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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 璟，太原文学院副院长
2.申毅敏，太原日报社高级记者
3.侯 莉，山西财经大学教师
4.田蒲芳，太原市尖草坪区南寨街道新华社区网格员
5.马一平，国家税务总局太原市万柏林区税务局四级主办
6.赵 旭，太原市第五中学校教师

7.王晓骏，北京市道可特（太原）律师事务所主任
8.张姝姝，太原市图书馆馆员
9.朱家宝，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有限公司职员
10.武玉婷，太原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部资讯部副主任

公示时间从 2024 年 1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 月 19 日。

如对公示对象持有异议，请向市委宣传部实名反馈。
电话：0351—4030171

邮箱：ture215@126.com

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
2024年 1月 15日

2023年太原市“优秀阅读推广人”候选人公示
1.何继红，太原市第六十一中学校办公室主任
2.陈志军，太原市第五实验中学校教师
3.杨苏钰，太原市妇女联合会一级科员
4.林钰涵，太原市第十八中学校学生
5.王 斌，太原东山王封煤业有限公司职员
6.吴 婷，太原广播电视台品牌推广部副主任
7.张丽桃，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高级会

计师
8.王振君，太原市晋源区第四实验小学校教师
9.秦文静，古交市邢家社乡人民政府科员
10.朱雪春，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玉门花园小学校

执行校长
11.要转转，太原市晋源区第六实验小学校教师
12.李颖琳，太原市第五十五中学校办公室副主任
13.刘慧博，太原市图书馆馆员
14.李佩珊，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杏花岭派出所

见习民警
15.武宇涵，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西街小学校教师
16.李 靖，山西辰涵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7.李 爽，山西诚信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
18.任 静，太原市万柏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职员
19.李晓亚，太原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公

司工程师
20.孟洁冰，山西省实验小学中车分校教师
21.郝嘉宁，太原市第十二中学校学生
22.周春娥，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七中学校教师
23.米 昊，山西焦煤西山煤电太原选煤厂团委副书记
24.刘 利，太原市第二实验小学校教师
25.武 婧，清徐县东湖幼儿园教师
26.李 栋，太原市第三十中学校教师
27.李娇艳，太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量安全管理

科副科长
28.孟 涛，太原市万柏林区太白街小学校党支部书记
29.梁佳慧，太原市晋源区第六实验小学校教师
30.郝鸿雁，清徐县职业教育中心校教师
31.薛晶晶，清徐县徐沟中学校教师
32.段森元，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坝陵桥派出所

一级警员
33.李代安，古交市梭峪乡人大主席、工会主席
34.付 静，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干事
35.任丽锋，太原市晋源区第六实验小学校教师
36.吴静波，太原市图书馆办公室主任

37.张丽凤，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小学校教师
38.李金虹，太原市万柏林区晋美社区工作服务中心

主任
39.孙丽萍，清徐县妇联副主席
40.王建宇，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朝阳一社区党委副

书记
41.毛晓敏，太原市图书馆职员
42.张敏生，太原市新道街小学富力分校教师
43.王思琪，太原市万柏林区东社小学校教师
44.赵战英，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金胜学校教师
45.刘 雯，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苑社区华侨幼儿园

园长
46.许 洋，太原市市政公共工程质量安全站（太原市

轨道交通建设服务中心）助理工程师
47.梁荣祥，太原锻钢厂原工会主席
48.徐 鑫，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街街道地矿社区网

格员
49.韵思嘉，清徐县东湖幼儿园教师
50.张凤茹，清徐县金川小学校教师
51.马亮星，山西北方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工

程师
52.王 荣，古交市职业中学校教师
53.闫 倩，太原市晋源区姚村镇洞儿沟小学校教师
54.耿 攀，古交市委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55.李俊羿，太原市小店区北格镇妇联主席
56.王 钦，太原市万柏林区文化和文物旅游保护发展

中心副主任
57.黄 政，太原市万柏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职员
58.王保国，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巡警大队辅警
59.张 瑜，清徐县职业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
60.卢荣华，太原市公园服务中心工程师
61.郑浩东，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巨轮派出所见

习民警
62.赵美华，太原市图书馆助理馆员
63.王华钰，太原市万柏林区纪检监察宣教网络中心

职员
64.卢亚男，随月共读书友会发起人
65.芦燕燕，古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员
66.申雅坤，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有限公司职员
67.韩 磊，太原市万柏林区千峰街道公园路社区网

格员
68.王丹阳，太原市万柏林区开成小学校教师

69.薛源远，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有限公司职员
70.牛雪溦，太原市新道街小学富力分校教师
71.李 倩，太原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公司

助理工程师
72.冯 琴，太原市万柏林区开成小学校教师
73.张 洁，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有限公司职员
74.张慧媛，太原市图书馆馆员
75.陈彦芳，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小学校教师
76.孟祥君，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有限公司职员
77.郑 妍，太原日报社编辑
78.文殿林，文先森书坊馆长
79.刘 楷，太原市棉花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
80.冯丹怡，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有限公司职员
81.赵 静，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有限公司职员
82.纪瑾瑜，太图城市书房耐火西巷社区馆图书管理员
83.段淑娟，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有限公司职员
84.丁则洁，太原市迎泽区第二实验小学校教师
85.张 婧，太原市尖草坪区乾泽园社区网格员
86.杨 阳，太原市尖草坪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87.杨巧霞，太原市小店区黄陵小学校校长
88.李尚蓓，山西现代双语学校学生
89.王 星，太原市新道街小学富力分校教师
90.范雨琦，太原市图书馆助理馆员
91.曾 萍，太原市新道街小学富力分校教师
92.袁 媛，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小学校教师
93.郝雨润，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太原有限公司职员
94.郝秀娟，太原市万柏林区大唐实验小学校教师
95.贺文静，太原市新道街小学富力分校教师
96.李 璇，太原市新道街小学富力分校教师
97.焦雅丽，清徐县宏乐幼儿园教师
98.王雅琪，一粒书屋·富力社区图书管经理
99.李 泽，太原市新道街小学富力分校教师
100.吴清宇，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涧河责任区刑

警队见习民警

公示时间从 2024 年 1 月 16 日至 2024 年 1 月 20 日。
如对公示对象持有异议，请向市委宣传部实名反馈。

电话：0351—4030171

邮箱：ture215@126.com

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
2024年 1月 15日

2023年太原市“十佳阅读推广人”候选人名单

文化赋能文化赋能 开年消费潜力得到释放开年消费潜力得到释放

这个冬天，“冰城”不冷。冬季的北国风光，配上热情
周到细致大方的服务，“哈尔滨文旅消费”在网上广受关
注，吸引无数游客竞相前往。

据哈尔滨市文旅局测算，元旦期间，全市累计接待游
客 304.7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441.4%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59.14亿元，同比增长 791.92%。

全国各地文旅动起来了：“拼”字当头，连夜更新宣传
短视频，拼质量更拼数量；“惠”字优先，景点门票半价、免
费还不够，一场接一场年货大集、文旅盛宴不停步。

从北向南，红红火火、热气腾腾的文旅大餐由此拉开
2024年中国消费市场的大幕。

据文化和旅游部测算，元旦假期 3天，全国国内旅游出
游 1.35亿人次，同比增长 155.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797.3

亿元，同比增长 200.7%。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471495亿元，比上年增长 7.2%；最终消费支出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2.5%，印证消费复苏的有力势头。

新的一年，中央各部门政策再发力。大江南北，一系
列持续扩大消费的举措正陆续推出，消费市场持续活跃。

创新提质创新提质 新型消费提供增长新动能新型消费提供增长新动能

1 月 7 日清晨，2024 厦门马拉松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鸣枪开跑，来自 36个国家和地区的 3万名选手齐聚鹭岛。

体育消费正成为推动消费增长的新动力。在厦门同

步举行的第五届中国马拉松博览会显示，近三年来，厦门
人均体育消费增长近 40%，占全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的 7%以上。厦门马拉松累计综合经济影响已超 60亿元。

“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极培育
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
长点”——2023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一部署，
为持续扩大消费指明方向。

科技创新培育新供给，持续创造消费新动能——
比亚迪刷新中国汽车市场销售纪录；国产首艘大型邮

轮搭乘 3000多名宾客，完成 7天 6晚的商业首航……
满足高品质生活需求，开拓消费新空间——
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山东出台政策支持农村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全省已累计建成充电站超过 2300 座、充电
桩 1.6万余台，乡镇覆盖率超过 70%。

政策发力政策发力 持续激发消费新动力持续激发消费新动力

当前，推动消费增长还有不少挑战。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研究员王微认为，应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增强经
济活力，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快形成消费引导供给、供
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保民生保就业，着力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安排，2024年全国公共就业

服务将月月不停、全年不休，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
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不仅要“增收”，还要“减负”。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

祉的意见》，重点解决好老年人居家养老、康养照护等急难
愁盼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新一轮保障性住房规划建
设，从解决困难工薪人群住房问题入手，再逐步将范围扩大到
整个工薪收入群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对所有
灵活就业人员免费提供规范可持续的基本就业公共服务……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同
步，并以优质公共服务为居民解忧，让广大居民“敢消费”，
就能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供澎湃动力。

政策持续发力，为居民消费提供便利——
2023 年 12 月 14 日，北京、上海两地同日调整优化了

多项房地产政策，包括下调购房首付比例、下调房贷利率、
调整普通住宅认定标准和延长贷款年限等。

聚焦营商环境建设，发放针对汽车、家电等实物商品
的消费券，稳定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继续落实新能源汽
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全国各地因地制宜采取行动，
为居民“能消费”提供更为宽松积极的市场环境。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政策给力、市场发力，各方齐心协力，共同推动消费市场

持续“暖”起来，就能更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9日电）

当全球制造业遭遇多重挑战，中国制造能否
经受考验？

1 月 19 日发布的最新“榜单”给出了回应：工
业经济在波动中实现稳步恢复，中国制造业总体
规模连续 14年保持全球第一。

一头连市场、一头连工厂，一边是国内、一边
通国际，坐稳制造业规模的头把交椅，“Made in

China”的分量不言而喻。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块钢铁、一块香皂要靠进

口。2010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世界排名第一，成
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即使面对复杂多变的外
部环境，大国制造始终走得坚实又有力。

主打一个“稳”，“大块头”托举了大国经济。
机器声响起来，企业就活起来，就业就有了更

多保障。产业链转起来，国内国际循环起来，也就
“呵护”起了大市场的烟火气。

2023 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6%，比 2022 年提升 1 个百分点。钢铁、石化等
传统行业复苏加快，电子行业走出低谷，汽车生产
更是实现两位数增长。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
比重超过 27%，不断扎稳经济发展的根基。

突出一个“新”，大国重器、国货潮牌提气。
刚开年，C919 京沪航“飞起来”，国产大型邮

轮出海远航，操作系统、关键软件等领域实现新突
破。“新三样”出口额首次破万亿元，造船市场份额
连续 14 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努力向上，背后
是创新体系不断完善，创新动能不断孕育。

瞄准一个“精”，提升质量更给力。
曾几何时，人们对制造业有些刻板印象。从

“地条钢”到“手撕钢”，生产传统设备到攻坚精密
仪器，由“黑笨粗”转向“高精尖”，制造业不断上演

“变形记”。
今天，全球每销售 3 辆新车，就有一辆“中国

造”，平均每 10 辆电动汽车中就有 6 辆车的电池
来自中国。10.3 万家专精特新企业深耕产业链各
环节，5095 家国家层面绿色工厂，彰显着制造业
向“绿”升级。

从小到大不易，由大到强更要加劲儿。
从大企业到“小巨人”，一个个深耕实业的经

营主体，成千上万名科研人员、产业工人，是中国
制造的底气；完整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是中国制造的魅力。

但我们还要增添硬实力。补短板，继续强链
补链，把产业基础打得更牢，让传统产业加快升
级，增强竞争力；锻长板，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生
产力，让优势产业做得更好、新兴产业不断壮大，
厚植发展的潜力。

2024 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产业变革，
新兴市场也在不断崛起。激烈竞争中，大国制造
既要守住家底、攻关核心技术，更要开辟新赛道、
抢抓先机。

变的是环境，是赛道；不变的是实体经济的根
基。面向未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中国制造，
走起！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月 19日电）

在激发消费潜能中畅通经济循环
——2024 年开年经济一线观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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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充满动感，蕴含张力。
国家移民管理局 18日发布数据，2023年 4.24亿人次出入

境，同比上升 266.5%。其中，内地居民、港澳台居民、外国人
同比分别上升 218.7%、292.8%、693.1%。

天 光 未 亮 ，广 东 珠 海 拱 北 口 岸 出 境 大 厅 已 是“ 人 声 鼎
沸”。这个连续 11 年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口岸，2023 年累计
出入境人员达 1 亿人次，也就是每天有 27.4 万人次从这里密
集往返，按每日开放 19小时计算，平均每小时客流量达 1.44万
人次。

人员的往来、产品的流通、产销的循环，聚合成经济的韧
劲儿。

2023 年，疫情转段后的第一年，旅游业成为观察经济复
苏的一个窗口。拱北边检站全年累计验放持旅游签注的人员
1330 余万人次，络绎不绝的游客，拉动着粤港澳大湾区旅游
业的热度。

广州白云机场口岸，一条“空中丝路”将中国与世界拉得
更紧。 160 余条国际（地区）客货运航线忙碌运行，覆盖全球
230多个通航点，每周国际（地区）航班超 1000架次。

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查验量大幅增长，全年达 2346.1 万
架（列、艘、辆）次，同比上升 143.4%。其中飞机 54.1 万架次、
列车 9.1万列次、船舶 40.4万艘次、机动车辆 2242.5万辆次。

万千流动的背后，是多项出入境便利政策的保障。
去年 12 月 1 日，我国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

牙、马来西亚 6 国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截至今年 1 月 9 日，
上述 6 国免签入境人员共计 14.7 万人次，呈整体上升趋势，有
力服务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商贸、旅游。

1 月 11 日起，便利外籍人员来华 5 项措施正式施行，进一
步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旅游等方面的堵点。当前，
在华常住外国人已恢复至 2019年底的 85%。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入境边检执勤现场秩序井然。最快
10 秒完成快捷通关流程，出入境人员节约了时间成本；外国
人通道等人工查验通道设置合理，往来效率按下加速键。

2.2 万余公里陆地边境线和 300 多个对外开放口岸上，无
数移民管理警察护航你我出行的平安舒心。

流动蓄积着发展的活力，你来我往的步伐里，有相向而行
的真诚奔赴，有开放自信的大国气象。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9日电）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最终表现。

走过 2023，贵州“村晚”、淄博烧烤、国货“国潮”……一系列的现象级消费场景让人记忆犹新；走进 2024，

元旦假日经济再次让人眼前一亮，消费活力十足。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 2024 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提出“推动消费

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新年伊始，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正千方百计加快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形成消费和

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助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2024 年 1 月 13 日，市民在广西南宁市上海路年货市场选购新春饰品。 新华社发（赵京武 摄）

2024 年 1 月 12 日 ，在 日 照 鸿 日 新 能 源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工
作人员在整车生产线上忙碌。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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