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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为满足春节

期间人民群众猪肉消费需求，2020 年 12 月
17日以来，已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7批中央储

备冻猪肉投放，累计挂牌投放量达 18万吨，
近期将继续投放更多中央储备冻猪肉。

春节即将到来，猪肉价格会出现明显上
涨吗？2019年下半年开始上涨的猪肉价格何

时迎来“拐点”？

价格波动符合季节性特征
从往年季节性走势看，春节前猪肉价格

通常出现上涨。2020年 12月以来，在消费旺

季拉动下，猪肉价格出现一波上涨。36个大中
城市超市集贸市场猪肉（精瘦肉?零售价格从

27.5元/斤上涨到 1月 21日的 30.36元/斤。随
着国家和地方储备肉联动投放，1月下旬猪肉

价格企稳并小幅回落。2月 2日，大中城市精

瘦肉价格平均为 29.96元/斤，比 10天前下降
1.3%，同比下降 12%。

“今年猪肉零售价格波动基本符合季节

性特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
究所主任郭丽岩说，猪肉是典型的“菜篮子”

商品，从中央到地方都压?了主体责任，在保
供稳价方面采取大量针对性举措。进入节日

消费旺季以来，中央和各地方加大储备肉投
放密度和规模，明显增加了市场有效供给量，

尤其是部分地区低于市场价投放平价肉，在

平抑价格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综合判断，节前养殖户出栏积极性提

升，出栏量继续增加，储备肉节前继续投放，
均能保障节前猪肉消费需求。预计 2021年春

节前猪肉价格将以稳中有降为主，小幅低于
上年同期水平。春节后猪肉消费下降，如果冻

品消杀出库问题解决，预计价格会继续回
落。”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

员朱增勇说。
为保障市场供应，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

有关部门近日已累计挂牌投放 18万吨中央

储备冻猪肉，并将于 2月 4日（腊月二十三?、

2月 9日（腊月二十八?两次挂牌投放各 3万
吨中央储备冻猪肉，同时部署各地投放地方

储备肉。地方投放储备肉主要在超市、平价商
店等终端网点直接面向市民销售，价格通常

低于市场价，受到当地市民普遍欢迎。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大批待投放中央储备冻猪肉已经“在路上”，

春节后至两会期间将继续投放，持续保障市
场供应。

郭丽岩分析说，生猪产业存在周期性叠
加疫情冲击等问题。预计今年上半年生猪出

栏量将明显加快，猪肉消费市场有效供应量
也将增加，猪肉价格将继续呈波动回落态势。

近期农业农村部召集专家会商，结合前
期生猪生产恢复情况、新生仔猪数量、猪饲料

销量等因素测算，预计今年 1至 2月份生猪
出栏比上年同期增长 25%左右，后期猪肉价

格还有下降空间。

2021年CPI将平稳运行
郭丽岩说，近两三年，受疫情和极端天气

等因素影响，猪肉和鲜菜鲜果价格波动明显

加大，成为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波动
的主要因素。

“这是食品价格对CPI波动的‘结构性影
响’，不同于总供求变化对CPI的‘总量性影

响’。”她分析说，主要经济体一般用剔除食品和
能源的核心CPI来衡量物价总水平中枢稳定

性。这半年来，我国核心CPI都稳定在0.5%左右，
物价总水平稳定，不必担忧通胀或通缩问题。

2020年，CPI运行前高后低、逐季回落，

全年上涨 2.5%，完成全年物价调控目标。展
望 2021年，郭丽岩分析，由于全年翘尾明显

低于上年，加之猪肉价格对 CPI的拉动影响
将由涨转降，预计全年 CPI涨幅将低于 2020

年，全年呈现“前低后稳”态势。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3日电）

春节前猪肉价格预计稳中有降
国家发改委：还将继续投放更多中央储备冻猪肉

    新华社北京 2 月 3 日电 （记者

魏玉坤?春运已至，很多带着孩子回
家的旅客想知道，儿童票怎么买？日前，

网络上“满足年龄或身高二者之一可享
儿童票”的话题又登上热搜，如何理解

这个规定？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 3日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只要满

足年龄或身高条件的儿童，均可享受票

价优待。
据介绍，针对儿童票价优待政策，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早在 2019年就作出
了明确规定。根据交通运输部、国家发

改委 2019年 11月印发的《关于深化道
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在道路客运

领域（9座及以下客车除外?，儿童票价

优待规定如下：

免票儿童的范围为 6周岁（含?以
下或者身高 1.2米（含?以下，且不单独

占用座位；
客票半价优待儿童的范围为 6至

14周岁或者身高 1.2至 1.5米。
“满足年龄或身高二者之一的儿

童，均可享受相关优待。需要指出的是，

需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或者超过 1名
时超过的人数执行客票半价优待。”这

位负责人说。

2020 年 5 月，交通运输部印发
《关于做好<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

?施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水路客
运领域儿童优待政策与道路客运领

域一致。

这位负责人表示，只要满足年龄或
身高条件的儿童，就可享受相关优待。

比如成人旅客携带 1 名身高超过 1.2

米但不足 6周岁的儿童，儿童可享受免

票；携带身高超 1.5米但不足 14周岁
的旅客，可以享受半价票。

相关专家表示，儿童票优惠政策

是国家和社会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
怀，在个体身高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增

加以年龄为标准，能更好保障儿童权
益。在此提醒家长们，在携带超过限定

身高即 1.2 米、1.5 米的孩子出行时，
带好孩子的身份证，以便充分享受票

价优待。

儿童票究竟该怎么算     交通部：满足年龄或
身高条件均可享受优待

    新华社北京 2月 3日电（记者 余俊

杰 范思翔?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3日在京发布第 47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20年 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89亿，

较 2020年 3月增长 8540万，互联网普及
率达 70.4%；在我国网民群体中，学生最

多，占比为 21.0%。

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出“防疫健康码”，

累计申领近 9亿人，使用次数超过 400亿

人次，支撑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现“一码

通行”，大数据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
作用凸显。同时，受疫情影响，网民对在线

教育、医疗的需求量不断增长。报告显示，
截至 2020年 12月，我国在线教育、在线

医疗用户规模分别为 3.42亿、2.15亿，占
网民整体的 34.6%、21.7%。

近年来，网络扶贫行动带动边远贫困

地区非网民加速转化。在网络覆盖方面，
贫困地区通信“最后一公里”被打通，截至

2020 年 11 月，贫困村通光纤比例达

98%。在农村电商方面，电子商务进农村

?现对 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覆盖，支持
贫困地区发展“互联网+”新业态新模式，

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

报告还指出，自 2013年起，我国已连
续八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

2020年，我国网上零售额达 11.76万亿元，
较 2019年增长 10.9%。直播电商成为广受

用户喜爱的购物方式，66.2%的直播电商用
户购买过直播商品，网络直播成为“线上引

流+?体消费”的数字经济新模式。

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 学生占21%

    据新华社成都 2月 3日电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 10只 2020年出生的大熊猫宝宝 2月 3日集
体亮相四川卧龙神树坪基地，向全国人民送上新春

祝福。此次亮相的 10只熊猫宝宝平均年龄在半岁左
右，最大的是熊猫“芊芊”所生双胞胎姐妹花，出生

190 多天，最小的是熊猫“淑琴”所生龙凤胎，出生
120多天，其中，“淑琴二仔”出生体重仅 57.1克，是

2020年出生体重最轻的熊猫宝宝。
图为昨天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四川卧龙

神树坪基地拍摄的大熊猫宝宝 新华社 发

熊猫宝宝贺新春

9.89亿！ 这是截至 2020年 12月我国

网民的规模。 昨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CNNIC）发布的第 47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下简称“《报告》”）

显示，截至去年 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
达 70.4%。?得注意的是，我国非网民规模

虽然较 2020年 3月减少了 8073万人，但
仍有 4.16亿人尚待步入网络时代的信息

“高速公路”。

网上支付、扫码点餐、线上购票……

在衣食住行都已离不开网络的今天，非网
民不仅无法充分享受智能化的服务便利，

更有可能在出行、消费、就医、办事等日常
生活中遇到不便。 《报告》显示，非网民认

为不上网带来的各类生活不便中， 没有
“健康码” 无法进出一些公共场所位列首

位，27.2%。 其次是无法现金支付，25.8%。

?不到票、挂不上号，24.9%。 线下服务网
点减少导致办事难、无法及时获取信息的

比例分别为 24.6%和 22.9%。

面对日常生活的这些问题，需要有关

部门推出更多人性化服务，开发更多智能
化产品，提升网络服务的便利化水平等多

种方式， 助力非网民群体跨越 “数字鸿

沟”。从 1月起，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

改造专项行动”。在今年的春运中，一些地
方推出只要用身份证就能显示健康码的

服务，方便非网民出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要让非网

民享受网络时代的“红利”，还需要让一部

分因不会使用网络而成为非网民的人掌

握互联网知识。 2019年底，我国非网民规

模近 5亿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非网民
的数量减少了 8000多万人， 这与各地通

过开展智能技术日常应用普及行动、组织
举办知识讲座和培训等做法密不可分。

此次发布的《报告》显示，使用技能缺
乏、文化程度限制、年龄因素和设备不足

是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而因为没时

间上网、不感兴趣等原因不上网的非网民
占比低于 10%。 通过多种形式的上网指

导， 以更低廉的价格吸引非网民上网、以
更好的技术服务引导非网民上网，非网民

数量进一步减少是可以期待的。

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对非网民

多些关怀， 让一部分人尽快融入网络时
代，共享数字时代的巨大红利。

网络时代，请对非网民多些关怀 方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