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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MEN DAILY

（上接A01版）
专项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系统谋划、

一体推进为基层减负各项措施，不断把工作引
向深入。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注重从
思想上破解，大力强化思想教育。

9个专题，收入有关重要论述182段，摘
自70多篇重要文献，首次公开发表许多重要
论述……由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专项工作机制推动编辑出版的《习近平关于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已成
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和各级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
学习教育中，突出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
中央和国家机关做起，对干部思想进行大扫
除、对存在问题进行大排查；大力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
……广大党员、干部强化理论武装，不断增强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自觉、政治自
觉、行动自觉。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问
题导向，努力解决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形式主义从
“办公桌”走向“指尖”，变味的“工作群”“政务
App”曾让基层干部疲于回复。

在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
项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推进下，各地区各部门对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开展了专项整治。
“最直观的就是手机‘叮叮当当’的提示音

少了。”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丹水池街道的一
位基层干部说，通过专项整治，“盯群”“爬楼”
的情况少了。

什么问题反映强烈就关注什么，什么问题

突出就整治什么。
精简文件会议动真格，划定硬杠杠拿出硬

措施；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实行年度计划
管理；全面清理规范“一票否决”和签订责任状
事项、跟风设立的“某长制”、涉及城市评选评
比表彰的创建活动等，直面基层干部群众之
难，提升基层治理之效。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健全法
规制度，强化制度保障。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

工作机制坚持把制度建设贯穿整治工作全过
程各方面，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标本兼治作风
顽症，着力堵塞制度漏洞。

在党内监督执纪、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等方面
制定修订一批党内法规和政策文件；在整治文山
会海、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等方面，自上而下
普遍建立起“立账、严管、纠偏、通报”的办法；在
清理规范政务App、涉及城市评选评比表彰的
创建活动以及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
证明事项等方面探索建立准入制和动态调整制
度……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健全，既确保整治工
作落到实处，又为更有成效的整治开辟路径。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汇聚各
方力量，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攻坚的良好
局面。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
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牵头抓总和统筹协调作用，
推动各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结合各自职责分
工，形成工作合力。

各省区市结合地方实际，通过“拉干条”
“列清单”等方式，有针对性地纠治基层报表台
账多、村（社区）挂牌多、疫情防控措施层层加
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形式主义等问
题，让基层干部群众真正有感。

成效良好
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

刹住了一些困扰已久的不正之风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下，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党内存在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
治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形成了新
时代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成果。

——凝聚起了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
思想共识和强大力量。

减负效果怎样，群众有发言权。
2022年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电话调查结

果显示，83.8%的社会公众对所在地方和单位克
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情况表示满意，75.6%
的社会公众认为基层减负政策取得较好成效。

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的危害性认识更深、警惕性更高，凝聚
起高度一致的思想共识。基层干部普遍感到，
现在各级领导干部脑子里都有了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这根弦，考虑问题、部署工作都要
想想是否增加了基层负担，改进作风、提高效
能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基层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得到有效治理。

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名目
繁多的“一票否决”……干部群众最希望得到
纠治的问题，就是要下气力整治的靶向。

整治文山会海取得积极成效，截至2021
年年底，中央和国家机关、省区市文件数量比
2018年总体减少 50%以上，会议数量减少
65%以上，“拉干条”、讲实话成为常态，长会短
开、长话短说成为主流。

中央和国家机关、省区市督查检查考核事

项数量连年下降，总体降幅达到90%以上，多
头随意、过多过频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督查
检查考核更加注重工作实绩，更加注重结果导
向，更加注重干部群众评价，更加注重帮助基
层解决实际困难。

名目繁多的“一票否决”和签订责任状事
项得到清理规范，中央和国家机关、省区市事
项清理后总量分别减少90%和73%。

此外，一段时期有泛滥苗头的“某长制”、
涉及城市评选评比表彰的创建活动、村（社区）
机制牌子等也得到清理规范，受到基层干部群
众好评。

——基层干部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兴旺社区干

部谈到，前些年，有时一天要辗转于几个会场，
还要承担入户燃气安全检查等不属于社区职责
范围的事项。“有一次，半夜11点多被电话叫醒，
通知第二天有上级检查任务，赶紧爬起来准备
材料。”一位干部说，“现在开会少了，写材料少
了，社区干部有更多时间联系、服务群众。”

党中央的“重拳”整治，让广大党员、干部
进一步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
来。许多基层干部说，为基层减负实际上是

“一减N增”，形式主义的东西少了，与群众交
流、干实事的时间也就多了。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从重
症病房争分夺秒地救治，到城乡社区挨家挨户
地排查；从工厂车间加班加点地生产，到科研实
验室夜以继日地攻关，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在一
线奋战中展现出过硬作风和良好精神状态。

——催生了领导方式方法转变和工作机
制创新。

跟着导航自行开车前往，与偶遇的村民攀
谈详聊……发现从北京来的同志亲切随和，村
民们慢慢打开了话匣子。这是基层减负观测

点蹲点调研小组在甘肃省靖远县调研的场景。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

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四不两直”调研
方式成为主流，“解剖麻雀”蹲点调研和“马路
办公”“一线工作法”“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等
成为实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常态化方
法，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服务效能成为转职能转方
式的重点探索方向。

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过程中，重视
基层、关爱基层、提升基层的工作导向进一步
形成，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持
续加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凸显，
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更多社会资源、
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放到基层，为基层放权
赋能效果逐步显现。

在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当前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形
式主义问题仍然屡禁不止，体制机制建设还存
在短板不足，一些地方和部门产生松劲懈怠心
理，基层减负各项规定落实还有差距。

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直面问题，要进一步坚持和弘扬党的实事

求是传统作风，充分发挥专项工作机制作用，
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入发展，让基
层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为党
和国家事业开创新局面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牢记初心使命，实干奋斗兴邦。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以马不离鞍、缰不松手的定力，以反复
抓、抓反复的韧劲，以钉钉子精神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必将凝聚起全党上下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我市新增19个
市级非遗项目

本报讯（记者 郭睿 通讯员 吴菲）19个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加入市级梯队。记者昨日从厦门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悉，我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日公布，19个项目位列其
中。至此，厦门市级及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数量增至
110个。

厦门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均
为新增项目，涵盖五大非遗门类，均是闽南民间文化的
代表，体现了厦门优秀地方传统文化的多样性。这19
个项目分别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的何厝小操队、
陈氏太极拳；传统美术类的剪纸、闽南造像（泥塑）；传统
技艺类的厦门乌龙茶传统精制技艺、福船船帆制作技
艺、面塑、金缮技艺；传统医药类的八宝丹传统制作技
艺、六味地黄丸传统制作技艺；民俗类的厦门城城隍信
俗、厦门海普习俗、集美社元宵祭祖习俗、水仙尊王信俗
（海沧）、洪塘公信俗、海沧扛大龟习俗、潘涂接龟习俗、
同安东山古庙敬天习俗、银同黑脸妈祖信俗。

推动老年大学教学点建设
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记者 郭睿）昨日，我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建设老年大学教学点工作推进会在
金安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吴子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老年大
学教学点，是我市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和老年
教育工作的重大探索，是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
创新亮点，是满足广大老年人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
向往的一项民生工程。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和老龄工作
的重要论述精神，在强化文明实践和老年教育工作
融合上下功夫，推动老年大学教学点建设提质增
效。要坚持铸魂育人正确方向，建成用党的创新理
论教育群众的坚强阵地；要整合资源力量，打造老
年人学习教育的专属平台；要发挥好服务群众功
能，构筑老年人扶危济困的温馨家园；要发挥老年
人作用，搭建老年人老有所为的广阔舞台。要进一
步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工作机制、营造浓厚氛围，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和文明实践效果，确保2023年实
现所有镇（街）和村（居）老年大学教学点全覆盖，奋
力开创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和老年教育工作新局
面，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据悉，目前全市已建成老年大学教学点272
个。 >>相关新闻详见A03版

建立城乡一体化配送网
快递进村纳入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五年规划
本报讯（记者 王玉婷 通讯员 陈小英）近日，《厦门

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划(2022-2027年)》
（以下简称《规划》）发布，明确规定加快推进农产品商贸
物流服务业发展。

《规划》鼓励大中型物流企业向农村布设配送网点,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配送网络,推进主要快递品牌进村服
务全覆盖,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业态。以水
产加工企业为核心发展水产加工销售冷链物流体系,推
进高崎闽台中心渔港“渔市游”提升改造。

下一步，市邮政管理局将加强引导快递企业通过
“邮快合作”“快快合作”“交快合作”等方式推动进村工
作。同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党建引领“快递进村”的载
体和方式，共同推动“快递进村”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地落
实取得实效。

批发零售业销售
2021 年，全市批发零

售业销售额实现 30613.99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4.1
倍，年均增长14.6%。

其 中 批 发 业 实 现
28705.78 亿元，比 2012 年
增 长 4.5 倍 ，年 均 增 长
15.0%；零售业实现1908.22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1.3
倍，年均增长9.5%。

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市
锚定优势撬动增势，找准与重
大发展战略的结合点、发力点，
商贸成就硕果累累。

3万亿元贸易规模，流通市
场迈上新台阶。数据显示，
2021年，全市批发零售业销售
额实现30613.99亿元，比2012
年 增 长 4.1 倍 ，年 均 增 长
14.6% 。 其 中 批 发 业 实 现
28705.78亿元，比2012年增长
4.5倍，年均增长15.0%；零售业
实现1908.22亿元，比2012年
增长1.3倍，年均增长9.5%。大
规模市场优势日益显现，产业体
系不断完备，新业态新模式快速
发展，为消费提质扩容、贸易创
新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十年间，厦门消费品市场
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全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79.06
亿元，2018年突破2000亿元，
2021年实现2584.07亿元，比
2012年增长1.2倍，年均增长
9.4%。2021年，全市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67197元，年
均增长8.1%；全市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性支出43010元，年均
增长6.7%。随着居民收入提

高和消费观念转变，需求层次
在发展型、现代型方向上不断
升级，为消费市场的活跃提供
了强有力的保障。

十年间，全市市场主体总量
不断增长，实力与活力兼具。至
2021年末，全市限额以上批发
零售住宿餐饮企业法人数达到
4090家，比2012年净增2497
家，成为稳就业和保民生重要的
经济基础，也是推动商务发展取
得显著成就的宝贵资源。至
2021年末，全市限额以上批发
业企业中销售额超过100亿元
的企业有48家，比2012年增加
44家，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中
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企业有
24 家，比 2012 年增加 15 家。
2021年，限额以上住宿业、餐饮
业企业中营业额超亿元的企业
分别有13家和12家，比2012
年分别增加3家和10家。

本报记者 沈 彦 彦
通讯员 周楚楚 翟晨晨

近日，厦门市统计
局发布了十年来我市商
贸发展的数据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
流通改革不断创新，民
生保障能力明显提高，
商贸领域向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发展。数据显
示，2021年，全市批发零
售业销售额跃上3万亿
元新台阶，达 30613.99
亿元，比2012年增长4.1
倍，年均增长14.6%；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2500亿元，增速全省领
先。

2021年，全市限额以上汽车消
费实现零售额383.07亿元，比2012
年增长1.2倍；新能源汽车实现零售
额 48.32 亿元，比 2019 年增长 2.1
倍。全市车市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同
时，其他主要商品品类也实现较好
增长。2021年，全市限额以上衣着
类实现零售额420.92亿元，比2012
年增长8.9倍；限额以上粮油食品饮
料烟酒类实现零售额190.54亿元，
比2012年增长1.9倍；限额以上日
用品类实现零售额102.21亿元，比
2012年增长4.1倍。

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从“缩小岛内外差别”到“跨岛发
展”，再到“岛内外一体化”，商贸体
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就。2021
年，思明、湖里两区实现零售额为
1533.42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1.4
倍。海沧、集美、同安和翔安四区实
现零售额1050.65亿元，比2012年
增长3.2倍。

在数字技术与大数据的双重赋

能下，全市电商行业实现又快又好地
发展。获评3个国家级电子商务示
范基地、3家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国家
级数字商务企业；5家企业入围国家
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1家企业入选
全国商业科技创新应用优秀案例。
2021年，全市限额以上企业通过互
联网实现零售额 591.99 亿元，比
2014年增长9.9倍；亿元以上网络零
售企业58家，比2014年增加52家。

住宿业取得长足发展。城市形
象的提升及旅游业、会展业的快速
发展极大推动了全市住宿业的转型
升级，商务型和旅游休闲型的高端
酒店迅速发展。2021年，全市住宿
业实现营业额65.18亿元，比2012
年增长35.3%，年均增长1.5%。厦
门住宿业实现不仅有“高大上”还有

“小而美”的多元化发展。
餐饮业品牌聚力强。厦门的节

假日餐饮和旅游餐饮不断发展，休
闲餐饮和大众餐饮持续升温，餐饮
市场消费保持增长态势。2021年，
全市餐饮业实现营业额267.45亿
元，比2012年增长1.7倍；限额以上
连锁餐饮企业48家，比2012年增
加35家。鼓励老字号品牌餐饮业
做精做强，2019年,全市共有41家
酒店餐饮上榜“厦门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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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行业
2021 年，全

市限额以上企
业通过互联网
实 现 零 售 额
591.99 亿元，比
2014 年增长 9.9
倍；亿元以上网
络零售企业 58
家，比2014年增
加5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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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及其他主要商品
2021年，全市限额以上汽车消费

实现零售额383.07亿元，比2012年增
长 1.2 倍；新能源汽车实现零售额
48.32亿元，比2019年增长2.1倍。

2021年，全市限额以上衣着类实
现零售额420.92亿元，比2012年增长
8.9倍；限额以上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
实现零售额190.54亿元，比2012年增
长1.9倍；限额以上日用品类实现零售
额102.21亿元，比2012年增长4.1倍。

餐饮业
2021 年，全市餐饮业实

现 营 业 额 267.45 亿 元 ，比
2012年增长1.7倍；限额以上
连锁餐饮企业48家，比2012
年增加35家。

住宿业
2021年，全市

住宿业实现营业
额 65.18 亿元，比
2012 年 增 长
35.3%，年均增长
1.5%。社会消费品零售

2021 年 ，全 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2584.07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1.2 倍，
年均增长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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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市批发零售业
销售额跃上新台阶
较2012年增长4.1倍，年均增长14.6%

破3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