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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5.3%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
据，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6605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国民经济
顶住压力、迎难而上，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当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说，分季度看，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4%，二季
度增长5.2%。从环比看，二季度GDP增长1.1%。
　　夏粮稳产丰收，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
良好，服务业增长加快。上半年，农业（种植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3.7%，全国夏粮总产量14974万吨；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装备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0.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5%，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8和3.1个百分
点；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比一季度加快0.2个
百分点。
　　市场销售增速回升，固定资产投资继续扩大。上
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5458亿元，同比增长
5%，比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248654亿元，同比增长2.8%；扣除房地
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6%。

　　货物进出口持续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上半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17876亿元，同比增长2.9%。民
营企业进出口增长7.3%，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7.3%，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基本平稳，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
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
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同比上涨
0.4%，比一季度扩大0.1个百分点；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平均值为5.2%，比一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1840元，同比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5.4%。
　　“总的来看，上半年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
力显效，经济运行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展现出强
大韧性和活力。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
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加力
巩固。”盛来运说，下阶段，要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
国际经贸斗争，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进一步做强
国内大循环，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
性，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黑加油点“大扫除”专项整治行动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15日从应急管理部
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黑加油点“大扫除”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整治行动
将持续到今年12月。
　　近年来，个别不法分子通过非法调和生产劣质油
品、偷逃税费、违规运输、非法销售等多种方式扰乱
成品油流通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有的流
动加油车伪装成洒水车非法兜售成品油，有的非法售
油点藏匿于地下车库、校车停车点等，对公共安全构
成严重威胁。
　　专项整治行动以油品来源、车船改造、销售渠道
为切入点，重点整治流动加油车船、自建油罐非法经
营等黑加油点，以及非法调油、变名销售、“油票分
离”、非法改装加油车船等黑色链条。同时曝光典型

案例，形成严厉打击成品油非法违法行为的高压
态势。
　　连日来，各有关方面组织力量深入工业园区、物
流园区、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场所，对前期摸排的黑
加油点线索实施集中核查处置，并结合群众举报的线
索，对非法油品生产、销售、运输、纳税等各环节违
法行为进行溯源核查、起底排查、依法打击。截至7
月14日，共查实违法线索超1000条，查封非法油品
2300余吨。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
整治行动将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优势，加强统筹协
调，层层压实责任，合力攻坚消除安全风险隐患。同
时，推动建立完善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
成品油流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15日从中央网信办
获悉，为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
2个月的“清朗·2025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
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将进一步拓展治理深度和范围，持
续深入整治网上危害和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问题乱
象，严厉打击涉嫌针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本次专项行动将聚焦各类新情况新表现，整治实施
网络侵害行为、隐蔽传播违法不良信息、诱导参与线下
危险活动、利用未成年人形象牟利等四方面问题。包括
以未成年人为对象，借绝版“谷子”、明星周边、免费
学习搭子等名义，侵扰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欺凌等恶性
违法行为；借卡牌、故事、动漫等未成年人喜爱的新载
体、新手法，炮制网络黑话烂梗，包装美化不良亚文
化，鼓吹不良价值观，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
　　据悉，在开展专项整治的同时，网信部门还将重点
关注未成年人模式的使用情况以及内容建设存在的问
题、儿童智能设备的内容安全以及功能规范、AI功能
在未成年人领域不当应用以及诱导沉迷问题等情况。

中央网信办专项整治

2025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

工业和信息化部拟制定

移动电源强制性国家标准

我国部署开展

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
培训行动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从2025年到2027年底广
泛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其中，聚焦高精尖产业与急需
行业、就业重点群体等开展补贴性培训3000万人次以上。
　　意见明确，围绕增加制造业、服务业紧缺技能人才
供给，聚焦先进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交通运
输、农业农村、生活服务等领域，大力开展分行业领域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围绕企业职工、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等重点群体，持续加强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根据意见，各地要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质效，激发企
业培训主体作用，发挥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民办
培训机构、公共实训基地等各类培训载体作用，推行
“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的项目化
培训模式，规范培训内容并加强质量评估。
　　意见要求高质量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提升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的权威性、流通性和认可度，加强技能评
价标准化体系化建设，大力推行“新八级工”职业技能
等级制度，指导企业实行岗位薪酬与岗位价值、技能等
级双挂钩的分配办法。

抵制身材焦虑 尺码不能定义美
□本报评论员 薛静

  明明身材没变，买衣服时尺码却要从“S”
换成“XL”；买条号称“均码”的牛仔裤，结果
连脚脖子都塞不进去；打开网红直播间，全是体
重只有80斤的主播在卖力吆喝……女装尺码的乱
象，让人忍不住想问一问：大街上的女性高矮胖
瘦各有各的特点，怎么女装倒是千篇一律往小了
做，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女装尺码不断“缩水”，细究背后原因，离
不了“白幼瘦”离谱审美的作祟和商家的推波助
澜。打开网络平台，到处都是瘦比麻杆的明星网
红，到处都是“A4腰”“漫画腿”“直角肩”的
宣传，仿佛只有瘦成一张纸片才配得上“美”。
为了迎合这股风潮，也为了降低成本，商家纷纷

把女装尺码做小，并通过营销明晃晃地告诉女性
消费者：衣服越小，时尚感越强。
  可是，普通女性又不是为镜头而生，正常生
活条件下，哪能各个都塞进巴掌大的衣服里？有
些女性为了好看，不顾身体健康过度减肥，即便
能穿上小号衣服，但牺牲健康换来的纤瘦，就是
真的“美丽”吗？

  服装产业发展到今天，早已成为时尚的外在表
达形式之一。服装的确有偏好，很多人也通过服
装表达个性，这就促使商家不断创新，推出更多
新颖的衣服。但是，不在布料、款式等方面下功
夫，反而在尺码上动手脚，这算哪门子创新？

  想要改变尺码乱象，需要社会共同发力。行
业应及时更新服装号型标准，让商家制作衣服有
规可循。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虚标尺码、恶意制造
焦虑等行为的监管，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审美
观，鼓励消费者勇敢对不合理尺码说“不”。
  所谓“标准身材”“标准尺码”，不过是人
为设定的刻板标签。人的审美从来都不是“小码
即正义”，美从不体现在尺码标签上，而在健康
与自信的光芒里。下次，再遇到那些小得离谱的
女装，咱消费者大可潇洒转身，别被畸形审美和
营销套路牵着鼻子走。毕竟，衣服是为人服务
的，不是用来制造焦虑的，与其在试衣间焦虑叹
息，不如以平和心态接纳真实的自己，在自信与
从容中绽放光彩。

  “体重没变，衣服尺码却越穿越大。肩
宽变窄、腰围收细、裙长短了一大截。”来
自北京的张女士在商场买衣服时，一个劲儿
地感慨。近年来，“成人女装尺码越来越
小”的讨论频频登上热搜话题。不少女性消
费者表示，尺码“缩水”给自己日常选购衣
物增添诸多不便，甚至无端遭受身材歧视。
        （据《半月谈》）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15日了解到，工业和
信息化部目前正在公开征集对《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
范》等制修订计划项目的意见。本次拟制定的强制性国
家标准将对包括充电宝在内的移动电源设置更严格的技
术标准。
　　近年来，移动电源行业呈现出较为迅速的发展趋
势。与此同时，移动电源安全事故频发，严重威胁消费
者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安全
保护、电池特殊安全要求及材料、生产过程及关键工艺
等要求，从源头上降低事故风险，遏制劣质产品泛滥、
淘汰低质产能，从源头降低产品安全隐患。
　　本次拟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包括一般要求、产品
标识等基本要求，移动电源的过充电保护、过放电保
护、短路保护、过载、误操作、循环后跌落、智能管理
等要求，锂离子电池的过充电、挤压、热滥用、针刺等
特殊要求，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以及锂离子电池和电
池组的生产过程及关键工艺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