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市场主体增至1.46亿户
带动数以亿计城乡基层人员扩大就业

9月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工介绍，
截至今年 7 月底，我国市场主体总量从 2012 年 5500
万户增长到 1.46 亿户，增长了近 1.6 倍，年均净增长
超过 1000万户；其中企业从 1300多万户增长到 4600
万户，个体工商户从 4000 万户增加到 9800 万户；市
场主体活跃度总体稳定在70%左右。今年上半年，全
国新设市场主体1394万户。

谈及就业问题，张工表示，近年来以中小微企业为
主体的新设市场主体，就业容纳能力强、创业带动就业
特征明显，有力支撑了年均新增超过1300万人员就业。

张工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全国1亿多各类市场
主体吸纳承载了近3亿农民工群体就业，有力促进了
农民收入增长、农民生活改善，有力增强了农村发展
和脱贫攻坚的内在活力，有力保障和充实了城乡统
筹发展进程中劳动力资源的补充。

二是个体工商户群体直接带动近 3 亿城乡人员
就业。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支持和鼓励群众以自然人
身份直接开展经营活动的政策，培育了 9800 多万个
体工商户这一中国特有的市场主体形式，对吸纳和
稳定就业、发展经济、活跃市场、安定社会、服务生产
生活、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了独特作用。

张工说：“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包括个体工商户
在内的庞大市场主体，带动数以亿计的城乡基层人
员扩大就业、勤奋创业、勤劳致富，这是我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3.2万元的一大支撑面，保障了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据新华社）

今年 4 月起，市场监
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开展
了“铁拳”行动，查处了一
批食品违法案件。

针对这方面的情况，
张工表示，近年来，我国
食品质量、市场秩序和消
费环境持续好转。食品
生产企业和小作坊合规
率达到 93.5%；国产婴幼
儿配方乳粉抽检合格率
在 99%以上，市场占有率
稳步提升。

大宗食品合格率持
续保持高位，粮食加工
品、食用油合格率在 98%
以上，肉制品在97%以上。

乳制品中“三聚氰
胺”已连续 12 年零检出，
蛋制品中“苏丹红”已连

续 7 年零检出。调查显
示，2019年公众食品安全
满意度比 2014 年提高了
15.3个百分点。

张工介绍，市场监管
总局自2018年组建以来，
全系统共查办食品安全
违法案件97万件，罚没金
额 103.9 亿元，有效维护
了良好市场秩序。

2020 年共完成抽检
695万批次，达到4.9批次/
千人，是“十二五”末的2.2
倍。及时公开不合格食品
信息，提醒公众安全消费；
下架、封存、召回不合格食
品 3596 吨。共处理食品
投诉73万件，有力维护了
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同步播报

从严、从重、顶格处罚
食品安全突出问题

2021年9月8日 星期三

责编：许可 电话：0791-86821890 03版综合新闻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
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
区改革开放方案》6日发布，前海
合作区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
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
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方案明确，进一步扩展前海
合作区发展空间，前海合作区总
面积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至
120.56平方公里。

方案指出，到 2035 年，高水
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营商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建
立健全与港澳产业协同联动、市
场互联互通、创新驱动支撑的发
展模式，建成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强、创新策源能力强、协同发展带
动能力强的高质量发展引擎，改
革创新经验得到广泛推广。

根据方案，在打造全面深化
改革创新试验平台方面，前海合
作区将推进现代服务业创新发
展，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创
新合作区治理模式；在建设高水
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方面，前海
合作区将深化与港澳服务贸易自
由化，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
法律事务对外开放水平，高水平
参与国际合作。

开发建设前海合作区，是支
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粤港澳
合作水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
重要举措，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增强香港同胞对祖
国的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

“新前海”扩展至120.56平方公里

◎简讯

今年7月26日，南昌市老福山
街心花园正式由南站街道全面接
管，南站街道综合执法队联合市直
属一大队强力整治街心花园内有
碍市容观瞻行为。每天出动10名

执法人员，全天候定人、定岗、定责
巡查，共整治暂扣违规小推车 2
辆，劝离露天卡拉OK16起、非法
按摩6起、非法游医8起，目前花园
秩序井然有序。 （胡筱兵）

国家发展改革委 6 日发布通
知，明确要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
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通知指
出，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和线下学
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属于非营利性
机构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
管理，由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
和浮动幅度，并按程序纳入地方
定价目录。

通知明确，按照属地管理原
则，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基准收
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由省级发展改
革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制定，或经省

级人民政府授权由地级及以上人
民政府制定；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
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由培
训机构办学许可审批地省级发展
改革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制定。各
地制定的浮动幅度，上浮不得超过
10%，下浮可不限。培训机构在政
府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
度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通知要求，各地要坚持学科类
校外培训公益属性，充分考虑其涉
及重大民生的特点，以有效减轻学
生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为目标，以平

均培训成本为基础，统筹考虑当地
经济发展水平、学生家庭承受能力
等因素，合理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
浮动幅度。要区分线上和线下以
及不同班型，分类制定标准课程时
长的基准收费标准。班型主要可
分为10人以下、10至35人、35人以
上三种类型。各地可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本地区具体的分类标准。
标准课程时长，线上为30分钟，线
下为45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
按比例折算。要建立收费政策评
估和动态调整机制，适时对收费标

准进行调整完善。
通知提出，各地要根据相关规

定，加强对培训机构的学科类校外
培训成本调查，严格核减不合理
成本。培训成本包括培训机构人
员薪酬、培训场地租金、宣传费、
研发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以及
其他费用。其中，培训机构人员
平均工资水平应正常合理，不得
明显高于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教
育行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

通知还从强化收费信息公

开、加强收费行为监管、切实抓好
组织实施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
体要求。

根据通知，各地要于2021年底
前出台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
培训收费政府指导价管理政策，明
确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以及
具体实施时间，并做好政策衔接，
加强预期引导和宣传解读，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确保政策平稳落地。
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
外培训收费的管理，参照执行。

（据新华社）

国家发改委：

学科类校外培训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今年 9月和 10月，我国将分别
发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
三号载人飞船。届时，三名航天员
将搭乘神舟十三号飞船进入太空
飞行约半年。这是记者7日从中国
空间站科创体验基地揭牌暨首场
活动上获得的消息。

在活动现场，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主任郝淳透露，当前中国
空间站工程已全面进入空间站建
造阶段，今年上半年我国成功发射

了天和核心舱、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三名航天
员已经在太空飞行了两个多月，还
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将返回地
球家园，“9 月和 10 月，我国还要分
别发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和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船；明年将发射问
天、梦天空间站舱段以及两艘货运
飞船、两艘载人飞船，完成中国空
间站的建造。”

郝淳说，未来中国空间站将成

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为航天科普
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希望广大青
少年能够积极参与体验基地的科
普活动。

当天，由航天员王亚平领衔的
基地科普导师团首批成员正式亮
相。正在太空飞行的神舟十二号
飞船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
波发来视频寄语，并面向青少年发
布了科学和科幻两个方向的首批
实验孵化项目。 （据新华社）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今年10月发射

应对“长江2021年第1号洪水”

三峡大坝开孔泄洪
9月7日，三峡大坝开孔泄

洪。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上游
岷沱江、嘉陵江及三峡区间来
水增加，6 日 14 时三峡入库流
量涨至54000立方米每秒。根
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
定》，达到洪水编号标准，“长江
2021 年第 1 号洪水”在长江上
游形成。三峡水库6日19时开
启一个泄洪孔，出库流量按
28000立方米每秒下泄(含机组
发电流量)。

（据新华社）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 7 日在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截至目前，全国高风险地区
清零，中风险地区下降到3个。

米锋指出，“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仍是当前疫情防控的
重中之重，要对高风险工作人
员严格落实个人防护要求和封

闭管理，对高风险环境和物品
进行严格消毒，坚决做到闭环
管理。要持续推进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工作。

米锋表示，截至 9 月 6 日，全
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
亿 1308.3 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
的人数为9亿6972万人。

（据央视新闻）

全国高风险地区清零
中风险地区下降到3个

据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
合采购办公室 7 日消息，中选冠
脉支架总体供应稳定，各种型号
的支架总体供应大于采购需求。

医疗机构使用情况快于预
期。2021年1至8月，医疗机构共
使用中选产品铬合金支架 110 万
个，相较集采前去年同期数量增
长 54%，使用总量已超过全国全
年协议采购量。

出厂供应情况总体较好。
2021 年 1 至 8 月，中选企业已出
厂供应中选支架 198 万个，达全
年协议采购量的 1.8 倍以上，为
医院实际使用量的 1.8 倍。出厂

供应量扣除医疗机构使用量后，
流通和库存等环节达 88 万个，
供应充足。

据介绍，从全国来看，各种规
格的支架均有库存。集采前后，
各种长度、直径规格支架的使用
和出厂供应结构与 2020 年基本
保持一致。

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
采购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国
家组织冠脉支架集采结果实施以
来，总体进展平稳，价格显著下
降，中选产品供应充足，患者切实
用上了降价后的支架。

（据新华社）

国家集采冠脉支架中选产品供应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