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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杨晓冬）江
苏最新平均工资数据出炉了！6月
26日，现代快报记者从江苏省统计
局获悉，江苏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
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5102元，月
平均工资过万元。按不同行业来
看，金融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
工资位居首位，超过21万元。19个
行业门类当中，有8个行业的城镇
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超15万元。

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23年，
江苏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为125102元，比2022年
增长3378元。其中，在岗职工年平
均工资为127620元；城镇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5088元。

从2023年江苏省城镇非私营
单位就业人员19个行业来看，有17
个行业平均工资比2021年有不同

程度上涨，2个行业有所下降。19
个行业中，有8个行业年平均工资
超过15万元，位列第一的是金融业
216999元。其次是信息传输、软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即 IT 行 业
196104元。第三是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71988 元。
第四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71206元。第五是卫生和社会工
作167041元。第六是公共管理、社
会保障和社会组织166014元。第
七是教育行业156922元。第八是
采矿业150448元。

记者注意到，2023年，江苏的
金融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增
长明显，收入增加25163元。国家
统计局在解读2023年城镇单位就
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时分析称，金
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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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和
13.2%，增速较高的原因主要是就业
人数超四成的保险行业持续进行营
销模式转型，工资水平较低的保险
代理员大幅减少，既导致保险业平
均工资大幅提高，也推动整个金融
行业平均工资水平上升。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司长王萍萍指出，由于行业、地区、
岗位不同，单位情况、个人具体情况
不同，甚至工资发放时间的不同，个
人工资水平与
总体或分组平
均数难免会产
生较大差异，
使用平均工资
数据时需进行
深入分析、理
性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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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8个行业收入超过15万元

6月 26日下午，嫦娥六号返
回器开舱活动在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举行。

仪式现场，科研人员对嫦娥
六号返回器进行开舱，检验关键
技术指标完成情况。探月与航
天工程中心、地面应用系统、探
测器系统代表签署了交接书。

后续，地面应用系统的科研人员
将按计划开展样品储存、分析和
研究相关工作。

嫦娥六号于5月3日发射升
空，历经53天，于6月25日携带
月背样品重返地球。此后，回收
后的嫦娥六号返回器安全运抵
北京。 据新华社

嫦娥六号返回器开舱
月背“土特产”已签收

6月26日下午，科研人员对嫦娥六号返回器进行开舱，检验关键技术指标
完成情况 新华社发

记者26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
了解到，16个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
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

自 2024 年起，力争通过三年
左右时间，实现一系列“小目标”：
体重管理支持性环境广泛建立，全
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显著提升，
健康生活方式更加普及，全民参
与、人人受益的体重管理良好局面
逐渐形成，部分人群体重异常状况
得以改善。

调查显示，我国居民超重肥胖
形势不容乐观，亟需加强干预。

三年“体重管理年”期间，一项
项措施将继续推进，不让体重“偏
轨”——推广“一秤一尺一日历”（体
重秤、腰围尺、体重管理日历）；帮助
超重肥胖学生做到“一减两增，一调
两测”（减少进食量、增加身体活动、
增强减肥信心，调整饮食结构、测量
体重、测量腰围）；进一步推广体重
管理中医药适宜技术……

体重管理，除了超重、肥胖者
自己要“管”起来，体重过轻或营养
不良者也要“管”起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研究员赵文华说，如果能
排除其他疾病或健康原因影响，

“过瘦”人群“光吃不胖”的说法并
无科学道理。“过瘦”可以在专业人
员指导下，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和适
当增加身体活动来达到健康体
重。 据新华社

管好体重！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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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务接待的苦水，谁“酿”的？
《半月谈》报道，近期，不少基层

干部向记者倒起公务接待的“苦
水”。西部某县 2023 年公务接待总
量为270余次，公务接待总费用82万
余元。该县一位负责人说：“有的工
作，上级部门一年要来督查好几次，
每次都是来一堆人，县、乡的相关部
门负责人都得陪同接待。”

不独该县，西南地区某县政府
直属部门 2023 年国内公务接待超
过 300 批次、3600 余人次，公务接待
总费用 30 万元左右。西南地区某
镇是当地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该
镇2022年公务接待支出20余万元，
共 接 待 540 余 批 次 ，超 过 3300 人
次。县乡接待上级部门的担子之
重，由此可见一斑。

有些县乡公务接待频繁，有其
特别原因，前述某镇是当地“明星
乡镇”，每逢重要乡村振兴工作抽

查、招商引资工作调研、工业园区
建设调研，该镇都是“首选乡镇”。
至于上级“下基层”，也多有合理、
正 大 的 理 由 ，未 必 是 为“ 下 ”而

“下”。以前述西部某县为例，迎接
上级检查类公务活动基本覆盖扫
黄打非、产业发展、粮食安全、防汛
减灾、耕地保护、环境保护等具体
工作，相关工作的重要性、检查指
导的必要性显而易见。

然而，站在基层的角度看，公
务接待的任务如此繁重，委实承受
不起。《半月谈》指出，基层接待苦
衷有四点：接待不周的焦虑；接待
费用的尴尬；接待标准的无奈；接
待次数的茫然。这些苦衷很好理

解，公务接待的对象大多是握有评
价权力的机关单位，基层担心招待
不周，岂敢得罪？但接待需要真金
白银的投入，就算经费有保障，但
一不留意就超标，也让人头疼。如
今，不少省份确定了会议用餐标
准，即早餐 30 元，午餐和晚餐各 40
元，但有基层接待办负责人直言，
随着物价上涨，每餐人均 40 元的标
准，很难安排出一桌像样的接待
餐，“县里冒着风险制定了高于会
议用餐的公务接待标准”。

费心费力费钱不说，还不能拒
绝，基层的烦恼，是骨感的，也是立
体的。而透过宏大的主题或命题，
公众也能从公务接待的“枝蔓”延

伸处觉察到诸多变味之处。显然，
基层的烦恼，不只是体现为数据
上、细节上的“负累”，更可能打上
违规违纪的“烙印”。

此外，一些基层部门平均每个
工作日需接待 1 次以上，可谓疲于
奔命。“接待节奏”如此紧密，基层
人员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干工作？

问题表现得很清楚，上级应该
看得见，主动担任“解题人”，与基
层合力化解风险，让“下基层”和公
务接待正常化、规范化。

公务接待绝不该成为基层工作
的“主项目”，要改变现有状况，关键
是上级要对各种“下基层”进行科学、
严格的梳理，该取消的取消，该合并
的合并，坚决反对形式主义、表面功
夫，真真切切为基层减负、减压。这
是上级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

现代快报/现代+首席评论员 戴之深

我说 高考志愿填报，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
各种查分名场面并不是高考的

结束，属于考生的最后挑战——填
报志愿，正悄然拉开帷幕。因为几
年前笔者也经历过这一过程，便格
外理解“志愿填报”造成的迷茫：职
业规划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缺失，导
致闯过“独木桥”的孩子们，面对都
能通往“罗马”的条条“大路”格外
困顿，却又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进
行选择。

在此背景下，“志愿填报咨询”
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但“报考咨
询”也在无数家长的教育焦虑滋润

下走向异化：高考前，某网红名师
机构标价 17999 的志愿填报服务就
已售罄。

更令人惊诧的，是这种志愿咨
询的一种功利化倾向，“名师”的报
考建议，并非是基于孩子的兴趣、
志向，而是基于一种简单的实用性
以及短期的回报率。将新闻、金融
之类的专业以戏谑的口吻一票否
定，更是见怪不怪了。

此举不仅违背了志愿填报的初
衷，其科学性也令人生疑，例如某
名师以“打破底层子女就业信息

差”而拥趸无数，但有学者直言：热
门专业如计算机虽然需求很大，但
已经供大于求，而点名不推荐的新
闻学、金融学的需求缺口却正在扩
大。

也就是说，标榜打破信息差的报
考咨询，本身也还是存在信息差。

好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
平台对高考生免费开放“阳光志
愿”信息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权
威的院校库。

但外力治外病，不治内忧。应
当看到，“一考定终生”“考得好、专业

热门，就前途无忧了”，这种期待，是
教育普及化下的大学所不能承受之
重；读书改变命运，不是显性的阶层
跃升，而是心智的完善，在教育的作
用下，“认识你自己”，做一个读书明
理、理性向善的人，提升自己看问题
的深度与广度。而这，不是高分和

“好专业”能许诺的。
良善的志愿填报咨询，不是让孩

子成为被决定前途的沉默者，而是成
为发现、探索自我所好的主动者，也
告诉他们，金榜题名不是结束，而是
人生探索的开始。 湖南 陈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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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上级要对各种“下基层”进行科学、严格的梳
理，该取消的取消，该合并的合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