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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教育为先、预防为主、保护为
要、法治为基、打击为辅”的原则，以“教育、
感化、挽救”为目的，针对辖区13名未成
年社区矫正对象，组成“多帮一”矫正小
组，推行日常监管精准化、教育学习多元
化、公益活动常态化、心理辅导专业化和
法治宣传全面化工作模式，确保不脱管、
不漏管。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结合”
的关爱帮扶体系，形成共同关心帮护未

成年人的良好局面。邀请专职心理教
师，对区属学校累计开展25次“心育小课
堂”，依托心理健康服务系统，对区属小
学四至六年级学生进行《中小学生心理
健康量表》评估，做到及时预警，及时干
预疏导。挂牌成立青海省首个服务铁路
旅客的妇女儿童维权服务站——“心系青
藏线·情暖三江源”妇女儿童维权服务站，
协助公安机关成功破获未成年人盗窃、猥

亵和被拐带等案件，在打击侵害未成年人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打造“党团队”一
体化育人链条，联合各群团组织对特殊儿
童、未成年残疾人开展“爱心帮扶，温暖相
伴”活动。积极配合“芙蓉学子”大型公
益助学活动，争取各类公益助学项目，
资助贫困生4名。开展“江源爱心妈妈”
系列活动，召集爱心妈妈54名，结对关爱
儿童43人。

筑牢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线 守护青春之花绽放
——城东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矫治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施翔 通讯员 陈伟

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合法
权益，进一步为辖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
安全放心、健康文明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坚
决杜绝违法犯罪不良行为发生。今年以来，
西宁市城东区多措并举推动预防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常态化工作，扎实开展安全治理、
预防管护、法治宣讲和关爱帮扶，全力护航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集中开展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及违法犯罪预防主
题宣传活动，采用文艺节目汇演、悬挂横幅、制作主
题展板、印发宣传册、发放宣传品、小游戏等多种宣
传方式，广泛宣传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及违法犯罪预
防等相关内容。坚持主动宣传、精准宣防，加强未成
年人法治宣传教育，通过发放宣传彩页等形式，依托

“天天讲”行动及“1530”安全教育提示警示机制，向
未成年人普及如何应对校园霸凌与暴力、防电诈和
禁毒相关常识，切实提高未成年人自我防范意识，宣
防期间设置宣防点6处，发放宣传资料950份。组织
开展模拟法庭活动，通过真实的案件模拟，让青少年
学生与法庭零距离接触，分别扮演法官、公诉人、被
告人、辩护人，切身感受法律，促进学生知法、懂法、
用法，增强法律意识，切实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问
题的发生。组织开展“青春与法同行”“法铭心智，法
育未来”“未爱守心·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等集中宣
传活动45场次，覆盖青少年8000余人次。在“青春
东区”公众号推送相关推文10余条，浏览量达1.1万
余人次。

城东公安、文旅、市监等重点行业部
门，加大对网吧、KTV、旅馆等行业场所
检查力度，重点检查违规接待未成年人
和未成年人入住“五必须”制度落实情
况。今年以来，共清查旅店业2000余家

次、公共娱乐场所280余家次，整改各类
安全隐患37处，查处违规接待未成年人
案件5起，发现未按规定如实登记旅客信
息案件61起，发放保护未成年人警示牌
700余份，制发“温馨提示、警方提醒”
桌牌、墙体挂图1300余份。深化“现案
必侦”“一案双查”机制，以“零容忍”
态势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推动快破现案、深挖扩案、多破积案。
强化“护学岗”点位联动，开展校园应
急单元培训，坚持开展护校安园校内与
校外相结合、集中整治与专项治理相结
合，针对校园周边环境、涉校风险隐患
进行深入排查，现场整改校园安全隐患
18处，下发《公安提示函》2份。建立完
善涉未成年人网络舆情监控机制，进一步
加大互联网信息巡查、监控力度。为防止
网络戾气、偏激思想对未成年人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开展“清
朗2024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
动，重点整治6个环节突出问题。

强化宣教并举
厚植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思想之基”

聚焦安全治理聚焦安全治理 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护之盾”

深化关爱帮扶深化关爱帮扶 打造未成年人身心发展“心灵之驿”

近年来，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
均工资保持逐年增长态势。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为 120698 元，比上年增加 6669
元，名义增长5.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 5.5%。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为68340元，比上年增加
3103元，名义增长4.8%，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4.5%。

根据相关指标解释，平均工资是指
在报告期内单位发放工资的人均水平，
也就是报告期工资总额/报告期平均人
数。工资总额是指本单位在报告期内
（季度或年度）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就业
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计时工资、
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
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工资总
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
直接为其代扣或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社
会保险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等个人缴纳
部分以及房费、水电费等。不论是计入
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以货
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
均应列入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工资统计
调查中的非私营法人单位，包括国有单
位、集体单位、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
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等单
位。整体上，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大
幅高于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

分省份看，哪些省份的平均工资更
高呢？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
计年鉴2024》公布了2023年31个省份城
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平
均工资数据。从平均工资来看，非私营
单位中，共有21个省份超过10万元，其
中，上海、北京、西藏、天津、浙江、广东、
江苏、青海、宁夏和海南位居前十。

上海和北京的非私营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均超过21万元，在各省份中

遥遥领先。总体来看，上海和北京作为
城市经济体，城镇化率高，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十分发达，总
部经济突出，高薪岗位多，吸引了大量
人才集聚。例如，近年来，我国收入最
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京沪是这些高收入行业
最集中的地区。

在总部经济方面，北京的总部经济
十分突出，坐拥大批央企总部、大型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也有大批在北京成长
起来的大型民企总部和从其他省份迁
入北京的企业总部。上海的大型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近
年来，江浙、福建、安徽等地的不少大型
企业总部迁入上海。

在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方面，位居前五的分别是上海、北京、
广东、江苏、浙江，多来自东部沿海发达
地区。

从此前一些省份公布的具体数据
来看，省域内各地的平均工资，差异也
比较大，相当多省份的中心城市、省会
城市的收入水平要明显高于中小城
市。例如，在山西，省会太原2023年城
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超
过了10万元，达到了108110元，是全省
唯一一个该数据超过10万元的设区市。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
此前分析，一般来说，中心城市的总部
经济较为突出，比如中西部省份中，大
企业总部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金融、
教育、医疗中心也都在省会；从产业结
构来说，中心城市现代服务业发达，整
体来说，高收入的行业和岗位更多。

区域的差异之外，不同行业的差距
也不小。从收入的绝对值来看，无论是
城镇非私营单位还是私营单位，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以
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三个行业稳

居前三。
但从各地来看，各省份城镇非私营

单位中，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前三位的行
业存在着明显差异。据记者梳理，金融
业在12个省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19个
行业中，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位居第一。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8
个省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位居第一。

从全国的数据来看，虽然采矿业未进
入到平均工资前三，但在部分资源型产业
比较突出的省份中较为突出。包括内蒙
古、山西、黑龙江、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的城镇非私营单位中，收入最高的行业就
是采矿业。此外，采矿业在5个省份（陕
西、安徽、海南、四川、山东）的城镇非私营
单位中，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位居第二；在2
个省份（上海、广东）的城镇非私营单位
中，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位居第三。

今年5月，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
统计司司长王萍萍解读2023年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时表示，采矿
业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中的
平均工资增速分别为11.1%和10.4%，增
速较高主要受2023年矿业市场持续向
好、主要矿产品供给稳中有升、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加快等因素影响，传统资源
型行业正在加快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
合发展，推动平均工资较快增长。

近些年来，各类有色金属随着全球
的新能源与电气化转型，变得越来越炙
手可热。随着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
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对有色金属的需求
持续增长。例如，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
业快速发展，新能源汽车对锂电池的广
泛应用使得锂矿资源成为炙手可热的产
业，众多矿业公司纷纷投身锂矿资源的
开采。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最终
反映到采矿业从业者身上的就是收入
的较快增长。 本报综合消息

2023年31省份平均工资公布

新华社武汉11月14日电（记者 李鹏翔 龚联康）随着
一辆粉色车身的岚图知音汽车缓缓驶出生产线，10家新
能源车企新车下线的视频同步播放……14日上午，2024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1000万辆达成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
这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首次突破年度1000万辆。

活动现场，中国一汽、东风汽车、奇瑞汽车、比亚迪、
理想等多家车企的负责人和员工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
证这一时刻。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从2009年的“十
城千辆”规模推广起步，到2018年年产销量过百万辆，中
国新能源汽车用了近10年时间；再到2022年的年产销量
超过500万辆，用了约4年时间；进一步到今年产量首次
突破年度1000万辆，仅用了约2年时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说，
新的突破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走出的坚实一
步，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2024年1至10月，产销量分
别完成977.9万辆和97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3%和33.9%。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持续领跑全球，引领着全球汽
车产业的转型发展浪潮。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从2015
年开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

1111月月1414日在湖北武汉拍摄的日在湖北武汉拍摄的20242024年中国新能源年中国新能源
汽车汽车10001000万辆达成活动现场万辆达成活动现场。。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肖艺九 摄摄

中国新能源汽车

首破年度1000万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