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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0.5%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
据显示，1月份，受春节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涨幅扩大，同比涨幅由上月的
0.1%扩大至0.5%，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7%。
　　“从同比看，服务、食品价格受春节错月影响
涨幅较大，加之汽油价格回升，共同影响CPI同比
涨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
娟说。
　　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1%，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影响CPI同比
上涨约0.42个百分点，高于上月0.22个百分点。服务
中，飞机票和旅游价格分别上涨8.9%和7.0%；电影

及演出票、家政服务和美发价格分别上涨11.0%、
6.9%和5.8%。
　　1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4%，影响CPI同比
上涨约0.07个百分点，上月为影响CPI下降约0.09个
百分点。食品中，猪肉和鲜菜价格分别上涨13.8%
和2.4%；牛肉、羊肉、食用油和粮食价格分别下降
13.1%、5.6%、2.5%和1.4%。此外，汽油价格降幅由
上月的4.0%收窄为0.6%，对CPI的下拉影响比上月减
小0.12个百分点。
　　据测算，在1月份0.5%的CPI同比变动中，翘尾
影响约为-0.2个百分点，今年价格变动的新影响约
为0.7个百分点。

  新华社济南2月9日电 看一场电影，赏一次花
灯，来一场自驾游……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从热
门商圈到街头巷尾，齐鲁大地洋溢着烟火气。无论
是旅游餐饮还是批发零售行业，都呈现出蓬勃的消
费景象。
　　百业兴旺，电力先行。透过用电量，可以窥见
山东假日经济的活跃态势。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数
据显示，2025年春节假期，山东电网全网用电量达
到119.33亿千瓦时，较2024年春节假期增长14.3%。
　　与消费密切相关的山东各行业用电量中，批发
零售业用电量为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91%；餐
饮业和住宿业用电量达到1.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8.79%。
　　山东省于1月18日启动“2025山东迎新春消费
季”，各地市也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叠加以
旧换新补贴政策，有效拉动新能源汽车、家电、
3C数码等产品的销售，带动相关行业用电量的快
速增长。
　　作为山东省会城市的济南，用电量增长势头明
显，批发零售业用电量达到4569.74万千瓦时，增幅
高达34.95%。假日期间，记者在济南多家商超看到
购销两旺的热闹场景。位于济南泉城路的苏宁易购
超级旗舰店，在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下，各类家
电、数码产品迎来销售高峰，其中手机、平板电

脑、智能手表的销量同比实现翻番增长。
　　文旅消费成为假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据
显示，春节假期，山东旅游景区用电量达到2083.31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7.21%。在泰山之巅，众多游
客新春登高，迎接新年日出。“今年春节泰山景区
最高用电负荷达到4060千瓦，比2024年春节假期最
高用电负荷增加了23.5%。”国网泰安供电公司泰
山景区供电所所长李佩说。
　　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文化消费等消费新亮点
频现，带动相应行业的电力需求增长。假日期间，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建设运营的充换电站，充换电
量达到2451.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2.25%。国网山东
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相关负责人说，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的不断上升，叠加春节假期城际出行车流量的增
加，是充换电量增长的主要原因。
　　春节假期，山东各地纷纷举办各类文艺演出、
民俗展览、体育赛事等活动，丰富了民众的假期生
活。文化消费的持续升温，拉动相关行业用电量增
长。数据显示，全省文化、艺术、体育娱乐业用电
量达到1064.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4.85%。
　　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李阳说，新年伊始
的消费热潮只是一个开端，随着今年各项政策持续
发力，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效果将进一步显现，
期待用电量数据走出更为振奋的上扬曲线。

山东：用电量彰显假日消费热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记者8日从国家发展改
革委获悉，为确保春耕期间化肥供应量足价稳，国
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5年春耕及全年
化肥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方、有关企业和相关商协会从化
肥生产、流通、储备、进出口、市场监管以及农化服务
等多方面着手，全面做好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
　　一是加强生产保障，落实好重点化肥生产企业
最低生产计划，稳定化肥生产用天然气、煤炭、硫
磺、磷矿石等能源资源供应；二是加强运输协调和
产销对接，确保化肥供应不断档、不脱销；三是加
强化肥储备管理，协调解决储备货物在货源组织、

运输调运、资金贷款等方面的困难，确保春耕期间
及时投放市场；四是加强进出口服务管理，维护进
出口秩序；五是加强市场监管，加大打假工作力
度，严厉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完善尿素期货监管交
割和化肥领域信用评价制度建设；六是加强农业社
会化服务，推进科学施肥。
　　据悉，目前，国内化肥生产稳定、流通顺畅、
储备充足、价格处于相对合理水平，春耕期间农业
用肥供应有保障。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
有关方面密切关注化肥市场形势变化，采取综合性
市场调控措施，确保春耕化肥供应充足、肥价基本
平稳，满足农业生产用肥需要。

婴幼儿营养喂养评估服务指南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良好的营养和科学的
喂养是促进婴幼儿体格生长、机体功能成熟及大脑
功能形成的重要保障。如何评估婴幼儿营养状况？
怎样指导养育人掌握营养喂养科学知识和技能？谁
来提供相关评估和指导服务？记者8日从国家卫生
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婴
幼儿营养喂养评估服务指南（试行）》，为科学喂
养和评估提供依据。
　　婴幼儿喂养主要包括儿童从出生到3岁期间的
母乳喂养、辅食添加、合理膳食和饮食行为培养。
指南明确，婴幼儿营养喂养评估由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提供，在婴幼
儿满1、3、6、8、12、18、24、30、36月龄时，共
进行9次营养喂养评估。服务内容包括健康教育、
喂养行为评价、营养状况评价和咨询指导。
　　对于0至6个月婴儿，指南强调向养育人普及

母乳喂养核心知识和技能，提倡纯母乳喂养，不
添加水和其他食物；针对6至24月龄婴幼儿，指南
要求着重指导养育人掌握科学的辅食添加方法，
确保辅食添加频次和种类合格，努力减少婴幼儿
缺铁性贫血；对于2至3岁幼儿，指南强调合理膳
食、饮食行为培养的重要性，如选择新鲜、营养
丰富的食材，少盐少糖，进餐时不观看电视、电
脑、手机等电子产品，每次进餐时间控制在30分
钟以内等。
　　据了解，喂养行为评价及营养状况评价完成
后，儿童保健人员要结合婴幼儿健康检查、喂养行
为评价及营养状况评价结果，及时对存在喂养行为
问题的养育人，以及存在营养问题的婴幼儿，给予
针对性咨询指导和干预。对于患有营养性疾病的婴
幼儿，必要时转诊至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或其他专
业医疗机构。

  “霸道总裁爱上我”“重生之后我选择复
仇”“穿越回古代当大女主”……近年来，具有
短小精悍、节奏紧凑、题材多样等特点的微短剧
发展快速，成为视听行业的一股新生力量，吸引
了大量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
  不过在繁荣背后，微短剧却存在内容同质化
严重、价值观导向偏差、制作粗糙等问题，甚至
有一些微短剧为博取流量，不惜打“擦边球”，
传播低俗内容，影响了整个行业的积极发展。
　　“分类分层审核”制度的出台，是及时雨，
也是指南针。制度的实施，将从源头上遏制不良
内容的传播，为优质微短剧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保
障，有助于引导微短剧行业告别野蛮生长，推动
微短剧向专业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
　　规范化管理不等于限制，而是为行业发展
“保驾护航”。在政策引导下，创作者需要转变
思维，从追求短期流量转向深耕内容品质，不断
提升自身专业能力，用心打磨每一个故事，用
好的作品赢得认可。对于平台而言，在执行
“分类分层审核”的过程中，还需要建立起一
套完善的违规查处机制，确保每一部上线的作
品都经过严格的把关。同时，也要加强对正在
播出内容的监管力度，一旦发现问题立即采取
措施予以纠正。
　　微短剧作为新时代文艺创作的重要形式，承
载着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流价值观的使命。可以
预见，在“分类分层审核”制度的推动下，微短
剧行业将更加注重内容创新和品质提升，优质作
品将会获得更多的展示机会。相信，只要各地认
真落实，各方积极跟进，就一定能够助力微短剧
行业健康有序繁荣发展。

让微短剧彻底
告别野蛮生长

□本报评论员 马宇琪

  记者2月5日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
悉，关于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网络
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通知正式发
布，要求落实“分类分层审核”制度。根
据微短剧行业发展实际，按照国产网络剧
片分级监管、重点监管原则，对微短剧按
三类分三个层级进行审核管理，以差异
化、精准化管理优化审核流程、提高审核
效率。     （据新华社新媒体）

今年我市预计

安排境外展会150场次
  本报讯（记者 刘伟）近日，市商务局根据《山东
省商务厅关于印发2025年“万企出海 鲁贸全球”国际
市场开拓计划的通知》，结合企业需求和重点市场等情
况，制定了潍坊市2025年“千企百展”境外市场开拓计
划，2025年我市预计安排境外展会150场次，其中，省支
持展会70个，含省主办类展会10个、省重点类展会60
个；市支持展会80个，含市“展中展”20个、市“潜力展”
20个、市“重点展”40个，助力外贸企业“出海”拓市场。
　　此次开拓计划以深耕新市场、培育新动能、融合
新业态为工作目标，推动“潍企潍品出海”，聚焦重
点市场精准制定开拓方向和重点，聚焦优势产业和高
技术产品精准带动新质生产力产品出口，聚焦新业态
新模式新渠道精准促进展会与新业态融合发展。与以
往相比，今年我市新增支持展会30个，并对不同支持
类别的展会数量进行调整。
　　据介绍，为提高企业参展积极性，进一步扩大企
业受益覆盖面，对10个省主办类展会和潍坊市重点组
织的60个省重点类展会展位费给予最高70%补贴。对
市“展中展”“潜力展”“重点展”展会的展位费分
别给予最高100%、80%、50%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