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2月27日 星期五A02 要闻

编辑：蓝峰 美编：刘燕 组版：刘淼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出炉，获取了经济总量、结构等关键指标信息

首次增加数字经济调查结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6日
发布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普查全面摸清了我国经济家底，
客观反映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取得的进展，获取了经济总
量、结构、效益等关键指标信息。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首次增加
数字经济调查结果。

普查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单位数量大幅增加，吸
纳更多从业人员；企业资产规模
不断壮大，营业收入较快增长，
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劳动
生产效率有所提高；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壮大，
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不断

增强，五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
取得明显成效。

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当日在
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的主要目的是全面调
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
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各类
单位的基本情况，掌握我国国民
经济行业间的经济联系，通过普
查进一步夯实统计基础，推进统
计现代化改革，为加强和改善宏
观经济治理、科学制定中长期发
展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
息支撑。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首次增
加数字经济调查结果。数据显示，
2023年末，全国共有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291 . 6万
个，从业人员3615 . 9万人。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48 . 4万亿元。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
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从普查
数据来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稳
步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
新动能。具体来看呈现以下几方
面特点：

第一，数字产业化取得显著
成效。五年间，以数字产品制造、
服务和应用为代表的数字产品制
造业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
断提升。2023年我国共有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291 . 6
万个，实现营业收入48 . 4万亿
元，占全部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

位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0 . 9%。
第二，数字制造和数字应

用优势明显。在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中，数字产品制造业的营
业收入20 . 5万亿元，占比超过
四成；数字技术应用业企业法
人单位 1 4 3万个，占比接近五
成。体现出我国数字产品制造
业的规模优势和数字技术应用
业的发展活力。

第三，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
展态势较好。从区域特点来看，东
部地区由于基础条件好、应用场
景多，数字经济发展领先全国。
2023年，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占全国
的比重为62 . 2%，营业收入占全
国的比重为73 . 0%，均高于其他

地区。
第四，产业数字化转型稳步

推进。近年来，通过应用数字技术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效率提
升，正在日益成为我国数字经济
发展的新亮点。2023年，47%的规
模以上企业应用了云计算、物联
网、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数
字技术。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经济普查每五年开展一次，分别
在逢3、逢8的年份实施。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3年
12月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国境内
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
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
个体经营户。

陈晨 胡玲玲 济南报道

会场设在了养牛场
场景更加贴近主题

自11月中旬起，山东拉开
“惠企利民政策在身边”主题系
列现场新闻发布会的序幕，截至
目前，至少召开了三场。这几场
发布会与以往相比，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那就是从台上走到了台
下，从“严肃”变成了“轻松活
泼”。

第一场发布会就开进了居
民小区。

11月16日上午，在济南市历
下区浆水泉路17号黄金99景城小
区，就当前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
消费品以旧换新问题，参会记者
和市民积极提问，山东省商务厅
相关负责人为大家现场解读。

半个多月后，第二场发布会
开进了医院。

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
省立医院东院区，山东省医疗保
障局相关负责人在现场回答记
者提问，为群众和企业答疑。这
场发布会，同时也带领大家实地
感受了山东医保领域深化为民
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情
况。

一周后的第三场发布会，主
办方直接将会场设在了养牛场
里。

12月11日，在淄博市畜牧养
殖企业园区，山东省畜牧兽医局
相关负责人现场解读山东加大
金融惠农助企力度，助力畜牧强
省建设的情况。发布台对面，就
是高青黑牛的养殖场景。周边不
少企业和养殖户闻讯后特意赶
来，现场咨询相关政策。

其实除了这三场主题现场
发布会，近几年来，山东各地早
已召开过多场设在“田间地头”
的现场新闻发布会。

2021年9月，山东省庆祝2021
中国农民丰收节新闻发布会就
走出会场，开在了滨州市邹平市
黄山广场，旁边就是丰收节开幕

式的现场。今年7月在曲阜举办的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把新
闻发布会开到了论坛主会场。

此外，不少新闻发布会还先
后走进青岛港自动化码头、青州
博物馆、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
济宁新能源船舶制造项目现场、
科技大市场、济南黄河公路大桥
等。

有了这些尝试和经验，山东
越来越多的发布场景不再局限
于传统的发布厅，开始逐渐延伸
至政策落地现场，让发布会更加
贴近主题。

提问的话筒开始递向
政策密切相关的普通人

在济宁市各个区县一线采
访了六年的记者康岩，每年要参
加几十场县域新闻发布会。近两
年，他发现越来越多的新闻发布

场景从传统的发布厅延伸至社
会一线，根据发布内容，选择不
同的发布场景。

相较于封闭的会场，康岩更
愿意参加现场发布会，“从场景
到环境，再到现场的人员，包括
获取到的信息，现场发布会都要
更加直观且丰富”。

康岩曾去过企业、景区、瓜
田……在这些场景里，他能更
好地将发布的内容和自己在现
场看到的场面呼应起来，“感同
身受的地方会更多”，后续在写
报道时，也更有现场感和画面
感。

报道交通能源新闻的记者
李牧青，在今年的12月19日，参加
了工作三年来第一次现场新闻
发布会。

那天的新奇场景让他记忆
犹新。发布会的主会场设在了济
宁的白马河畔，旁边停着两艘新

下线的船舶。当天迎着寒风，领
导们站在台上发言，这也是他首
次参加“台上领导站着，底下记
者坐着”的发布会。发布会结束
后，由船厂厂长带队，领导和记
者一起登船参观。

像这种“发布人离开座椅，
站立式发布”的场景，还出现在
了11月29日的一场与科技创新相
关的政策吹风会上。

这场吹风会，同样把主会场
搬出了传统的发布厅，转移至山
东科技大市场。在吹风会现场，
除了发布人和媒体记者，还有来
自科技企业的代表参与并在现
场进行提问。

实际上，在新闻发布会现
场，提问的话筒已不再只掌握在
记者手中，开始递向了和政策密
切相关的普通人。新闻发布会也
不再是发言人的“独角戏”和媒
体人的“听讲席”。

现场发布为公众参与
提供了更多机会

“家电以旧换新自落地以
来，能让我们省多少钱？”“我是
一名私企职员，过完年想回老家
工作。我的医保怎么转？”“我是
一名医药企业的工作人员，我想
问问，‘高效办成一件事’具体能
给我们企业办理业务带来什么
便利？”“我们是一家畜禽养殖企
业，想申请贷款支持，网上怎么
操作？”

在前述几场“惠企利民政策
在身边”现场发布会上，和政策
相关的普通人直接对话相关负
责人，问出切身相关的问题，得
到了更有针对性的回答。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
员王鹏介绍，传统新闻发布会形
式正规，通常由官方或权威机构
组织，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信
力，一般都有明确的主题，能在
较短时间内集中发布大量信息。

王鹏认为，将新闻发布会开
进现场，能让受众更直观地感受
发布内容的真实环境，增强信息
的可信度和贴近性，同时也为公
众的参与和互动提供了更多机
会。

另外，随着媒体环境的不断
变化，现场新闻发布会是一种创
新的传播方式。对于政府而言，
更能展现其亲民、务实的形象。

山东省畜牧局副局长刘国
华在12月11日的现场发布会后
就曾表示，把发布会开到养殖基
地，直接面向基层从业者，能够
最快速地落实政策，并把政策落
实到群众心坎上，是为民服务的
具体体现。

专家表示，增强新闻发布会
的互动性，让普通群众也参与进
来，成为政府部门和群众的“见
面会”，更能直接回应群众诉求，
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
位。在王鹏看来，山东这样的新
闻发布会能最大程度发挥出影
响力，是真正深入人心的发布
会。

发布场景从传统的发布厅延伸至社会一线

开在“田间地头”的新闻发布会，释放什么信号
与电视画面里严肃的会场、蓝色大背景、身着正装的官员正襟危坐的场景不同，山东在过去一段

时间召开了三场“别具一格”的发布会，不仅走到了医院、养牛场等现实场景，发布人还站着讲话，甚至
连提问的都是普通群众。

在很多受众看来，新闻发布会千篇一律，容易让人丧失关注兴趣。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
鹏认为，将新闻发布会开进现场，能让受众更直观地感受发布内容的真实环境，增强信息的可信度和
贴近性，同时也为公众的参与和互动提供了更多机会。

11月16日上午，济南市历下区一小区召开“惠企利民政策在身边”主题系列现场新闻发布会。（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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