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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数说民生

■ 梁盛胜 连煜阳 郭政和

为更好地融入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充分激发全区消费活力，近期，

国家统计局昌平调查队以网络推送问卷

方式，访问了 22 个镇街 18-70 周岁以上

的 1600 名常住居民，开展居民消费外溢

情况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半数以上被

访者存在消费外溢情况，居民消费外溢

与年龄、学历、收入等因素密切相关，年

龄越轻、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则消费外溢

比重越大，消费外溢分布在吃穿玩美行

等领域，主要流向东城、西城、海淀、朝阳

的商圈。

年轻人、有钱人、有闲人成为消费外

溢主力。从年龄分组数据看,18-30岁居

民外溢比例为79.1%，其次分别为31-40岁

外 溢 比 例 52.5% 、41- 50 岁 外 溢 比 例

36.1%、51-60岁外溢比例 33.3%。从收入

分组数据来看，月收入在 15000元以上的

人群外溢比例高达 74.5%，其次为月收入

10000- 15000 元 的 人 群 外 溢 比 例 为

68.1%、月收入 6000-10000元的人群外溢

比例为 53.4%、月收入 3000-6000 元的人

群外溢比例为 36.5%。从职业分组数据

看，自由度较高的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

高 校 学 生 外 溢 比 例 分 别 为 86.7% 和

83.9%；其次为企业工作人员（53.7%）、自

由 职 业 者（52.9%）等 ；农 民 外 溢 比 例

（19.3%）相对较低。

吃穿玩美行成为消费外溢主流。调

研数据显示，居民在昌平区外主要消费的

产品类型中，食品烟酒餐饮、服装鞋帽占

比较高，分别为 55.2%和 50.4%；其次为娱

乐、化妆品、汽车，占比分别为 31.9%、

19.8%和 10.6%；比重较小的为家用电器、

计算机及相关设备、手机、家具及其他，分

别占比 7.9%、7.3%、6.3%、5.8%和 1.8%。

城区商圈成为外溢消费的主要流向

地。调研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居民消费过

的区外商圈中，排名前几位的是东城、西

城 、海 淀 和 朝 阳 ，占 比 分 别 为 27.4% 、

22.1%和 20.2%。其中，18-30岁年轻人最

喜欢去的区外商圈为海淀，去过该地商圈

的人数占该年龄段的 57.1%；其余年龄段

的居民更倾向于东城、西城，去过人数占

比为 22.7%。

供给种类缺失、设施配套不完善、促

消费活动效果不明显等是导致居民消费

外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居民选择去昌

平区外商圈消费，主要是由于娱乐设施新

颖有特色、配套餐饮丰富，占比 52.4%；选

择 商 品 种 类 全 、国 际 品 牌 较 多 ，占 比

47.9%。东城、西城、海淀、顺义商圈吸引

昌平区居民去消费的最大原因是娱乐设

施新颖有特色、配套餐饮丰富，分别占去

过该商圈人数的 60.8%、52.6%和 67.4%；

相对而言，朝阳商圈受欢迎的原因更倾向

于商品种类全、国际品牌较多，占去过朝

阳商圈总人数的 58.9%。另一方面，区内

大型商业综合体多次开展促消费活动，但

是，由于宣传推广、普及度有限，58.1%的

被访者不了解/不清楚昌平区消费季活动

是否发挥作用；28.9%的被访者认为消费

季活动有一定作用，但不明显。

为促进昌平区消费回流，笔者建议，

一是持续优化消费供给，推动定制、体验、

智能、时尚等新型消费，引进国内外优质

品牌企业在昌平地区开设高端旗舰店、概

念店、体验店，满足年轻人消费需求。二

是全面提升消费品质，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完善消费区域停车场、儿童娱乐场所、

景观绿化、灯光照明、电信设施、公共卫生

间、公共交通环线等配套设施建设，强化

人员培训，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服务水

平。三是强化消费季拉动效应，加强促消

费活动的筹划，丰富活动类型，加大宣传

力度，增加促消费品牌产品数量，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商品促销与文旅活动相融

合，有效促进昌平消费市场发展。

什么样的“水”流到了“外人田”？
——北京市昌平区居民消费外溢探析

■ 张青松 李艺雯 冷丁

《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

外出农民工 17172 万人，这也产生了大量的农村留守

儿童。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心灵上缺乏父母的

关心关爱，情感上缺乏交流与联系，一些不良情绪得不

到释放与疏通，对其健康成长带来一系列问题。对此，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对留守儿童学习、生活及心

理健康状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多数留守儿童存在负面情绪

调研显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更倾向于

封闭而孤独、敏感而自卑、抑郁而社恐，心理健康存在

更多的问题。

留守儿童焦躁情绪较浓。在问及“以下情绪中，已

经对您心理造成一定影响的有（请选 1-3 项）？”时，

51.7%的留守儿童选择焦躁，列第一位。留守儿童多数

在乡镇，学校条件较差，学习、生活状况与外面，特别是

与大城市相比差距较大，他们会从老师与父母的语言

中及网络媒体中了解到这些信息，时常比较，容易产生

焦躁情绪。

留守儿童封闭而孤独。有 35.4%的留守儿童认为

孤独情绪对其心理造成一定影响，列第二位，比非留守

儿童高 8.8个百分点。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家庭环境

的不稳定使他们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带来较强

的孤独感。遇到一些麻烦事会显得柔弱无助，久而久

之留守儿童变得内心封闭，别人很难走进他们的内心

世界。

留守儿童敏感而自卑。有 28.1%的留守儿童认为

自卑情绪对其心理造成一定影响，比非留守儿童高 9.0
个百分点；15.2%的留守儿童认为生活无意义，找不到

价值感，比非留守儿童高 4.4个百分点。遂宁一留守儿

童反映：“父母离异，爸爸又在外打工，自己经常被同学

欺负，更不愿去找心理辅导老师，担心被同学嘲笑”。

留守儿童抑郁而社恐。有 28.7%的留守儿童认为

社恐情绪对其心理造成一定影响，比非留守儿童高 8.0

个百分点；12.9%的选择抑郁，比非留守儿童高 3.8个百

分点。据多位老师反映，多数留守儿童性格比较内向，

有事喜欢闷在心里，不喜欢与别人交流，常常独自郁

闷，导致对外界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

心理问题影响较大

留守儿童焦躁、孤独、自卑、社恐的情绪倾向性，

导致其心理上存在较多问题，对其健康成长带来不

利影响。

对自身未来发展信心不足。老师们普遍反映留守

儿童的学习兴趣与学习成绩均低于非留守儿童，留守

儿童自身对其学习成效的认可度也不高，认为很好和

较好的分别占 7.3%和 21.9%，满意度为 53.7%，处于不

及格区间。由此，留守儿童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也不高，

选择很强与较强的分别占 13.5%和 26.4%，比非留守儿

童低 6.8个和 3.8个百分点。

对父母了解不多、理解不够。在问及“您家长的生

活状态，用下面哪些词最适合表述（请选 1-3项）”时，

选择平淡平常、没有成就感、没有乐趣的留守儿童分别

占 58.4%、8.4%和 6.7%，比非留守儿童高 8.6个、6.7个和

4.2个百分点。另外，还有 10.7%的留守儿童对其家长

的生活状态表示不太了解，比非留守儿童高 6.5个百分

点。由此可见，留守儿童对父母生活工作的负面评价

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

同时，留守儿童对家长的正面评价和理解相对更

少一些。调研中，认为其家长幸福快乐、挣钱艰辛、压

力较大和穷开心的留守儿童分别占 36.0%、25.8%、

24.2%和 3.4%，低于非留守儿童 9.6个、16.9个、4.4个和

7.0个百分点。

满意度不高，逃离倾向明显。留守儿童在家庭、学

校得不到充分的关爱、理解和尊重，对家乡的留恋情感

不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存在着逃离倾向。

在问及“学业完成之后，您的打算”时，表示想留在家乡

发展的仅占 2.8%，比非留守儿童低 13.0个百分点。由

于孤独和封闭，与外界交流过少，部分留守儿童倾向在

网络与手机中寻求依赖，排泄自己心中郁结。

一份来自四川总队的调研显示——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亟待关注
■ 毛席容

近期，国家统计局鄞州调查队开展消费券使用情况

专题调研，结果显示，短期内促进消费效果显著，消费潜

力有待持续释放。

日前，宁波市鄞州区发放包括餐饮、商超、酒店、文

旅、体育及汽车云闪付专享红包等消费券 28万张。国家

统计局鄞州调查队对城乡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 120
名居民开展有关消费券方面的抽样调查。

调查显示，鄞州居民对消费券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总体较高。受访对象中，参加过消费券活动的占比为

73.1%，其中 95.5%申领到了面额不等的消费券。从活

动宣传途径看，网络新媒体是相关信息传播的主要渠

道，通过网站、微信、新闻 App、公众号等互联网平台了

解消费券活动的占比为 57.1%，通过亲戚、朋友、同事

了解的占比为 31.9%。从对消费券发放的申领途径、

使用范围、使用时间等相关信息的知晓度看，知晓率

接近八成。受访对象中，表示“非常了解”的占比为

10.9%，“比较了解”的占比为 36.1%，“一般”的占比为

31.9%，“不太了解”的占比为 15.1%，“很不了解”的占

比为 5.8%。

发放消费券短期内对消费促进作用明显。调查显

示，被问及本次发放消费券活动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时，表

示“非常明显”的占比为 16.9%，“比较明显”的为 61.4%，

“一般”的为 20.5%，“不太明显”的为 1.2%。从对个体额

外消费的促进效果看，60.9%的受访对象因使用消费券而

进行额外消费（计划外消费）。

活动对各大商圈拉动效果显著。鄞州宝龙广场数

据显示，本轮消费券发放第一日，单日客流量达到 5.12
万人次，较 2021 年同期增长 23.0%，环比增长 48%，增幅

明显。

调查还显示，居民对消费券发放活动认可度普遍较

高。受访对象普遍表示赞同，希望后续可以持续开展类

似活动。调查数据显示，受访对象中，表示“非常支持”的

占比为 53.0%，表示“比较支持”的占比为 37.3%，两者合

计接近九成。

鄞州发放消费券
短期效果显著

我国目前有近 3 亿工会会员

本报讯 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王利中近日表示，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总及各级工会勇于担当作为、坚持守正创新，各

项工作都取得重要进展和新成效。目前全国有 280多万个基

层工会组织、近 3亿会员。

王利中介绍，十年来，全总举办各类实体和网络培训班

414期，直接培训约12万人次；共筹集送温暖资金429.82亿元，

慰问一线职工和困难职工约 9060万人次；累计表彰全国五一

劳动奖状2245个、奖章8650个和全国工人先锋号8870个。

近年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大幅增加。全总基层工作部部长刘伟介绍，

全总持续在全国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工作，下一步，将

继续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作为工作重点，力争到今

年底实现互联网百强企业普遍建会，两年新发展 800万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入会的目标任务。 周圆 樊曦

教育部直属高校十年累计为帮扶地区
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 44.35 亿元

本报讯 近日，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发

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介绍，十年来，教育部各直属高校累计为

帮扶地区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 44.35亿元，帮助引入企业 663
个，引入企业实际投资额 151.6亿元，形成了校内外联动的帮

扶局面。

刘昌亚介绍，十年来，各直属高校充分发挥学科、科技、智

力和人才优势，逐步探索形成了应帮扶县所需、尽高校所能的

特色帮扶路径。其中，在教育帮扶方面，援建捐赠、师生支教、

师资培训、结对关爱等成为高校共同行动，十年来累计培训教

师 11.64万人次。在产业帮扶方面，通过制定产业规划、引入

专业力量、促进成果转化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实现帮扶地区农

业产业的品种改良、品质提升和品牌升值，十年来累计培训基

层干部和技术人员 77.76万人次。 王鹏 李澍田

数据看台

暑假期间，贵州省黔西

市红林彝族苗族乡妇联、纪

委依托乡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办起暑期留守儿童公益

性的非遗暑托班，通过邀请

当地苗族非遗传人和大学生

志愿者，让留守儿童“零距

离”接触、直观感受非遗技艺

之美。 周训超 摄

公益暑托班
快乐学非遗

■ 郎琦

随着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高龄（50岁以上）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队伍也在逐渐壮大，和年轻人相比，高龄农

民工在就业岗位的选择上限制更多、维权意识也更淡薄。近

日，国家统计局蚌埠调查队走访了相关部门、3家相关企业，

并向部分农民工推送了调查问卷，调研显示，当前蚌埠市高龄

农民工在就业和生活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困难，亟待关注。

“老骥”依然志千里

调研发现，高龄农民工普遍没有退休的念头，仍计划继续

工作。与年轻一代相比，他们普遍吃苦耐劳、稳定性强，对工

作环境和待遇的要求比较务实合理，因此依然受到部分用工

企业的青睐。

蚌埠市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为下游药厂提供大豆

豆粉的企业。企业负责人何经理表示，由于夏天生产车间温

度较高，许多年轻人嫌弃工作环境不佳，入职意愿较低；同时，

因为企业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工资待遇多在 3000元/月左右，

许多年轻人宁愿跑远一点选择待遇高的企业就业。因为工作

地点离家较近，反而吸引了附近的大龄村民来此务工，企业

50岁以上职工占比近 50%。“这些老师傅还是很起作用的，厂

里正常生产就靠他们了。”何经理说。

志行千里之难

年龄限制大、就业岗位少。许多高龄农民工的体力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加速衰减，遭遇工伤的风险增大，这使得用人单

位大多不愿招收高龄农民工。同时，作为农民工就业的重点

行业，近年来受疫情影响，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不景气，也使农

民工的整体就业环境不容乐观。安徽某建设有限公司的何经

理表示，目前工地上 50岁以上的农民工多从事瓦工、木工等

工种，需要高空作业的架子工或其他技术工种已经不再招收

50岁以上的农民工，虽然蚌埠市尚未明确建筑业从业人员年

龄上限，但企业已开始禁止 60岁以上的农民工进场施工。由

于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工作，高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普遍

较低。

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调查显示，高龄农民工普遍

倾向于回到农村老家养老，但是农村的医疗服务甚至养老服

务水平与城镇相比差距较大，担心有病无法就近治疗、进城看

病花费高拖累子女成了这些高龄农民工养老的最大隐忧。家

住怀远县徐圩乡永红村的李春贵，平时在滁州建筑工地打零

工，今年已 60岁的他，计划返回老家养老。据他介绍，附近的

乡医院和龙亢农场医院只能看点小病，如果得了大病，就要到

怀远县医院去，路上仅单程就要花费一个多小时。

何以助行千里

柔性用工管理，加强宣传教育。分岗位确定用工年龄，避

免农民工“超龄”一刀切现象，可为高龄农民工开发适合他们

特点的工作岗位，以降低他们的劳动强度和健康风险。在对

“超龄”工人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加强安全教育的同时，建议进

一步加强对于建筑业农民工维权教育，尤其要增强其签订劳

动合同、留存相关记录的意识。

提高农村养老医疗服务发展水平。优化乡村医疗服务，细

化村卫生室基本服务能力标准。加大政策、资金向偏远乡村倾

斜，促进设施设备提档升级，解决乡镇医务室的后顾之忧，吸引

医学毕业生到农村工作，投身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探索农村养

老服务新模式，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如依托农村三

权分置改革，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标准，切

实打消农民养老的经济顾虑，使他们能安享晚年。

伏枥老骥，何以志千里
——蚌埠市高龄农民工就业生活状况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