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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供应、稳增长、控物价、促改革、惠民生

茂名供给侧改革十年见实效

■记者 邹慧 通讯员 吴冼慧

本报讯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茂名调查队获
悉，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
经济形势，茂名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
调，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着力抓好保供
应、稳增长、控物价、促改革、惠民生等各项措
施，供给侧改革逐步取得实效。全市经济平
稳发展，市场供应充足有序，居民消费价格总
指数（CPI）累计上涨23.4%，年均递涨2.1%，保
持在温和可控的良好局面。

2012—2021 年，各年同比涨幅
分别为 3%、2.1%、3%、1.3%、2.5%、
1%、1.6%、3.9%、2%、0.7%。峰值出
现在 2019 年，涨幅为 3.9%，谷值出
现在 2021 年，涨幅为 0.7%，涨幅高
低落差为 3.2 个百分点。除 2019 年
涨幅较高外，其他年份均在 3.5%的
调 控 目 标 之
内，物价总水
平 10 年 累 计
上涨23.4%，年
均上升 2.1%，
涨幅维持在温
和可控的运行
区间。

十八大以来，茂名市居
民消费价格运行的主要呈交
互震荡下行态势。大致可分
为波动上扬、震荡回落，快
速企稳三个阶段，总体处于
平稳可控区间。

波动上扬的“正 V”阶段
（2012 年 － 2014 年）。 2012
年，宏观经济“复苏重现”，消
费需求持续增长，2013 年迈
向“ 新 结 构 ”、超 越“ 新 常
态”。在此期间，同比涨幅最
高 发 生 在 2014 年 2 月 ，为
4.6%，居民消费价格在 2014

年上半年持续上涨后，从 6 月
开始回落，至 2014 年 12 月回
落到 1.6%。

震荡回落的“小倒 V”
阶 段 （2015 年 － 2017 年）。
在这个阶段，随着深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茂名
出台了多项稳定物价的政
策举措，扎实做好猪肉等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稳价
各项工作，切实保障城乡
居民“菜篮子”需求，相
关价格保持相对平稳，政
府 调 控 措 施 取 得 积 极 成

效，为稳定物价发挥了重
要作用。 2017 年 2 月，受
春节与上年错月、气温回
升 较 早 、 鲜 菜 丰收影响，
畜肉和鲜菜价格下降共同作
用形成月度同比波谷，同比
下降 0.7%，为 10 年以来最
低 点 。 2015 年 至 2017 年 ，
茂名 CPI 始终运行在温和上
涨的区间，价格涨幅分别为
1.3%、2.5%和 1.0%。

快速企稳的“大倒 V”
阶 段 （2018 年 － 2021 年）。
2017-2019 年，受非洲猪瘟
疫情、医疗服务政策性改革
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等多方
面，茂名居民消费价格从

2019 年起，短期冲高，连续
12 个月同比涨幅均在 3.0%以
上，尤其是 2020 年 1 月居民
消 费 价 格 同 比 涨 幅 高 达
6.9%，是自十八大以来期间
的同比涨幅峰值。从 2020 年
5月份开始，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逐渐向好，各行各业陆续
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复学
复课，全市经济稳步发展、
物价稳步回落，全市居民消
费价格月度同比变化幅度从
2020 年 5 月份的上涨 4.0%逐
步回落至 2020年 11月份的下
降 1%。从 2021 年 2 月春节过
后，涨幅平稳回升，在 2021
年12月的1.3%。

2012-2021
年，茂名 CPI 和全
国、全省物价整体
运行趋势相同，但
总体物价指数低
于 全 省 平 均 水
平。十年间茂名
CPI 累 计 上 涨
23.4%，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0.8 个百分
点。全省CPI累计
上 涨 24.2% ，茂 名
涨幅低于全省 0.8
个百分点。

十八大以来，茂名市继续进行医
疗服务价格改革，合理调整医疗服务
价格，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
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随着覆盖
城乡的全民医改的不断深入推进，全
社会的医疗服务水平随之提高，价格
相应上涨。

2012年至2021年，茂名市医疗保
健类累计上涨35.5%，年均上涨3.1%，
其中，由于个别中药材品种受种植积
极性、自然灾害、产地局限性、种植面
积、种植成本、产量等多方面影响，加
之中药材在防治疾病上越来越受到
老百姓青睐，中医药养生等使得中药
材的需求增长迅速，带动价格累计
52.7%，年均上涨 4.3%。西药价格十

年也累计上涨了 32.5%。另一方面，
医疗改革影响医疗服务价格上涨不
容忽视，十八大以来累计上涨28.4%，
年均上涨 2.5%随着统筹推进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继
续降低疫苗、核酸检测等价格，减轻
防疫负担，医疗保健价格趋于平稳。

十八大以来，茂
名不断健全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
体系建设，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着力建设更加开放包容、更具
人文素养的“好心茂名”，加大
公共投入，有力打造好心城市
文化名片，进而推动全市社会
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着
巨大变化，人民群众对教育服
务、文化旅游等领域消费需求
日益旺盛。期间，茂名市服务
价格累计上涨 22.6%，年均上
涨 2.1%。服务项目价格呈现
波动平稳运行，2012-2021 年

各年同期涨幅分别为 2.1%、
2.2%、3.6%、2.4%、3.9%、2.1%、
2.3%、1.6%、-0.2%、0.7%。部
分类别项目涨幅较大，家庭服
务 价 格 领 跑 ，累 计 上 涨
105.6%，教育服务价格累计上
涨 37.7%，宾馆住宿价格累计
上涨 16.4%，旅行社收费价格
累计上涨7.3%。

十八大以来，茂名市纵深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深入落实“双碳”战略目
标，在上游工业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形
下，传导下游消费端不断上涨，相关工业

品价格进入上升通道，工业品价格指数
累计上涨 5.1%，年均增长 0.5%。从年均
增长看，相比其他产品及服务价格，工业
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小，对其他领域价格

传导共振影响较小。2012-2021年，工业
品价格呈波动运行，各年同期涨跌幅分
别为 1.3%、1.1%、0.8%、-1.6%、-1.5%、
1.7%、1.0%、1.0%、-1.8%、3.1%。总体上，
各类工业品价格呈现微涨趋势，技术升
级、原材料、人工、物流成本上涨起主要
作用。但是，2012-2020年，汽油、柴油等
交通用燃料价格下降较大，对工业品价
格上涨起到了一定平抑作用，导致涨幅
不大，持续稳定。

十年来，
茂名CPI保持可控运行

1 2
居民消费价格运行迭变演进

茂名CPI和全
国、全省运行
趋势相同

3 4
医疗保健价格稳健提升
凸显医疗改革“强支撑”

5
教育文旅发展
展现服务“软实力”

6
工业品价格企稳向好

成为稳定经济发展“定海针”

■记者 梁雪玲 通讯员 陈万琼

本报讯 今年以来，化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等职能部门立足服务化州经济
社会发展、助力湛茂都市圈美丽江湾城市
建设的总体定位，顺势而为、补齐短板，
深入宣传、贯彻、落实好广东省、茂名市
和化州市经济一揽子政策惠民政策，“三
位一体”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有效稳定
就业态势，为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创造出
有特色、可推广、可复制的化州模式。截
止7月底，该市城镇新增就业4750人；失
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2431 人；就业困难人
员实现再就业292人。

以技能培训为小切口，增强就业技能
促进就业。大力实施“粤菜师傅”“广东
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并将其列
为化州市 2022 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大
力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该市制造业
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提供有力支撑。首先是深入开展“粤菜师
傅”送教下乡、送技入村培训。加大宣传
力度，精心组织编印教材和挑选培训师
资，以送教下乡、送技入村的方式，大力
开展“粤菜师傅”培训；积极发挥培训机
构主观能动性，深挖潜能，增购教学设备
设施，以送教上门的方式帮助各镇街人员
实现就近培训。其次是积极开展“南粤家
政”各类专项技能培训。以实施“南粤家
政”品牌创建行动为抓手，开展“好心月
嫂”“好心保姆”“好心陪护”“好心护
理”等特色技能培训，促使“家务成职
业，保姆变人才”，促进家政服务员由

“保姆”不断向专业技能人才转变。今年
以来，发放培训补贴 199人次，支付培训
补贴27.27万元。

以资金扶持为切入点，缓解小微企业
资金周转难。受疫情反复的影响，企业特
别是部分小微企业经营状况陷入困境，开
展定制式服务和业务指导，宣讲政策、答

疑解惑，扩大政策惠及面，切实帮助企业
解决融资贷款等难题。

大力开展创业担保贷款，助力初创企
业解决资金问题。通过由地方财政贴息贷
款方式解决贴息渠道，支持高校毕业生及
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解决初创企业资金周
转难的问题，进一步推动就业创业工作的
开展。截至 7 月底，已办理 3 笔创业担保
贷款，共放款 50 万元，创业担保贷款贴
息已支出约 46.03 万元，共为 8 名创业人
员办理一次性创业资助；涉及复退军人、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覆盖餐饮、农产
品产销、教育、医药等行业，不断拓宽增
收渠道，稳定就业态势，促使化州市经济
发展平稳运行。

有序推进稳岗返还，助力企业纾困稳
岗。坚持援企、稳岗、扩就业、保民生并
举，用好用足失业保险基金，全面落实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惠企政策，有力减轻企业
负担，稳定就业岗位。化州市失业保险金

新增 322 人，共发放 2067 人次约 239 万
元；失业补助金新增 815人，共发放 3642
人次约 235万元；失业代缴医疗发放 2073
人次约 69 万元；失业技能提升补贴发放
304 人次约 55 万元；留工补助审核发放
1660家企业，涉及18886人约944万元。

以招聘会为平台，增加劳动者就业机
会。该市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企业聚力
搭建线上线下就业平台。积极面对疫情影
响，同时结合疫情防控需要，开展线上线
下全方位招聘。今年主要以线上招聘为
主，截至 7月底举办线上各类型企业用工
招聘会 17 期，其中高校毕业生招聘会 2
场、退役军人招聘会 1 场，参加企业 112
家次，提供岗位 9237 个，点击率达到
33800 多人次，达成就业意向约 612 人；
同时积极联合信宜、高州有关部门到忻城
加强劳务协作，举行“粤桂聚力 职就未
来”劳务协作大型招聘，化州提供招聘岗
位361个，达成就业向13人。

化州市：

“三位一体”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

■记者 张伍 通讯员 何梅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建德市杨村桥
镇长宁村与信宜市白石镇细寨村创新开
展跨省村村互助，共享草莓种植产业经
验，以两村集体、群众“双增收”为共同目
标，签订了共同建设草莓种植示范性基地
的互助意向书。

据悉，今年以来，以信宜市委组织的
领导干部专题培训班为契机，白石镇多名
领导干部到浙江省参加了培训学习。培
训结束后，镇党委及时召开了分享会，参
训干部逐一分享了现场教学点中基础条
件与白石镇相似的地区的村集体经济增
收经验做法，并萌发了邀请长宁村跨省村
村互助的想法。

浙江省建德市杨村桥镇长宁村位于
杨村桥镇西北山区，地理偏远，但自然环
境条件优越，是一个环境优美，民风淳朴
的和谐山村。今年 6月长宁村举办了“新
时代互助 新长宁共富”互助长宁推介会，
具有很丰富的村村互助经验。

受白石镇党委的邀请，长宁村派出党
总支部书记朱宁斌等到白石镇细寨村，详
细了解村内的人口、农业种植、集体土地
流转、村民收入渠道等情况，与白石镇、细
寨村干部分享了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成功
经验，详细探讨了细寨村的种植规划化发
展模式，并就在细寨村共同建设草莓种植
示范基地达成了一致的互助意向。

据了解，细寨村是白石镇2022年重点
打造的乡村振兴示范村，位于云茂高速白
石出口附近，信宜市三华李度假区也建设
于此，基层党建基础好，发展乡村旅游潜
力十足。通过本次跨省村村互助，有望大
大提升细寨村集体经济收入，并探索创建
村村互助、村村联合、共建共富的乡村振
兴发展模式，对白石镇乃至信宜市的乡村
振兴发展有着引领性作用，并可在此基础
上积极探索信宜市内党建互助、产业互
助、治理互助、文化互助等为内容的互助
体系，共促全面乡村振兴。

白石镇创新开展跨省村
村互助发展模式

共建共富 振兴乡村

■记者 邹慧 通讯员 张翼宇

本报讯 近日，市供销社召开传达学
习全省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服务乡
村振兴服务粮食安全现场推进会精神专
题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深化供销
合作社综合改革服务乡村振兴服务粮食
安全现场推进会精神，并对近期全市供销
社系统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议指出，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要以
深入学习贯彻此次省会议精神为契机，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对供销合作
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
市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
和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策部署，
深入推进我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深化
实施“联农扩面、服务提质、运行增效”行
动，积极探索出一条供销合作社完善提升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守护粮食安全的新
路子，全面助力我市乡村振兴。

会议强调，要把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
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服务乡村振兴服
务粮食安全现场推进会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我市供销社系统的重点工
作抓紧抓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供销合
作社的性质定位、目标方向、重点任务，并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问题导向，加强
供销合作社改革实践深层次、根本性问题
的研究，对下一步全系统深化综合改革、
服务乡村振兴、服务粮食安全进行研究部
署，努力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我市供销
合作事业发展的具体行动。

市供销社贯彻全省粮食
安全现场推进会精神

联农扩面 运行增效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记者近日从国
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 6 至 8 月份，约
355.3 万辆车享受了车辆购置税减征政
策，累计减征车购税230.4亿元。

具体来看，6 月份享受减征政策车辆
109.7万辆，减税 71亿元；7月份 116万辆，
减税 75.8 亿元；8 月份 129.6 万辆，减税
83.6 亿元。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享受政策的车辆数、减征税额均呈现
逐月增长态势，显示出政策逐步发力，受
益面稳步扩大。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汽车产
业链条长、涉及就业面广、拉动消费作用
大。为稳住宏观经济大盘，促进汽车市场
发展，拉动汽车消费，我国部署稳经济一
揽子政策，提出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
置税，并对购置日期在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且单车价格（不
含增值税）不超过 30 万元的 2.0 升及以下
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购税。

在一系列政策助力下，我国汽车市场
逐渐回暖。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8 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 239.5 万辆
和238.3万辆，同比增长38.3%和32.1%，增
速均高于上月。

今年6至8月累计减
征车购税超23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