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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14日发布的今年前三季度经营主
体数据显示，我国经营主体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截
至2023年9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超过
5200万户，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达到
92.3%。前三季度，全国新设民营企业706.5万户，
同比增长15.3%。

区域发展更加均衡。前三季度，东、中、西、
东北四大板块民营企业均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东部地区新设民营企业351万户，同比增长
12.6%；中部地区新设民营企业176.6万户，同比增
长16%；西部地区新设民营企业149万户，同比增长
23.3%；东北地区新设民营企业29.9万户，同比增长
7.4%。

民营企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前三季度，第
一、二、三产业新设民营企业分别为28.4万户、
111.6万户、566.5万户，第三产业占比超过八成。
依托强大市场的优势，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
行业持续快速发展，“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新设民营企业增速分
别达到40.3%、23.1%和17.4%。

“四新”经济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新优势。前
三季度，新设“四新”经济民营企业300.4万户，占
同期新设企业总量的四成，其中“新型能源活动”
同比增长最快。截至2023年9月底，我国“四新”
经济民营企业已经超过2087.3万户，新经济新业态
保持强劲发展态势。

个体工商户是稳就业、促增长、惠民生的重要
力量。前三季度，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
行，各项政策措施叠加发力，全国个体工商户数量
稳步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出现了明显的复苏
势头。

数量质量同步提升。前三季度，全国新设个体
工商户1719.6万户，同比增长11.7%。截至2023年9
月底，全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已达1.22亿户，占
经营主体总量的67.3%。随着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壮
大，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7万户个体工商户成功
转型升级为企业。

民生相关行业回暖。前三季度，新设个体工商
户数量百万级以上的行业主要有批发零售、住宿餐
饮、农林牧渔和居民服务业，分别为889.5万户、
251.6万户、136.3万户、134.1万户。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新设个体工商户增速较快，同比
分别增长68.4%、53.1%、41.1%。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前三季度，全国新设个体
工商户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7 . 7%、4 . 4%和
87.9%，增速同比分别为8.2%、7.2%和12.2%，第三
产业增速最快，数量占比近九成。同期，新设“四
新”经济个体工商户657.4万户，较去年同期增长
16.4%。调查显示，开展网络直播、微商电商等线
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占比较今年初提升了5.7个百
分点。

外商投资企业是连接国内外市场、促进经济双
循环的重要力量。截至2023年9月底，全国登记在

册外商投资企业（含分支机构，下同）68.4万户，
较去年底增加1.5%。今年以来，随着疫情影响的消
退，外商投资企业信心不断恢复，新设外商投资企
业持续向好。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稳步回升。前三季度，全国
共新设外商投资企业46586户，超过疫情前同期水
平。6月、9月单月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均超过6600
户，向好势头明显。

服务业恢复较快较好。前三季度，全国新设服
务业外商投资企业43193户，同比增长32.6%。其
中，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商务租赁、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等行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分别增长
47%、41.9%、33.2%、18.6%。新设高技术服务业
外商投资企业9677户，同比增长11.7%。

外资来源地保持稳定。前三季度，韩国、美
国、日本等仍然是位居前列的新设外商投资法人企
业（不含分支机构）的外资来源地。新设外商投资
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较快的来源地主要包括俄罗斯、
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前三季度，浙江、
广东、福建三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分别增长
112.5%、41.4%和29.3%。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积极发挥职能作
用，依法平等保护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
合法权益，实施分型分类精准帮扶、促进个体工
商户高质量发展，营造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竞
相发展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
环境。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 季嘉东 林德韧 徐海涛

学青会是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标志，是展
示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成就的重要平台，是广
大青少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的重要舞台。在
学青会上，运动员们不仅在比赛中屡创佳绩，
而且通过赛场内外的交流沟通、言行举止，展
现了新一代青少年的朝气与活力。体教融合的
种子，正不断发芽。

体教融合使竞技体育人才的选材面得以拓
宽，为更多有体育梦想的孩子铺平了逐梦之
路。学青会上涌现的百米新星吴昊霖家住广州
市，父母并没有从事体育相关的行业，他的父
亲只是一名田径迷，带他认识了这项运动。在
就读于广东番禺中学附属学校后，刚上初一的
吴昊霖被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教练邓鉴洲
看中，在上初三时转入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彻底发挥了在短跑上的
天赋。在他身上，自身的天赋与热爱，家长的
支持和理解，以及专业队伍的慧眼识珠融在了
一起。在学青会上，17岁的吴昊霖刷新了莫有
雪的全国百米少年纪录，又在男子4X100米接
力决赛中夺冠。

“练体育给了我自信，在跑步的时候我感
觉到了自由。”吴昊霖说。提到长远目标，他
希望自己也可以像自己的偶像刘翔、博尔特、
苏炳添一样站在奥运会的最高舞台上。

“塔尖”的人才，源自“塔基”的人口。
体教融合让体育成为了越来越多青少年的爱好
和技能，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也在体育竞技的
阶梯上越攀越高。

在南宁马山县举办的学青会攀岩比赛中，
广西收获3金3银1铜成最大赢家。这些成绩的
取得，背后是当地大力推进攀岩进校园、健全
特色赛事体系打下的基础。截至2022年底，马
山县已有23所学校开展攀岩运动，惠及学生
18000多名，被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登山协会评为“全国攀岩进校园推广
示范县”。

这样的普及和推广，不仅让更多的孩子了
解攀岩、爱上攀岩，而且在运动成绩上也结出
了硕果。在学青会攀岩女子随机速度比赛中，
来自马山县的李彦郯稳稳拿下金牌。12岁入选
国家少年集训队（马山组），13岁成为集训队
种子选手，去年夺得自治区运动会女子难度冠军，如今是学青会冠军，
对于14岁的李彦郯来说，体教融合培育了梦想的土壤，专业选拔和训练
让梦想开花。

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王勇峰表示，由广西马山运动员组成的东道主
两支代表队在比赛中表现优异，是攀岩项目体教融合的典范。

广西大学体育学院党委书记覃安基称，学青会的成功举办，让大家
更直观地看到了体教融合带来的改革成效。近年来，广西大学也在体教
融合推进中受益，从2017年10月起，广西大学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
签署校局合作协议，全面启动“校局合作”人才培养新模式，双方在师
资、教学、训练设备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体教融合落到了实处，人才
培养质量稳步提升。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李辉表示，首届学青会是一场促进体教融
合深入推进的青少年体育盛会，会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体育、喜欢体
育、参与体育、从事体育。李辉介绍说，从不少在本届学青会上取得佳
绩的运动员身上，可以看到体教融合在他们身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
在举重女子45公斤级比赛中创造平抓举世界纪录好成绩的福建选手徐璐
莹，以及在田径赛场上连夺中学组女子100米、200米两项金牌，并且夺
冠成绩均优于大学甲乙组冠军成绩的浙江新锐陈妤颉，她们都经历过上
午在学校上课、下午在少体校训练的成长过程。

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针对体教融合领域多年来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诸多针对性措施。

李辉表示，这三年来体教融合推进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体教
融合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体育界、教育界、社会、家长等各界的高
度认可，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青少年儿童参与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并
且愿意和鼓励孩子在学校、培训机构、社会俱乐部学习体育技能，参与
健身锻炼。二是针对一些体教融合领域的难题顽疾，特别是教育部门和
体育部门之间存在的“赛事壁垒”问题，推出了一系列突破性针对性的
措施，比如举办已经进入第二届的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以及一些区域
性排球和篮球赛事，让体教融合首先在赛事的融合上体现出来。第三是
很多地方，特别是市、县两级职能部门发挥基层首创精神，在体教融合
方面推出了很多创新做法，为进一步整体推进体教融合工作提供了可供
参考借鉴的思路。

代表北京队参加学青会篮球比赛的周子昂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
院的研一新生，在学青会上，他和队友们团结拼搏，最终拿到了校园组
大学男篮冠军。篮球为他拓宽了求学之路，也成为了他人生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打球也是需要智慧的，体育怎么能够帮助自己成长，现在
可以说是一个反哺，就学习怎么能帮助体育去进步。因为篮球场上很多
机会瞬息万变，你要学会去做出判断，做出权衡。我觉得这是我真正能
够从体育当中学到的东西，体育让我们的思维变得更加开阔，更加敏
捷。”周子昂说。

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说：“体教融合的核心还是要回到通过体
育来引导和教育青少年上面，我觉得学青会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我
们不仅关注学生在赛场上的表现，而且关注他们在校学习方面的表现。
所以体教融合的最主要目标就是能够让我们的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
展。”

对于体教融合如何进一步推进的问题，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
俊伟表示，从目前来看，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了一些在体教融合方面做出
成绩的案例，应当及时总结并加以推广。

“体教融合，首先从学理上要梳理清楚，从机制上要探索明白；在
执行层面上，我觉得还是要围绕教育本身去思考问题，应当把体育融入
教育中来；在培养人才方面，体育先行，最终是为了立德树人。”钱俊
伟说。 （新华社南宁11月14日电）

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前三季度全国新设民营企业706.5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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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魏玉坤 韩佳
诺）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国
民经济持续恢复向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市场需
求持续改善，就业物价总体稳定，转型升级扎实
推进。

工业生产有所加快，服务业增势良好。10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比
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39%。全国服
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7.7%，比上月加快0.8个百
分点。

市场销售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扩
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333亿元，同
比增长7.6%，比上月加快2.1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07%。1至10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9%，比
1至9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前10个月，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419409亿元，同比增长2.9%，
比1至9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

货物进出口同比由降转增，贸易结构继续优
化。10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5417亿元，同比增
长0.9%，上月为下降0.7%。1至10月份，货物进出

口总额343199亿元，同比增长0.03%。其中，民营
企业进出口增长6.2%，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3.1%，比上年同期提高3.1个百分点。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稳中有降。
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与上月持平。
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2
个百分点。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下降0.2%，环比下降0.1%。

“总的来看，10月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向
好，主要指标持续改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
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国内需
求仍显不足，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
会上表示，下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宏观调控，着
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防范风险，促进经济实现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0月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向好

近日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患儿人数较多，孩子们
在患病期间往往是高烧加咳嗽，胃口较差，用药治
疗后可能还会出现呕吐等反应，不仅延长了疾病的
恢复时间，甚至还影响了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

家长们除了关注儿童用药之外，“肺炎支原体
感染期间，孩子到底该怎么吃？”也成为了临床营
养科医生近期门诊中最常遇到的问题。

针对家长提出的种种疑问，国家儿童健康与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
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马鸣表示，肺炎支原体感染
患儿的营养不可忽视，选择合适的食物确实可以更
好地帮助疾病恢复。

专家建议，肺炎支原体感染期间儿童饮食需要
把握这五条原则，均适用于急性期和恢复期：一是
保证充足的水分。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如伴有发
热的症状，丢失水分较多，所以肺炎期间尽量多补
充水分以及富含水分的食物，3-6岁患儿每日饮水量
600-800毫升，6-10岁患儿每日饮水量800-1000毫升，
发热情况下可酌情加量，建议温开水少量多次饮用。

二是补充充足的蛋白质。肺炎患儿伴有发热、
咳嗽等症状，能量消耗大，需要及时补充高蛋白质
食物，如乳制品、精瘦肉、鸡蛋、大豆及其制
品等。

三是饮食要清淡。肺炎期间，患儿消化功能减

退，建议尽量采取清淡、易消化的蒸煮等烹饪方
式，避免油腻，少食多餐。可选用半流质饮食，如
易消化的瘦肉粥、面条、馒头、馄饨等。

四是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维生素C可以提
高免疫力，抑制病毒合成，因此推荐摄入富含维生
素C的蔬菜水果。也可以多摄入富含维生素A的食
物，如胡萝卜、菠菜、番茄等，保护呼吸道黏膜，
预防感染。

五是合理补充微量营养素。反复呼吸道感染，
可给予补充维生素A、维生素D和锌等，帮助患儿调
节机体免疫功能，提高防御能力，具体补充剂量建
议咨询医生。

马鸣提到，生病期间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油食
物、刺激性食物、生冷食物。如果孩子出现反复呼
吸道感染，体重下降5%及以上，需要到临床营养
科、饮食咨询门诊、营养不良专病门诊等专科就
诊，给予精准个体化饮食干预，在营养师指导下开
具合理的膳食处方。

（新华社杭州11月14日电 记者黄筱）

肺炎支原体感染期间，

孩子怎么吃才恢复更快？

甘肃敦煌：

雪雪后后大大漠漠景景如如画画

这是11月15日
拍摄的鸣沙山月牙
泉景区雪景。

11月14日晚，
甘肃省敦煌市迎来
入冬以来的首场降
雪。雪后的鸣沙山
月牙泉景区银装素
裹，景色如画，美不
胜收。

新华社发
（张晓亮 摄）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
黄玥）记者14日了解到，全国妇
联即日起启动2023年度全国三八
红旗手社会化推荐报名工作。

2023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社
会化推荐将采取本人自荐、他人
举荐、单位推荐的方式。凡符合
评选条件的优秀女性均可通过社

会化推荐渠道参评全国三八红旗
手，报名不设名额限制。经资格
审查、组织审查、评委会评审、
网络公示等程序后，产生社会化
推荐全国三八红旗手建议人选。

此次社会化推荐报名采取网
上填报的形式，报名时间截止到
2023年12月15日。

全国妇联启动2023年度

全国三八红旗手社会化推荐报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