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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前在手机上下单，到家时商品就送到

了，再也不用为买菜发愁了。”北京市海淀区某

互联网公司员工李晓阳说，以前，由于工作忙，

下班买菜不方便，只能趁周末集中采购把冰箱

塞满。现在，通过手机 APP 下单买菜，半个小

时就能送上门，食材新鲜而且购买方便。“电商

快 速 发 展 ，给 咱 老 百 姓 的 吃 穿 用 带 来 更 多 便

利。”李晓阳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网上

零售额达 1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1%，增速比

上年加快 3.2 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达 10.8 万亿元，首次突破 10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2.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5%，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

23.6%。

“2021 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保持稳步增

长，成为稳增长、保就业、促消费的重要力量，为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了积极贡献。”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高峰说。

90.5%
家居智能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网购市场消费升级

“去年，我在网上购买了全套智能家居设

备 。 网 购 服 务 越 来 越 完 善 ，买 大 件 商 品 也 很

放 心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望 京 街 道 居 民 李 高

伟说。

高 峰 介 绍 ，根 据 商 务 大 数 据 监 测 情 况 ，

2021 年 我 国 网 络 零 售 市 场 消 费 升 级 趋 势 明

显。健康、绿色、高品质商品越来越受到消费

者青睐。

智 能 家 居 、智 能 穿 戴 呈 现 高 速 增 长 态

势 ：家 居 智 能 设 备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90.5%；智

能 腕 表 、智 能 眼 镜 等 智 能 穿 戴 用 品 销 售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6.3% 、26.8% 。 户 外 用 品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30.8% ，帐 篷 、滑 雪 装 备 、冲 浪 潜 水

产 品 销 售 额 增 长 迅 速 。 有 机 蔬 菜 、有 机 奶 、

有 机 食 用 油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127.6% 、24.1%
和 21.8%。

个性化、新品类、环保节能商品走热，也体

现了网购市场的消费升级。京东数据显示，去

年个性化产品成交额增速超过 60%。智能个性

类产品中，智能餐桌的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 10
倍，智能公仔、智能晾衣机等成交额也分别达到

195%和 116%；健康个性类产品中，家用洗地机

成交额同比增长 458%，健康秤的成交额同比增

长也达到了 122%。

30.1%
在线餐饮销售额同比增长

服务业电商创新势头强劲

“通过外卖，我们改变了以前在年轻消费者

心目中的刻板印象，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徐记海

鲜首席执行官徐丹说。2020年，徐记海鲜顺应消

费趋势，上线外卖服务。去年，徐记海鲜全国 45
家门店的外卖营收达 1.2亿元，同比增长超 27%。

高峰说，去年，我国服务业电商创新发展势

头强劲。电商模式创新推动教育、医疗等优质

服务资源普惠化，在线购买职业培训服务持续

增长。在线餐饮整体增速加快，销售额同比增

长 30.1%，增速比上年提高 27.9 个百分点。

从服务业电商发布的数据来看，去年，小份

菜、周边游、拓展课等商品订单出现明显上涨。

美团数据显示，2021 年，外卖销售小份菜的商

家 同 比 增 长 43.92% ，相 关 菜 品 销 量 增 速 达

45.91%。美团门票数据显示，今年春节，自然景

观、滑雪场馆、人文古迹类景区等预订火热。

针对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服务业电商

企业也在不断优化服务。为满足人们夜间购药

的需求，美团买药联合全国药店药企推出扶持

24 小时药店的民生服务计划，使得全国 24 小时

药店数量从 2000 家增至 8000 家，新增夜间买药

用户近 4000 万。

2.05 万亿元
2021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

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

“搭上电商的快车，我们的苹果直连消费者，

不仅卖得更多，还卖得更快。”山西运城鹏凯果业

负责人周杰说。去年 10月，新鲜的红富士在各大

电商平台上受到消费者青睐，鹏凯果业及合作社

实现电商销售额超过 1.2亿元，同比翻番。

高峰介绍，农村电商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05万亿元，比上

年增长 11.3%，增速加快 2.4个百分点。全国农产

品网络零售额达 4221亿元，同比增长 2.8%。“数商

兴农”深入推进，农村电商“新基建”不断完善。

在完善农产品供应链、推动农产品上行等

方面，各电商平台积极作为，发挥作用。2020 年

10 月以来，京东已在全国对接 1000 多个农特产

地及产业带，直连超过 500 个大型优质蔬菜基

地，共建 70 多个现代化、标准化、智能化农场；开

设助农馆和特产馆超过 700 个，帮助偏远地区和

欠发达地区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拓展销路。

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1%

网络零售市场 释放消费潜力
本报记者 王 珂

■大数据观察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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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丁怡婷）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十

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

到 2025 年，新型储能由商业化

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具

备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条件。其

中，电化学储能技术性能进一

步提升，系统成本降低 30%以

上。到 2030 年，新型储能全面

市场化发展。

新型储能和抽水蓄能是支

撑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和

基础装备，可以通俗理解为“充

电宝”，用电低谷时充电、高峰

时放电，既能平滑不稳定的光

伏电和风电，提高可再生能源

占比，也能配合常规火电、核电

等电源，为电力系统运行提供

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提高电

力系统的灵活性。

“十三五”以来，我国新型储

能实现由研发示范向商业化初

期 过 渡 ，实 现 了 实 质 性 进 步 。

2021 年底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超

过 400 万千瓦。国家能源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随着电力系统

对调节能力需求提升、新能源

开发消纳规模不断加大，尤其

是在沙漠戈壁荒漠大型风电光

伏 基 地 项 目 集 中 建 设 的 背 景

下，新型储能建设周期短、选址

简单灵活、调节能力强，与新能

源开发消纳的匹配性更好，优

势逐渐凸显，加快推进先进储

能技术规模化应用势在必行。

《实 施 方 案》聚 焦 六 大 方

向，包括注重系统性谋划储能

技术创新、强化示范引领带动产业发展、以规模化发展支

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强调以体制机制促进市场化发展、

着力健全新型储能管理体系、推进国际合作提升竞争优

势等，明确了“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的重点任务。

针对社会关注的新型储能安全问题，《实施方案》提

出，建立健全新型储能技术标准、管理、监测、评估体系，

保障新型储能项目建设运行的全过程安全。成本方面，

通过加大“新能源+储能”支持力度、完善电网侧储能价

格疏导机制、完善鼓励用户侧储能发展的价格机制等，合

理疏导新型储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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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曲哲涵）为督促指导

各 地 切 实 用 好 管 好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金，财政部日前印发《关

于 加 强 中 央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使 用 管

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进一步细化

衔接资金政策。

《指导意见》明确，过渡

期 继 续 通 过 原 有 资 金 渠 道

巩固“三保障”成果；贯彻落

实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动

脱 贫 地 区 更 多 依 靠 发 展 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

要 求 ，督 促 指 导 各 地 围 绕

“ 三 聚 焦 ”用 好 管 好 衔 接 资

金，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和脱

贫群众增收效果。

一是聚焦重点地区，加

大 对 国 家 乡 村 振 兴 重 点 帮

扶 县（以 下 简 称 重 点 帮 扶

县）的 倾 斜 支 持 。 过 渡 期

内，中央财政坚持将重点帮

扶 县 作 为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成果的重中之重，在测算

分 配 衔 接 资 金 时 单 独 考 虑

该因素，予以倾斜支持。在

此基础上，《指导意见》进一步督促相关省份将

重点帮扶县摆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突出

位置，在分配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资金时，确保

中央有关倾斜支持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二是聚焦重点任务，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

农产业发展。《指导意见》要求各地逐年稳步提

高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重，并明确

了支持的重点内容、关键环节和扶持方式。要

求衔接资金优先保障到人到户项目的资金需

求，重点支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脱贫户发展生

产增收，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完善产业项目

利益联结机制，确保群众充分受益。

三是聚焦重点环节，强化项目实施和资金

使用管理。《指导意见》在总结有效做法的基础

上，要求各地建立健全项目库，严把项目入库质

量，夯实项目施工准备，加快前期工作进度，确

保项目有序推进。同时，要求各地加快资金下

达，落实资金绩效管理要求，加强跟踪督促，及

时发现问题和改进工作，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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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冰雪消融，春意渐浓。天山南北的

牧民们正赶着牛羊，跋山涉水，从冬牧场转场

到夏牧场。为确保转场顺利，新疆出入境边

防检查总站各支队组织民警深入牧区，守护

牧民安全转场。

在帕米尔高原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边境管理支队民警深入边境一线，为牧民提

供全程服务，帮助牧民转场到高海拔牧区。

在东天山脚下，哈密边境管理支队的民

警忙着赶往辖区偏远牧业点，了解牧民转场

途中的实际需求。对有需要的牧民，民警还

积极协调车辆帮助牧民拉运大件生活物资。

在阿尔泰山南麓，阿勒泰边境管理支队

抽调民警成立了“护牧分队”。民警们认真勘

察路线，随时关注天气变化，维护秩序，提醒

过往牧民注意容易出现野生动物的危险地

域。去年秋季，“护牧分队”协助牧民实现了

30 万只牲畜平安转场。

“我们在牧场时，他们也为我们提供了很

多帮助。”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喀拉玛盖镇开勒

铁开村牧民阿尔哈尔·奴热力汗说，他经常看

到民警们挨家挨户给家中堆放草料的牧民宣

传 防 火 知 识 ，还 帮 着 牧 民 联 系 买 家 销 售 牛

羊。遇上大雪封路，牧民们需要紧急就医时，

民警们也会第一时间开着雪地摩托赶来。

“有他们在，我们感到很安心！”阿尔哈尔

说出了当地牧民的心声。

上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吾县

乃楞格尔草原，哈密边境管理支队前山边境

派出所“马背服务队”的民警为转场牧民开展

巡逻服务。 蔡增乐摄（影像中国）

新疆民警守护牧民安全转场——

牧道之上 鱼水情深
本报记者 阿尔达克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家统计局 制图：张丹峰

（上接第一版）

智能化控制，离不开对风、光功率的预报。“新能源功率

预测，是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促进新能源高效消

纳的重要技术手段。”国网甘肃电科院可靠性管理专业首席

专家郑伟说，根据预测结果，进行全网电力平衡、优化机组

启停计划，为新能源发电预留消纳空间，提升消纳水平。

44 座实时测风塔、18 座自动气象测光站、10 座雾霾

沙尘监测仪……近年来，甘肃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风光

联合资源监测网络，“河西地区所有风电厂、光伏电站的

资源数据，均可实时监测。”郑伟说，为提升风光功率预测

精度，还开展光伏分钟级超短期预测等技术攻关，“2021
年初测算全年新能源发电量 432 亿千瓦时，实际完成 438
亿千瓦时，准确率近 99%。”

与此同时，为新能源开发配套的抽水蓄能、化学储能、

火电配套等调峰电源也正在建设中。“玉门昌马抽水蓄能

电站列入了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规划，世界单体容量最大

的电化学储能电站，已在甘肃建成投产。”杨春祥介绍，“通

过储能与新能源电厂组合成虚拟电厂，参与调峰，可进一

步提升电网系统调峰能力，让新能源更加稳定可靠。”

产业配套
让风、光资源更风光

武威一座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内，一套自主研发、长

达 80余米的风机叶片，正装车运往 200多公里外的张掖。

“这套叶片，发电功率从最初的 2 兆瓦，提升到了 6 兆

瓦。”甘肃重通成飞新材料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韩旭

东说，对发电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发电量提高，成本降

低。“目前武威生产的风机叶片已销往多个省份，2021 年

完成订单 1200 套，产值 7.5 亿元。”

企业受益，群众增收。“风机叶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

业，一套叶片，需要 200 多人密切协作才能做成。”韩旭东

说，他们带动附近村镇 900 多人就业，培训 3 个月，就能上

手操作，平均每人每月工资 4500 元。

武威市凉州区丰乐镇寨子村村民李玉梅，2015 年进

入公司务工，从事叶片生产的第一道工序。“活不重，培训

之后就能上手。现在每月到手 5000 多元，只要技术好，

工资还能更高。”

“村里去年光伏发电收入 10 多万元。”金昌市永昌县

六坝镇红光新村村委会副主任王守旭说，这些收入，一部

分用作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及维护，一部分用于支付公益

性岗位工资。永昌县去年 8 月被列为甘肃省分布式光伏

整县推进试点县，计划装机容量达 27 万千瓦，受益农户

每年预计增收 1000 元。

甘肃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将把壮大清洁能源产

业作为工作重点，加快建设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使新

能源产业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牵引和支柱。

本报上海 3 月 21 日电 （记者田泓）3 月 21 日，第五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参展商名单正式公布。本次

公布的参展单位包括 182 家参展企业和 8 个国家（地区）

展团，均为今年 1 月底前签约且参展面积较大的展商。

第五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将于今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举行，继续设置食品及农产品、汽车、技术装备、消费

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六大展区。同时，坚

持“综合展，专业办”，不断优化细分专区设置，首次设立

农作物种业、人工智能等专区。参展企业报名踊跃，目前

招展进度快于历年同期水平。

首设农作物种业、人工智能等专区

第五届进博会招展进度快于历年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