萌）今天，第五届山东省大
学生医养健康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开幕式
在济宁举行。

据了解，大赛自4月份启动以来，共
吸引来自全国12个省份的75所院校积
极参与，参赛队伍1640支，参与师生人
数达8000余人。决赛设置了创意组、创
新组、创业组、“颐养”健康专项双创组、
健康科普组、护理专项竞技组6个组别，
共有829支队伍入围，经过理论测试、项
目路演等环节，将评出一、二、三等奖。
通过本次活动，为全省医养健康专业学
生提供了一个切磋技艺、展示水平的舞
台，起到了“以赛促学”的良好效果，有助
于培养出更多具备专业技能、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山东省大学生
医养健康创新创业大赛作为第十六届山

东省大学生科技节的系列赛事之一，已
连续五年在济宁举办，为高校学子等青
年人才搭建了沟通交流、互学互鉴的良
好平台，有力服务了青年人才创新创业。

近年来，济宁市科协组织围绕全市
人才工作大局，不断强化青年科技人才
培养选拔和服务力度，通过连续举办创
新创业大赛、成立济宁市高校科协联盟、
开展科技工作者学术沙龙、“科技为媒”
青年科技工作者联谊等系列活动，持续
打造有温度、可信赖的“科技工作者之
家”。下一步，济宁市科协组织将继续聚
焦“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主责主业，健全
科技人才“引育荐用”机制，进一步加强
组织建设，开展学术交流、创新赛事活
动，做优做强服务科技人才工作品牌，努
力为“走在前、挑大梁”作出更多科协贡
献。

第五届山东省大学生医养健康
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开幕式在济宁举行

■本报记者 鲍童 本报通讯员 刘凤娇

春华秋实，大地丰收，眼下正是地瓜成
熟的季节，饱满硕大的地瓜期待着破土而
出，人们忙碌地收获着这份大地的馈赠。
10月20日一大早，泗水利丰食品有限公司
门口一辆辆满载着地瓜的货车整齐地排列
着，宛如一条蜿蜒的长龙，成为当地的一道
别样风景。

创立于1978年的泗水利丰食品有限公
司，年综合加工能力40万吨，产品涵盖精制
淀粉、冷冻粉条、甘薯粉皮、膳食纤维、甘薯
蛋白、高档甘薯糕点等12大系列30多个品
种，每年地瓜收获季，都是公司最繁忙的时
候。

“我们在栽种前就与薯农签订了‘订单
协议’。在收获时，如果市场价格高，就按照
市场价收购；如果市场价格低，就按照合同

价收购；如果市场价和合同
价持平，就按照高于市场价5%至10%收
购。”该公司食品品管部部长王彦玲说。

近年来，泗水县把地瓜产业作为“一县
一业”主打产业重点培育，相继制定出台了
系列配套政策，形成了集“种苗繁育、绿色种
植、保鲜储存、精深加工、品牌营销、文化休
闲”于一体的甘薯全产业链发展格局。种植
面积常年保持在15万亩，年产量稳定在45
万吨，带动周边种植面积60万亩，先后被评
为“中国优质甘薯原产地”“中国优质甘薯之
乡”，通过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是
国家甘薯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区，并于2022
年成功入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
单。全县地瓜加工企业达30家，甘薯产品
有粉皮、粉条、薯条、薯片、甘薯糕点、酸辣粉
等30个系列50多个品种，产品远销日本、
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甜蜜产业“薯”光无限

■新华社记者 潘洁 韩佳诺 胡旭

10月3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
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
购经理指数（PMI）。

10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2个
月回升，且在连续5个月处于50%以下后重
新回到景气区间。

与此同时，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
合PMI产出指数也分别比上月上升0.2和
0.4个百分点，达到50.2%和50.8%。

三大指数均位于临界点以上，释放经济
运行积极信号。

“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加力推出以及已
出台的存量政策效应逐步显现，我国经济景
气水平继续回升向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
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说。

细看制造业PMI，其构成的几个分类指
数普遍上升，市场需求稳定恢复，企业生产
活动加快——

数据显示，10月份，生产指数为52%，
较上月上升0.8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行业看，

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生产
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位于54%以上，产需
释放较快。

“尽管当前外需延续放缓态势，但国内
需求明显回升。企业调查显示，反映市场需
求不足的制造业企业数量下降，比重较上月
下降接近3个百分点。随着政策效应持续
释放，市场需求趋稳回升，制造业企业生产
活动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说。

价格指数也明显回升，凸显市场活力有
所增强。10月份，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
数为53.4%，较上月上升8.3个百分点，在连
续3个月处于50%以下后回到扩张区间；出
厂价格指数为49.9%，较上月上升5.9个百
分点。

走进四川宜宾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里几十台自动化注塑机高速运转，
一旁的工人正忙碌而有序地作业，用于新能
源汽车动力电池的结构件产品源源不断地
下线。

“自2023年投产以来，公司产能稳步提
升。项目一期产销率基本达到100%，总体
实现了订单式生产。项目二期于今年4月开
工建设，预计2025年4月全面投产。随着一

系列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我们对新能源产
业发展充满信心。”公司高级经理刘渊说。

企业的信心从统计数据上也能得到印
证。10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比上月上升2个百分点，为近4个月高
点。

“从历史数据来看，2005年以来，多数
年份内10月制造业PMI低于9月水平，今
年10月指数在9月基础上继续上升，宏观
政策在稳增长方面的成效显现。”文韬说。

也要看到，尽管10月份大、中型企业
PMI分别为 51.5%和 49.4%，比上月上升
0.9 和 0.2 个百分点，但小型企业 PMI 为
47.5%，比上月下降1个百分点。此外，木材
加工及家具、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
矿物制品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低
于临界点，产需仍显不足，我国经济回升向
好基础仍需巩固。

再看非制造业——
10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连续5个
月稳定在50%左右。

车站机场熙熙攘攘，各大商圈热闹红
火，热门景区游人如织……今年国庆假期，

各地文旅融合出新出彩，消费市场活力涌
动。

假日经济的热度，从服务业相关数据中
可见一斑。10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
为50.1%，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与居
民旅游出行相关的铁路运输、航空运输、生
态保护及公共设施管理等行业商务活动指
数均升至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市场活跃
度明显提升。

非制造业中与投资相关的行业也有积
极变化。10月份，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4%，继续保持在临界点以上。其中，土
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
较高景气区间，环比升幅超2个百分点。

“10月份，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施工进度
有所加快。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为55.2%，比上月上升2.1个百分点，建筑
业企业对近期行业发展信心有所增强。”赵
庆河说。

此外，我国综合PMI产出指数运行情
况也保持良好态势。10月份，综合PMI产
出指数为50.8%，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
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有所加
快。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三大指数同步回升释放积极信号
——透视10月份PMI数据

10月30日，布达拉宫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在喷洒涂料。近
期，西藏布达拉宫开始进行一年一度的外墙粉刷工作。布达
拉宫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起，将牛奶、蜂蜜、白糖、红
糖、藏红花等粉刷原料与各色石灰混合后，调出白色、红色、黄
色的专用涂料，再喷洒到布达拉宫外墙上，因此布达拉宫也被
人们称为“甜蜜的宫殿”。独特配方的涂料更具黏性而且不易脱
落，从而更好地保护古建墙体。 ■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 摄

10月下旬，海军辽宁舰编队开展远海实战化训练。期
间，辽宁舰、山东舰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近日，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年度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
返回母港。训练期间，编队转战黄海、东海、南海等多个海
域，开展实战背景下多个科目综合演练，官兵全程保持高
度戒备、随时反应的作战状态。在南海某海域，辽宁舰、山
东舰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锤炼提升航母编队体
系作战能力。 ■新华社发 陈梦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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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 赵文君）市场监管总
局所属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全
国新增消费品1518.5万种，同比增长13.1%。

从品类看，鞋类产品、家用/办公家具和陈设产品、厨
房用具和餐具产品品种数量增速突出，分别新增144.6万
种、59.2 万种、42.9 万种，同比分别增长35.7%、26.9%、
46.3%。从地区看，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消费品数量
显著增长，分别新增1244.4万种、144.0万种、91.9万种，同
比分别增长11.0%、35.8%、23.7%。其中，9月新增消费品
159.0万种，同比增长25.0%，增速快于前三季度总体水平。

全国新增消费品
1518.5万种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10月
31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我
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58.2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5.6%。

从构成来看，农产品物流总额4.2万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增长 3.4%；工业品物流总额 227.7 万亿元，增长
5.6%；进口货物物流总额13.7万亿元，增长4.2%；再生资
源物流总额3.5万亿元，增长10.1%；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
总额9.1万亿元，增长7.6%。

前三季度，社会物流总费用为13.4万亿元，同比增长
2.3%。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4.1%。从构成
来看，运输费用7.5万亿元，增长2.7%；保管费用4.3万亿
元，增长1.9%；管理费用1.5万亿元，增长1.7%。

前三季度，物流业总收入为 10 万亿元，同比增长
3.7%，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

“2024年前三季度，物流运行总体平稳，供需适配能力
持续增强，运行效率稳步改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有
关负责人说。

我国社会物流总额
超250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10月
31日从交通运输部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
前三季度，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90.9亿人次，同比增长
5.4%。

“分方式看，铁路、水路、民航客运量同比分别增长
13.8%、1.1%和19.1%，公路人员流动量同比增长4.7%，其
中公路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同
比分别增长3.8%和8.6%。”交通运输部总规划师、综合规
划司司长吴春耕说。

营业性货运量保持增长。前三季度，我国完成营业性
货运量416.3亿吨，同比增长3.3%。港口货物吞吐量稳定
增长。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129.7亿吨，同
比增长3.4%，其中内贸、外贸同比分别增长1.7%和7.6%。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位运行。前三季度，我国完成交
通固定资产投资27131亿元，其中铁路、水路、民航分别完
成投资5612亿元、1576亿元和9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3%、9.4%和22.3%；公路完成投资18967亿元，规模继
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近500亿人次！
我国交通出行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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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A）
文章指出，要始终坚持就业优先。坚定不移贯彻新发

展理念，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
程，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要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
盾。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是当前我国就业领域面临的主
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
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要完善
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
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就业，稳定脱贫
人口务工规模和务工收入，加强对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
业等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做好退役军人、妇女等群体就
业工作。要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人
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
决制约提升就业质量、扩大就业容量、优化就业结构的卡
点堵点问题。要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健全劳动法律法
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灵活就
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有效治理就业歧视、欠
薪欠保、违法裁员等乱象。

文章指出，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把就业当作民生头等大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制
度机制，增强工作合力。要加快建构中国就业理论体系，
积极讲好中国就业故事，有效提升我国在就业领域的国际
话语权和影响力。

（上接1版B）支持鼓励建筑业企业利用科技成果，进行工
艺、技术、设备、管理创新实践，总结形成综合配套的施工
方法。同时推行数字化图纸全过程应用，建立完善BIM技
术标准框架体系和基础数据库。对“四位一体”网格化监
管平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平台进行智能化升级，实
现对建设工程数据的实时采集、分析和预警，鼓励施工单
位应用智能塔吊等智能化施工设备。

此外，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不断强化项目支撑，把高品
质住宅作为房地产行业动力变革的主攻方向，进一步优化
住房产品结构，着力规范高品质住宅核心指标。坚持供需
两端发力，在供给端，大力支持高品质住宅项目纳入“白名
单”，做到“应推尽推、能进则进”，出台了支持政策；在需求
端，着力挖掘高品质项目亮点，激活房地产高端需求链
条。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确定城市更新重点区域、更
新方向、目标、时序、总体规模和更新策略，谋划实施老旧
片区综合改造、老旧住区宜居改造等十大工程。坚持城市
体检先行，强化城市设计引导，完善土地、财政、投融资等
政策体系，建立政府、企业、产权人、群众等多主体参与机
制。坚持“留、改、拆”并举，补齐市政公用和公共服务设施
短板，鼓励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和微改造。建立城市
更新项目储备库和评审专家库，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实行
项目动态监督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