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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空是全球贸易的通道，从它
们“指数”的波动可以窥见经济的冷暖。

一只普通的集装箱，在通道中往来
穿梭，今年会经历怎样的“奇幻漂流”？

“上半年还在发愁厂里的箱子堆积
如山，现在拉集装箱的卡车都不够用。”

江苏太仓中集集装箱制造有限公
司一位业务主管告诉记者：“现在 24
小时连轴转生产，还在不停地上人、上
设备。”

虽然习惯了“大风大浪”，但这些集
装箱怎么也想不到，它们的命运今年会
如此“大起大伏”。

11月中，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上
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约为1857点，比
4 月中足足上涨了 1000 多点！到 12 月
初，指数已上升到约2129点，创2008年
以来新高。

指数的攀升，直接反映的是航运市
场运价的上涨。“抢”字，成了下半年中国
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繁忙的写照。

记者近日来到已经天寒地冻的天津
港，集装箱码头却是热火朝天。

在自动化码头监测运行中心，天津
港集装箱公司技术部副经理李晓晖正盯
着监控大屏，不时发出指令。

“集装箱从没像现在这样抢手。”
他说，自三季度以来，集装箱吞吐量持
续加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年初以来天

津港集装箱吞吐量持续下降，最低时的
2月份不足100万箱。

“5 月份迎来转机，达到 165 万标准
箱，吞吐量实现了正增长。前11个月吞
吐量超过1710万标准箱。”

据中国港口协会的监测数据，11月
上旬，上海、宁波等八大枢纽港口集装箱
吞吐量同比增长 13.1%；外贸集装箱吞
吐量同比增长11.5%。从区域看，长三角
及珠三角地区外贸业务增势更为强劲，
宁波舟山港增速甚至达到33%。

港口是经济冷暖的窗口，集装箱就
像这里的“温度计”，它们起伏的命运释
放出国内经济，尤其是外贸逐渐回暖的
积极信号。

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 29.0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8%，已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

集装箱不仅在大海上经历着“奇幻
漂流”，陆地上也迎来了命运的“巅峰”。
受航运、空运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等因素
影响，中欧班列迎来外运高峰。

12月7日，满载家用轿车的2015次
中欧班列从新疆阿拉山口站出发，开往
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这个中国最大中
欧班列口岸站今年进出境的第 4628 列
中欧班列。

库外寒风呼啸，库内作业正酣。
在阿拉山口站室内集装箱换装库

内，龙门航吊探出“大手”，抓起一只只集

装箱，从宽轨移至准轨车辆上，1小时就能
完成一列进口中欧班列的换装作业。

这样的场景每天上演。前 11 个月，经
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境中欧（中亚）班列同比
增长 41.9%。从渝新欧、郑新欧到长安号，
22 条线路经过这里一路到西，到达德国、
波兰、比利时、俄罗斯等13个国家，搭载的
货物品类多达200余种。

“进口货物主要为棉纱、木材、铁矿类、
食品等8大类；出口货物主要为汽车及配
件、家电、疫情防护物资、电子产品等7大
类，今年又新增加了跨境电商包裹这一新
品类。”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阿拉山口
站副站长刘全民说。

截至11月5日，今年中欧班列开行达
10180列，超过去年全年开行量，运送货物
92.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54%，往返综合重
箱率达到98.3％，再创新纪录。

铁路整体货运前三季度也创历史最好
水 平 ，累 计 完 成 26.24 亿 吨 ，同 比 增 长
4.8%。

“回暖”，不仅是海、陆运输的写照，空
中大通道也在“点亮”。

近日，记者来到民航局空管局值班室，
观察空中的变化。

在空管局的“空中航班航迹”图上，
天上只要有一架飞机，图上就有一个“亮
点”，一天中任何时刻，天上有多少架飞机
一目了然。

2月，航空市场大幅萎缩，全国民航运

输总周转量同比下降 73.9%，旅客运输量
同比下降84.5%。

2月18日，是全国民航最“黑暗”的一
天。航迹图上的“亮点”稀疏，一天总计只有
3734个。

进入三季度，民航业恢复较快，特别
是进入9月份，国内航线运输总周转量和
旅客运输量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 96.9%
和98%。

“亮点”逐渐增加。10 月 1 日，累计出
现的“亮点”达到 15144 个，是 2 月 18 日的
4倍多。

集装箱的“奇幻漂流”见证了中国经济
暖意，日渐繁忙的列车、航班“点亮”了中国
经济的信心——

每过去一天，就有超过 750 万人次乘
火车出行，超过1000万吨货物奔走在铁路
线上，70多万只集装箱到发港口，1.4万多
架次航班在天上穿梭……

一季度同比下降 6.8%，二季度增长
3.2%，三季度增速达到 4.9%，中国经济逐
季加速，前三季度经济增长实现转正，中国
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恢复经济增长的主
要经济体。

11 月 ，中 国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PMI）达到 52.1%，连续 9 个月站上荣枯
线，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四季度经济增
长或将比三季度进一步加快。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樊曦 魏玉坤

一只集装箱的“奇幻漂流”
——从“海陆空指数”看中国经济暖意

在北京市顺义区菜鸟物流仓
库，一名工作人员在摆放货物（3月
12日摄）。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范围内暴发与蔓延。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场大
战，也是一次大考。在这场大战大考
中，我国科学防控，精准施策，从逐
步恢复生产到全面复工复产，实现
经济稳定恢复增长。中国成为疫情
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
济体，显示出我国经济强大的韧性
和旺盛的活力。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复工复产稳增长
生产消费活力旺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职业技能“超
级大赛”——规格最高、项目最多、规模
最大、水平最高，2557名选手在86个比
赛项目切磋技艺、亮出绝技。

这是一次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的全
面展示——心中有梦、眼中有光，脚下有
路、志在四方，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
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点亮了
大国制造的未来。

精彩比拼！
数百名技能“高手”脱颖而出

冬日的广州，繁花似锦，暖意融融。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赛，13日在这里落下帷幕。
经过 3 天激烈角逐，一批技能“高

手”脱颖而出，来自广东省等多个省份的
97名选手荣获86个项目的金牌。

本次大赛选拔出630多名选手入围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他们
将通过进一步的集训考核，最终每个项

目将遴选1名（队）选手走进2022年将在
上海举办的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赛场，
与全球顶尖选手们同台竞技、再攀高峰。

从数控车、工业机械、飞机维修等先
进制造业，到工业4.0、移动机器人、云计
算、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技术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再到美容、美发、烘焙、餐厅服务
等现代服务业项目……大赛广泛覆盖国
民经济行业大类，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成才创造条件、提供平台。

刀砌砖垒、一气呵成，200多块砖砌
成的多孔拱桥与图纸难差分毫；手指翻
飞、精雕细琢，“魔法”般变出的各色面包
和糖艺造型；只用17个小时，近3米高水
泥钢筋房拔地而起，精度达到毫米级
……选手们大展身手，充分展现劳动之
美、技能之光。

仅凭手的触摸就能测量和加工零件
的蒙眼配钥匙，操纵飞速旋转的电钻在
薄薄蛋壳上钻洞，快到让人眼花缭乱的
花式调酒……比赛同期展示的20项“中
华绝技”令人叹为观止，更提升了人们对
技能人才、对工匠精神的尊重与崇尚。

本届技能大赛焊接项目裁判长、中
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常务副会长刘景凤
欣慰地说：“可以明显感受到，与以往竞
赛相比，这次参赛选手覆盖地区更广，操
作更加规范。”

这次参赛选手平均年龄不到22岁。
青春的气息、自信的面庞，青年“小匠”们
在赛场上传承技能，撑起技能人才队伍
的未来。

作为本次大赛年龄最大的选手，58
岁的张井岩十分感慨：“在社会上年轻木
匠并不常见，但来了发现这么多青年选择
木工行业，真是由衷感到开心。我参加大
赛，就是为了积累经验、培养更多后辈。”

需求很大！
超1.7亿技能人才太关键

这次大会，不仅汇聚了技工院校、职
业院校的师生，更吸引了诸多企业积极

参与。一些企业负责人亲自跑到现场观看
比赛、挑选人才。

立邦投资有限公司装饰涂料事业部总
裁孙荣隆在赛场反复转悠，他深有感慨地
说：“涂料行业三分靠产品、七分靠施工，技
能人才实在太关键了！”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工业质
量解决方案教育总监龚纯意坦言，缺少高
技能人才是企业当前最困扰的难题。

“通过大赛，我们看到中国的加工能力
和加工品质都在提升。只有年轻人能够掌
握高端的应用技术和技能，企业未来发展
才有保障。”他表示。

我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
整个制造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非常大。我
国有超过1.7亿技能人才。近年来国家大力
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逐步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拓宽技能人才发
展通道，我国高技能人才总量稳步扩大，结
构持续改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十
三五”期间，全国共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
能培训约9821万人次。2016年至2019年，
全国累计新增高技能人才超过1000万人。
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倡导下，社会上尊重
劳动、崇尚技能的氛围不断增强。

本届技能大赛美发项目裁判长助理、
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金牌获得
者聂凤说，从“剃头匠”到“理发师”再到“发
型设计师”，从一个称呼的演变就能看到美
发从业者地位的提高。

记者从人社部获悉，过去4年，我国已
有近千名高技能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今年人社部还将表彰30名中华技能大
奖获得者、300 名全国技术能手，选拔 566
名高技能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这两年感觉招人更容易了，生源质量
也比原来明显提高。一些学生高考过了本
科分数线，最后也来到我们这里学自己喜
欢的专业技能。”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首
饰设计与工艺专业教师李蕾说。

我国连续在第44届、第45届世界技能

大赛位列金牌榜、奖牌榜、团体总分第一，此
外还成功申办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
技能人才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愈发抢眼。

行行出状元！
成才道路不止一条

大赛已经画上圆满句号，但技能人才
培养任重道远。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
是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质的竞争。面对

‘十四五’蓝图和重任，必须大力开展高质
量职业培训，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
工匠，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人社部职业能力
建设司司长张立新说。

2019 年我国开始实施的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提出到2021年底技能劳动者占就
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25%以上，高技能
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30%以上。

对此，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董
事长曾光安认为，一方面，企业要提高技能
人才待遇，对急需的、技术含量高的工种给
予特殊福利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快推
动、鼓励、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和学校深度合
作，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精准度，争做推动
人才变革的“领头羊”。

业内人士普遍呼吁，要进一步健全技
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切实增
强他们的获得感与职业荣誉感、自豪感；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培
养更多人对于技能成才观念的认同。

“360 行，行行出状元。成长的道路不
止一条。那些说读技校没有出路的人，可以
看看我们。”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制造团
队挑战赛项目金牌获得者曾祥博说，“曾经
痴迷网络游戏的我，在技能学习中找到了
自信和人生的方向。”

“相信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更多‘大
国工匠’一定会源源不断产生。”刘景凤告
诉记者。

新华社广州12月13日电
新华社记者 姜琳 黄浩苑 邓瑞璇

技能成才 匠心筑梦
——写在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闭幕之际

拼版照片：左图为9月3日，在海西州会展中心的直播
间内，李福文在展示自家枸杞；右上为9月2日，在泉水村，
李福文在枸杞地里摘枸杞；右中为9月2日，在德令哈市尕
海镇泉水村，李福文在晾晒枸杞；右下为9月2日，在泉水
村，李福文在搬运枸杞。

51岁的李福文家住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德令哈市尕海镇泉水村。近年来，他种植枸杞，日子过得
有声有色。通过各类电商平台，老李逐渐打响了自己的枸
杞品牌。9月3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政府、浙
江省援青指挥部与电商平台拼多多联合启动“海西优品
云上行”浙江—海西对口支援消费扶贫周活动。老李带着
自家枸杞，第一次在直播间对着60余万观众卖货。

2020年，电商经济如火如荼。目前，农村电商保持良
好发展势头。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村
网络零售额达1.2万亿元，同比增长7.8%。全国农产品网
络零售额2884.1亿元，同比增长34.3%。

越来越多的新农人投身电商创业，把手机当作新农
具，将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电商平台深度融合，利用直播
带货等热门营销方式，帮助家乡摘掉穷帽子、奔上好日子。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我是主播，为家乡带货

新华社海口12月13日电（记者吴茂辉 罗江）海南
自由贸易港第四批重点项目13日集中签约。当天共签约
75个项目，包括外资项目14个，内资项目61个，协议投
资总额约390亿元。

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国南
方航空集团、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中国农业发展集团、中
国电力建设集团、中国铁路物资集团、南开大学等知名外
企、央企、高校与海南省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与海南省签订的协
议，双方未来五年内将在航空、医疗、清洁能源以及数字
化方面加深合作。其中在航空方面，通用电气将为海南航
空在海口投资设立的发动机大修厂提供授权，助其建立
GEnx-1B发动机维修能力。

此外，普洛斯投资有限公司、宝奥普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等多个重点外资企业落
户海南。投资产业聚焦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三大领域，具体包括文化体育、教育医疗、融资租赁、国
际清算、金融科技、智能物流、珠宝加工等具有自贸港“显
示度”的产业。

据悉，今年以来，海南共签约项目314个，其中144个
项目入驻重点园区。

提升自贸港“显示度”
海南集中签约一批重点项目

新华社太原12月13日电（记者魏飚）记者从山西省
市场监管局获悉，为了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山西
省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知识产权方面的金融支持并
积极实施专利推广资助项目。

据了解，山西省市场监管局今年开展了专利权质押
贷款补助项目申报工作，共受理17项。经自主申报、各市
推荐、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确定了10个补助资金
项目，下一步将对这10个项目进行一次性补助。

山西省市场监管局还积极实施专利推广资助项目，
促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截至今年6月底，2020年度省级
专利推广实施资助（专利转化）计划专项对37个项目进
行立项支持，项目资助资金532万元已下达到位。山西省
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处长赵峰表示，实施专
利转化计划，既可以帮助企业把已经研发的高价值专利
加快转化运用，进而将产品推向市场，帮助企业获得经济
效益，又起到鼓励企业发明创造的目的。

山西：知识产权“变现”
助力企业纾困

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13日电（记者郝玉）疫情防控常
态化形势下，受益多项稳经济促消费政策措施，新疆餐饮、
住宿、商场等服务行业逐步回暖，市场主体信心不断增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统计，今年前10个月，新疆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2400亿元，其中10月新疆限额以上
单位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7.47亿元，同比增长12.7%。

今年，为减轻疫情影响，新疆出台《进一步应对疫情
提振信心促进商业消费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支持餐
饮、商场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各地还相继推出发放消
费券等措施，促进消费潜力释放。

与此同时，新疆各地还开展“百日千企惠聚新疆”消
费季活动，涉及多个重点行业，通过行业联动、城乡联动、
线上线下互动方式，增强经济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一系列促消费季活动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现在新
疆已有12万消费者下单购物，公司已超额完成了销售目
标。”新疆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付艳丽介绍。

汽车市场作为新疆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
出现复苏势头。今年以来，新疆各地在交强险补贴、老旧
高排放车辆淘汰更新、优化停车设施建设、线上线下促销
活动等一系列利好举措的刺激下，汽车和石油制品类消
费同步回升。

新疆多举措促
消费市场逐步回暖

选手在木工项目比赛中（12 月 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