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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运行在合理区间

　　稳物价是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
任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居民消费价
格涨幅定在3%左右。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CPI持续运行
在合理区间，月度涨幅均低于3%左右的预期
目标。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表
示，1月份，受春节效应和疫情防控政策优
化调整等因素影响，CPI同比上涨2.1%，涨幅
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2月份，受节后消
费需求回落、市场供应充足等因素影响，
CPI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1.1个百分点；3月
份，生产生活持续恢复，消费市场供应充
足，CPI同比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
百分点。
　　在我国CPI“篮子”商品中，食品占比较
高。今年以来，食品价格涨幅持续回落，从1月
份的同比上涨6.2%转为3月份的上涨2.4%。
　　从环比来看，食品价格环比由1月份的上
涨2.8%转为3月份的下降1.4%。董莉娟分析，3月
份，受存栏量较为充裕及消费需求回落影响，
猪肉价格环比下降4.2%；鲜菜价格环比下降
7.2%，降幅比上月扩大2.8个百分点。
　　“蔬菜生产受气象条件影响较大，3月
份光照充足和气温回升，有利于提升蔬菜生
长速度，造成部分蔬菜产量增加，价格下
行。此外，由于产区出现‘倒春寒’天气，

蔬菜上市期有所推迟，莴笋、菜花等品种价
格忽高忽低，波动频繁。”农业农村部农产
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蔬菜首席分析师张
晶说。
　　非食品价格涨幅有所回落。3月份，非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3%，涨幅比上月回落0.3
个百分点。非食品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8%，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工业消
费品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8%。
　　“今年以来，我国核心CPI同比涨幅一
直处于1%左右的区间波动，这表明我国工业
消费品以及服务消费价格保持稳定。”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
立坤说。

PPI涨幅持续回落

　　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
我国工业品价格整体继续下降。一季度，
PPI同比下降1.6%，其中3月份下降2.5%，降幅
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1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波
动和国内煤炭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PPI环
比下降0.4%；2月份，工业企业生产恢复加
快，市场需求有所改善，PPI环比转为持
平；3月份，受国内经济加快恢复及国际市
场部分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影响，PPI环比继
续持平。
　　董莉娟分析，3月份，国内生产和市场
需求持续改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钢材、
水泥等行业价格环比有所上涨，其中黑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水泥制造价格环比均
上涨1.3%。国际输入性因素带动国内石油、
有色金属相关行业价格下行，其中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价格环比下降0.9%，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下降0.4%。受气温回升
等季节因素影响，用煤需求有所减少，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下降1.2%。
　　“PPI涨幅持续回落，有助于改善上下

游工业利润结构，缓解中下游制造业企业成
本压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王立坤说。

保持物价平稳运行

具有坚实基础

　　物价关系经济运行，影响百姓生活。专家
表示，随着国内需求逐步改善，对相关价格的
支撑作用将有所增强，加之国际输入性因素
影响犹存，稳物价存在一定压力，但从全年走
势来看，保持物价平稳运行仍具有坚实基础。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我
国粮食生产保持增长，粮食产量连续8年稳定
在1.3万亿斤以上，库存比较充裕；猪肉产能处
于合理水平，不具备大幅上涨条件；能源价格
稳定，去年我国有效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
自给率在80%以上。近些年，石油、天然气增产
水平比较明显，有利于稳定能源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统筹做好就业增
收工作，加强重点商品保供稳价；国家能源
局要求，全力做好今年天然气保供稳价工
作，确保民生用气需求；贵州遵义建立统一
的保供“白名单”制度，强化联保联供机制
和供应保障力量，保障“米袋子”供应有力
有序……近段时间以来，各有关部门和各地
统筹做好保供稳价。
　　重点企业加大保供稳价力度，备货充
足。如北京新发地市场拓展“直通车”覆盖
城市，为特色农产品进京搭建绿色通道；美
团买菜上线春菜尝鲜频道，香椿、荠菜、春
笋等时鲜春菜货源充足，平价菜场、超级折
扣频道每日上新，价格保持总体稳定。
　　“展望全年，我国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供应
充裕，产销衔接畅通，市场秩序良好，经济整
体回升态势也将在物价上逐步显现，预计物
价总水平将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国宏观
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研究室主任郭丽岩说。
            据新华社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这些年
来，餐饮浪费现象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一组组数据触目
惊心，“舌尖上的浪费”一直没得到有效解决。
  究其原因，既有部分人缺乏节约意识，讲究排场、盲目攀
比这类老问题，也有不良商家受利益驱使诱导消费，“大胃王”
吃播宣扬暴饮暴食等新原因，各种“隐形”浪费现象此消彼长。
  有人会说“吃是一种面子”“浪费是个人自由”，有必要煞
有介事如此重视吗？将餐饮浪费纳入监管，是否管得太宽？但
必须认识到，餐饮浪费看似属于“个人私域的自由”，实际上却
是公共道德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小节”，更关系国计民生。
如果不加以纠正，一次次看似不起眼的餐饮浪费，背后造成的
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终将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此外，餐饮浪费
产生大量厨余垃圾，也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
  消费的权利从来就不等于浪费的权利。鉴于餐饮浪费现
象，多部门联动，对餐饮浪费行为打出“组合拳”，不仅势
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
  当然，想要根本杜绝餐饮浪费，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们
看到，这次的征求意见稿中，既有“禁止餐饮企业设置最低消
费”“单桌1500元以上（不含酒水）宴会套餐实行重点监管”等
硬监督，也有“倡导绿色、节约、文明、健康的烹饪方式和餐饮
方式”“持续做好‘光盘行动’等公益宣传”等软倡议，突出久久
为功，刚柔并济，精细化监管，成效值得期待。
  总之，遏制餐饮浪费，固然离不开倡导“光盘行动”，
宣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文明风尚建设，但又不能仅限于
此。必须出实招、下硬功，创新举措精准发力，科学划分更
多的“条条框框”，用制度的力量管住浪费之风。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倡节俭、反对浪费，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树立文明新风尚，国家发展改革委10日
公布《关于防止和减少餐饮浪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公告从八个方面提出一系列举措推进反餐饮浪费工作落
实落细，包括严格明码标价、推行明白标量、减少宴会餐
饮浪费、完善用餐评价体系、加强行业自律、倡导节俭风
尚、持续宣传引导、加强督促指导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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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
行。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一季
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平均比上年同期上涨1.3%，全国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比上年同
期下降1.6%，继续成为全球物价的重
要“稳定器”。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加强
普通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若干措施》，从丰富教育内
容、拓展实践场所、增强师资力量、完善劳动素养评
价、推进家校社协同实施等方面提出了13条具体措
施，其中，要求中小学保证每周1节劳动课，每所中
小学至少配备1名劳动教育教师，将学生劳动素养纳
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等。
  2023年秋季学期开学前，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
门要根据有关政策要求和当地实际研究制定劳动教育
工作方案。中小学校要逐校制定劳动教育具体实施方
案，保证每周1节劳动课，每学年1个劳动周，围绕课程
方案和课程标准开发设置劳动教育项目和劳动周活
动，明确学生每天课外校外劳动时间。
　　劳动教育以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
动中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为主要内容。各地各校可自
主确定劳动项目，形成校本化劳动清单。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尽量覆盖课程方案确定的10大任务群，普通高
中围绕丰富职业体验，开展服务性劳动、参加生产劳
动。各地各校可根据实际，以集体劳动为主策划实施
劳动周，一般为5天左右。劳动课课时可以适当合并
使用，但不能与劳动周相互替代。
  鼓励利用农村闲置校舍改建校外劳动场地，可纳
入乡村教育振兴先行区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改善项目一
并实施。“十四五”期间，全省认定公布省级中小学生具
有劳动教育功能的研学实践基地200个，遴选公布一批
劳动教育类示范基地；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每
年分类公布一批中小学学工、学农、服务性劳动教育基
地，注重遴选能够满足劳动周需求的基地，确保每所学
校有至少1处相对固定的校外劳动教育场所。
  在师资配备方面，各地要统筹综合实践活动、技
术、科学、美术、体育等学科教师资源，培育一批
“一专多能”的劳动教育专任教师，每所中小学至少
配备1名劳动教育教师。要积极通过学区内走教、跨
学科兼任、购买教学服务等方式，保障学校劳动教育
师资需求。鼓励各地各校聘请能工巧匠、劳动模范、
技能人才，邀请具有
一技之长的家长志愿
者到校开展劳动实践
指导。鼓励各地职业
院校安排一定数量专
业教师到中小学兼任
劳动实践课教师，课
时量可计入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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