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日，在第九届中国国际低
音铜管艺术节的一场公益大师课上，
来自意大利的长号艺术家彼得·斯
坦纳（左）在指导爱好者练习长号。

当日，第九届中国国际低音铜
管艺术节暨第五届低音铜管大奖赛
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开幕。本届艺
术节共邀请国内外近200名低音铜
管专家和艺术家参加，吸引全国
1000 多名低音铜管乐器爱好者前
来交流学习。在为期6天的艺术节
期间，低音铜管专家和艺术家将举
办50多场公益大师课，联袂演绎15
场高水平音乐会。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第九届中国国际低音
铜管艺术节在渝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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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居民消费信心指数从一季度的
68.09上升至 73.43，地铁客流热度指数
在4月突破新高、跃居全国第一，城配物
流活跃度指数6月较1月增长17.7点，线
下消费热度 6月全国第二……8月 1日，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市发展
改革委会同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
部、重庆西部大数据前沿应用研究院对
5.43亿条多源大数据分析显示：上半年，
重庆居民消费信心不断提振，线上线下
消费加速发力，生活服务业消费潜力稳
步释放。

三方面原因促消费回暖

据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分析，
居民消费信心持续提升与以下三方面原
因密切相关：

首先，居民消费信心的有效提升，是
建立在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重庆全体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9920元，同比增长5.3%，特别是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442元，同
比增长6.9%。

其次，消费政策的倾斜有效拉升了
居民消费意愿。今年以来，重庆先后出
台《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推动经济企稳恢
复提振政策措施》、稳定经济政策包 181
条措施等，瞄准汽车、家电等重点行业，
制定下发《关于实施 2023“爱尚重庆”汽
车惠民促销活动的通知》《重庆市促进绿
色智能家电消费若干措施》等政策，大力
推进实施汽车、绿色智能家电惠民补贴促
销活动，吸引更多消费者进入消费市场。

同时，消费体验感的增强也直接带

动居民消费的积极性。今年以来，重庆
持续推出2023不夜重庆生活节、第二届
成渝双城消费节、火锅美食文化节等多
形式、大力度的促消费活动，大力发展直
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模式新业态，以创
新的消费场景激活消费市场，有效释放
居民消费活力和潜力。

居民消费信心稳步提升

消费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关键的
基础作用，而恢复和扩大消费，重在激发
消费信心。数据显示，2023年 1—6月，
重庆居民消费信心指数稳步提升，从一
季度的68.09上升至二季度的72.52，6月
信心指数达73.43。

“所谓消费信心指数，是指一段时期
内互联网上对消费话题正面反响度的指
标。数值越大，表示舆论对该话题正面
反响程度越高。”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
人解释，当前网友对“消费券”“政策”“补
贴”等相关话题关注度较高，对美食（预
制菜）、健身、汽车、旅游等消费领域也维
持较高讨论热度。

“地铁客流热度指数回升，也表明
重庆这座城市热闹喧嚣的景象正逐步
回归。”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数据显示，
2023年以来，重庆地铁客流指数企稳回
升，1—6月指数平均达 136.96，较去年
同期增长 27.02点，城市复苏脚步逐步
加快。

具体来看，4月,重庆地铁客流指数
突破新高，达173.46，在全国特大消费城
市中位居第一；5、6月指数增长有所放
缓，分别为 142.93、141.62，但在全国特
大消费城市中仍保持第二位，“越来越
忙”的地铁见证了重庆城市的热闹活跃。

线上、线下消费持续复苏

“线上消费的恢复程度，从物流的繁
忙程度就可见一斑。”该负责人透露，根
据城配物流活跃度指数显示，6月重庆
物流指数恢复至 93.2，较 1月增长 17.7
点，线上消费活跃度稳步增强。

同时，上半年重庆统计数据也显示，
邮政快递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 60.0%
及以上高位景气区间。比如，今年“五
一”期间，重庆邮政快递业共揽投快递包
裹4089.63万件，同比增长8.88%。

而此前，市商务委发布的数据印证
了今年上半年重庆线上消费的良好增
势：1—6 月全市网络交易额 5922.5 亿
元，同比增长 12.4%，高于全国 1.8个百
分点；网络零售额 555.3亿元，同比增长
19.5%，高于全国 4个百分点，其中实物
型网络零售额 337.89 亿元，同比增长
21.20%，服务型网络零售额 217.38 亿
元，同比增长16.93%。

“除了线上消费热度稳步提升，线
下消费也在持续复苏，商圈人气正在汇
聚。”该负责人介绍，去年 11月重庆线
下商圈消费热度指数大幅下降至
90.28，今年上半年消费热度指数稳步
回升，6月指数平均为 118.19，在特大消
费城市中位居第二，消费人气逐步“旺
起来”。

比如，上半年，解放碑日均客流55.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较 2019年同期
增长 17%，销售额同比增长 17.5%，较
2019年同期增长8.3%，商圈消费增速位
居支付宝消费观察数据榜全国前十；观
音桥商圈日均人流量超50万人次，据腾
讯大数据统计，观音桥商圈热度指数位
列全市第一、全国前三。

生活服务业消费强劲，供
需两端稳步恢复

餐饮、住宿、旅游、休闲娱乐等生活
服务业体现着城市生活的“烟火气”，是
城市的“民生之气”，更是城市的“兴盛之
气”。“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重庆有序推
进复商复市，生活服务业供需两端稳步
恢复。”该负责人表示。

从消费需求端来看，生活服务消费热
度指数显示上半年我市消费热度指数整体
呈现快速复苏态势，6月平均指数达125.12，
重庆生活服务类消费正加速恢复“元气”。

就具体行业而言，住宿业和餐饮业消
费热度指数均高于100，发展态势向好且
稳定性较高；旅游业消费指数在3月“爆发
式”增长至471.22，4—6月指数有所放缓；
休闲娱乐业消费热度指数由1月的91.22
攀升至6月的165.1，以电影票房为例，上
半年重庆电影票房（6.22 亿元）、人次
（1527.93万人次）、场次（167.32万场），较
2022年同期涨幅分别为36.11%、32.00%、
3.07%；环比涨幅分别达到 109.66%、
104.27%、35.03%，焕发城市商业新动力。

从消费供给端看，生活服务经营活
力指数显示，上半年我市生活服务经营活
力指数均在100以上，好于去年同期水平，
6月指数平均达到117.91，在特大消费城
市中高于深圳（117.72）、广州（116.05）。

具体来看，住宿业和餐饮业上半年
各月的经营活力指数均高于 100，超过
去年同期水平；休闲娱乐业经营活力指
数达到129.75，呈现稳步上升态势；餐饮
业、旅游业和住宿业经营活力指数自 3
月以来增速有所波动，但总体仍超过去
年同期水平，发展势头乐观，商户经营状
况持续向好。

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 见习记者 赵元元）8月1日，
市慈善总会组织部分区县在大足区召开2023年“95公
益周”“99公益日”活动培训会。

重庆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况由志、大足区副区长钱
虎出席活动，各区县慈善会负责人参加活动。

本次培训会旨在让大家充分认识“95公益周”“99
公益日”活动的重要意义，理清工作思路，细化工作措
施，不断增强全市慈善意识、营造全市崇德向善的浓厚
氛围，有效促进全市慈善事业发展。

据了解，大足区自2019年参加腾讯“99公益日”、乡
村振兴专场等互联网募捐活动以来，陆续上线了“为乡
村振兴护航”“婚俗改革文明新风尚”“大足石刻守护计
划”等38个互联网募捐项目，累计获得配捐1198万元。

大足区慈善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大足区慈
善会将持续践行“慈善为民，依法行善”的工作要求，在
扶弱济困、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地铁客流指数居全国前列，城配物流活跃度提升,线下消费热度全国第二——

重庆消费市场加速回暖
“95公益周”“99公益日”
活动培训会在大足召开

□ 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 谢智强
实习生 严诗怡

8月 1日，位于綦江区中峰镇的重
庆蟠龙抽水蓄能电站正式下闸蓄水，预
计在今年 12月中旬开始试发电。该电
站也是西南地区首座大型抽水蓄能发
电站。

重庆蟠龙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
71.18亿元，总装机容量 120万千瓦，设
计年抽水电量26.72亿千瓦时，年发电量
20.04亿千瓦时。

重庆蟠龙抽水蓄能电站工作人员还
表示，电站发的电将以 500千伏输电线
路接入重庆电网，用于整个西南地区。
届时，该电站发的电将作为重庆未来电

网中重要的骨干电源，主要承担调峰、填
谷、调频、调相、事故备用等任务，缓解重
庆用电压力。

重庆蟠龙抽水蓄能电站下闸蓄水
计划于12月中旬试发电

□ 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近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优化
调整稳就业政策全力促发展惠民生若干
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发布 19条举
措，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全力
促发展惠民生。

“19条”出台背景是什么？有何亮
点？哪些人可以享受？针对市民关心的
问题，8月 2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市
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

确保全年就业局势稳定

“我们结合实际，对稳就业政策措施
进一步优化调整，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
就业岗位，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确保全年
就业局势稳定。”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
人说，此次出台的《措施》，包括激发活力
扩大就业容量、拓宽渠道促进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就业、强化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加大组织保障力度4个部分共19条政策
措施。

在激发活力扩大就业容量方面，我
市将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加大对
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企业扩岗政策支
持、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稳岗扩岗服务和
贷款业务、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
加大技能培训支持力度、继续实施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等措施，并创新推出
“稳岗贷”产品。

在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方
面，我市将采取鼓励企业吸纳就业、鼓励
引导基层就业、支持国有企业扩大招聘
规模、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岗位规模、实施
2023年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等措施。

在强化帮扶兜牢民生底线方面，我
市将加强困难人员就业帮扶、稳定脱贫
人口务工规模、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开展高质量充分就业先行区试点等措
施。

此外，《措施》还要求加大组织保障
力度，包括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优化政策
经办服务、强化政策宣传解读、防范化解
失业风险等措施。

主要有三大亮点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说，此次
发布的《措施》主要有三大亮点——

一是贷款政策“给力”。给予贷款利
率优惠，创新推出“稳岗贷”产品，支持金
融机构向吸纳就业人数多、稳岗效果好
且用工规范的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给
予原则上不超过4%的贷款利率优惠。

同时，强化涉企信用信息共享，运用
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增加普惠小微贷款
投放，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续贷

支持。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积极开展金
融支持稳岗就业行动，支持金融服务港
湾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合作，共同开展
稳岗企业政策宣传推广和就业指导等服
务，助力援企稳岗。

二是补贴政策“接力”。《措施》提出，
我市将扩大就业补贴对象范围。比如，
对企业招用毕业年度或离校2年内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的 16-24岁青
年，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连续缴纳
6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的，按 2000元/人
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加大
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的支持力
度。

同时，调整技能补贴申领条件，参加
失业保险1年以上的企业职工或领取失
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的，可申请技能提升补贴，
每人每年享受补贴次数最多一次。

此外，还加强困难群众就业帮扶，对
企业招用我市户籍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
员，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并缴纳社
保的，发放标准为2000元/人的一次性吸
纳就业补贴。

三是扩岗措施“助力”。《措施》提出，
加大创业支持力度，拿出一定比例由政
府投资开发的夜市经济摊位、创业工位
等平台场地，为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失
业人员等创业者提供低租金或零租金支

持。并且，《措施》要求，广泛开拓岗位资
源，在支持国有企业扩大招聘规模，稳定
机关事业单位岗位规模的基础上，积极
鼓励基层就业，明确社区专职工作者招
聘面向高校毕业生比例不低于35%。

如何申请享受相关政策

哪些人可以享受相关政策？如何
申请？对此，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符合条件的各类就业困难人员、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以及吸纳符合
条件的重点群体就业的企业等皆可享
受本政策。政策覆盖 2023年 1月 1日
起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从发文之日起
开始经办。

同时，由于政策均为延续政策，经办
渠道和方式仍照旧执行，申请对象可以
向当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提出申
请，按规定程序进行办理。稳岗贷产品
由企业向金融机构提出申请。

该负责人特别提醒，在政策措施享
受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面向所有企
业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政策、创业担保贷款展期政
策、对见习期未满与见习人员签订劳动
合同的给予剩余期限见习补贴政策等
部分政策的实施期限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三大亮点！稳就业“十九条”解读来了

（上接1版）
会上，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重庆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改
革举措108项，并通过“互联网+督查”等方式收集近4万
家企业对营商环境便利度实际感知，督促相关部门限时
整改优化，多措并举解决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

所谓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以社保为例，市人力社保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重庆推出“降、补、减、贷”
政策包，为28.76万户企业降低失业保险费15.72亿元，
向4719户企业发放社保补贴等就业补助3.06亿元，为
2647户中小微企业减免贷款利息1.1亿元，向145户招
用重点群体人数多的企业发放低利率专项贷款 1.6亿
元。这些受益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

又如融资成本。会上，市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上半年，重庆银行业向民营企业发放贷款余额同
比增长 9.7%，新发放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4.33%，同比下降0.33个百分点。

10月底前实现无分歧账款全部化解

久久为功，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
营商环境的改善上，在惠企政策的完善和落实上，重庆
还有更多、更大的动作。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经济运行
新情况、企业发展新问题，组织开展评估分析，迭代完
善政策措施，不断提升惠企政策“含金量”。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大民营企业助企纾
困力度。在现行“降、补、减、贷”政策包的基础上，实施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中小微企业返
还上年度缴纳的失业保险 60%，大型民营企业返还
30%。对招用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稳定就业的，
按2000元/人的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与此同时，当前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难点、痛
点，以及不少民营企业家最关心的问题，都将被一一化解。

其中，关于民营企业的应收账款问题，经信委明确
表示，将推进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
在10月底前，实现无分歧账款全部化解。

关于失信问题，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持续推进事前信用承诺扩面，推动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
和行业信用评价作为“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对象抽取的
主要依据，依法依规实施事后信用奖惩和信用修复。

关于民营企业权益保护问题，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
责人明确表示，将聚焦产权保护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
突出问题，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

除了切实帮助民营企业破解难题，重庆还积极创
造新的发展机会。会上，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重庆正聚焦交通、城建、水利、能源、先进制造业、科
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将形成项目清单，向民
间资本推介，通过多种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上接1版）
《措施》提出，要支持国有企业扩大招聘规模，稳定

机关事业单位岗位规模，实施2023年就业见习岗位募
集计划，广泛动员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募集
不少于 7万个青年见习岗位，对吸纳就业见习人员的
给予每人每月1300元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达
到 50%以上的，见习补贴可提高至每人每月 1500元，
用于支付见习人员基本生活费以及对见习人员的指导
管理费用等。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按每人100元标
准一次性补助见习基地。对见习期未满与见习人员签
订劳动合同的，可给予剩余期限见习补贴。

加强困难人员就业帮扶
《措施》特别强调要加强困难人员就业帮扶，及时将零

就业家庭、低保家庭、脱贫户、大龄、残疾、长期失业等人员
纳入援助范围。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和社会责任感强的
大中型企业，设立一批低门槛、有保障的爱心岗位，定向招
用就业困难人员。制定个性化援助方案，提供“一对一”就
业援助，对符合条件的困难毕业生发放一次性在校求职创
业补贴、离校未就业求职创业补贴。对企业招用我市户籍
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可发放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标准为2000元/
人。而对通过市场渠道难以实现就业的，合理统筹公益性
岗位进行安置，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就业。

《措施》提出，全面落实务工交通补助等政策，鼓励
脱贫人口外出就业。支持建设一批就业帮扶车间、就
业帮扶基地等载体，增加就近就业岗位。深化川渝、鲁
渝、“一区两群”劳务协作，促进脱贫人口有序转移就
业。开展“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加大对“雨露计
划”毕业生就业帮扶力度。

同时，对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做好失业保险金、
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等常规性保生活待遇发放工作。
将符合条件的生活困难失业人员及家庭纳入最低生活
保障、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范围。

《措施》还提出，将开展高质量充分就业先行区试
点，在充分就业社区（村）基础上，创建一批高质量充分
就业试验区县和高质量充分就业社区（村），对高质量
充分就业试验区县给予资金和项目倾斜，对高质量充
分就业社区（村）给予 2万元的一次性奖补，用于开展
公共就业创业服务。

《措施》还要求，加大组织保障力度，通过压实各方
工作责任、优化政策经办服务、强化政策宣传解读、防
范化解失业风险，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