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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记者 21日从中央
网信办获悉，为营造未成年人良
好上网环境，有效解决网络生态
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
动“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
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解决 7类网
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
问题。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7类突出问题包括：直播、短视
频平台涉未成年人问题；未成年
人在线教育平台问题；儿童不良
动漫动画作品问题；论坛社区、群
圈等环节危害未成年人问题；网
络“饭圈”乱象问题；不良社交行
为和不良文化问题；以及防沉迷
系统和“青少年模式”效能发挥不
足问题。

其中，针对直播、短视频平台
涉未成年人问题，严禁 16岁以下
未成年人出镜直播，严肃查处炒
作“网红儿童”行为，禁止诱导未
成年人打赏行为，防止炫富拜金、
奢靡享乐、卖惨“审丑”等现象对
未成年人形成不良导向。坚决清
理散布暴力血腥、暗黑恐怖、教唆

犯罪等内容的“邪典”视频。此
外，还将深入整治诱导未成年人
应援集资、高额消费、投票打榜、
互撕谩骂、拉踩引战、刷量控评等
“饭圈”乱象行为。

记者了解到，近期，针对快
手、腾讯QQ、淘宝、新浪微博、小
红书等平台传播儿童软色情表情
包、利用未成年人性暗示短视频
引流等问题，网信部门依法约谈
平台负责人，责令限期整改，全面
清理处置相关违法违规信息和账
号，并对平台实施罚款处罚。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
出，专项行动期间，将进一步加
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处罚
力度，对于侵害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问题保持“零容忍”态
度，坚持露头就打、从严从重，
大力整治网上危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问题乱象。各网站平台
要积极履行主体责任，主动发
声、深入自查、堵塞漏洞，确保
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切实为未
成年人营造文明、健康、向上的
网络环境。

中央网信办专项行动
整治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

聚焦解决“饭圈”等
7类突出问题

多部门制定行动计划支撑三孩生育政策实施

完善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机制
新华社电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

长吕玉刚21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有效支撑
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为重要目标，研究
制定、部署实施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
计划，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水平。

“到 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已达到 85.2％，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达到 84.7％。”吕玉刚说，计划到
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
到90％以上，并进一步提高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率；同时，进一步扩充普惠
性学前教育资源，充分考虑出生人口
的变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县（区）为单
位，科学布局普惠性幼儿园，并大力
发展公办园，完善小区配套幼儿园建
设管理机制。

“这两年来，我们在小区配套幼
儿园的治理上下了很大气力，回收了
2万多所幼儿园，增加了 416万个学
位。”吕玉刚表示，教育部将进一步完
善这项工作，同时积极支持民办园提
供普惠性服务，健全城乡学前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

为减轻生育难题背后的教育负

担，20日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的决定》提出系列措施。除了推进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持续提升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以外，全面开展
课后文体活动、社会实践项目和托管
服务，推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
衔接，也是降低教育成本着力的重点。

吕玉刚介绍，截至 2021年 5月
底，全国共有10.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
开展了课后服务，有6500万名学生参
加。近期教育部再作部署，要求“一
校一案”制定课后服务的具体实施方
案，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
育学校全覆盖，并努力做到有需要的
学生全覆盖。此外，教育部要求推行
课后服务“5＋2”模式，即学校每周 5
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
2小时；对有特殊需要的孩子，鼓励学
校提供延时托管服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
展司司长欧晓理表示，下一步，国家
发展改革委将和有关部门一起研究
制定决定的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各
项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确保决定各项
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经济运行稳定恢复稳中向好

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今
年上半年，我市积极扩投资、促消
费、稳工业，经济运行稳定恢复、稳
中向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两年平
均增速整体加快，全市经济整体呈
现稳中提质、稳中加固态势。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71.6亿元，同比增长6.4%，低于全国、
全省均为 1.4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
长1%，低于全国、全省3.3个、1个百
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2486.1亿元，
同比增长 12.5%，低于全国 2.3个百
分点、高于全省4.4个百分点；两年平
均增长6.2%，分别高于全国、全省0.1
个、2.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3757.2亿元，同比增长12.6%，高于全
国、全省0.8个、0.2个百分点；两年平

均增长 5.8%，高于全国 0.9个百分
点、低于全省0.2个百分点。

工业运行态势良好

上半年，全市工业运行呈现良
好态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9.8%，分别高于全国、全
省 3.9个、9.3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
长9.5%，分别高于全国、全省2.5个、
4.1个百分点。

其中，6月当月，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9%，分别高
于全国、全省3.6个、6.3个百分点；两
年平均增长9.5%，分别高于全国、全
省3个、4个百分点。

从主导产业看，六大主导产业
增加值增长23.8%，高于规模以上工
业增速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信息
工业、生物及医药产业均实现超过

40%以上的高速增长。从产品产量
看，智能电视、工业机器人、新能源
汽车等新兴产业产品产量分别同比
增长2.6倍、25.8%、70.3%。
固定资产投资逐渐回暖

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10.1%，高于全省2.3个、低于
全国 2.5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6.6%，分别高于全国、全省2.2个、1.4
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
下降 2.7%，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8.6%，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9%；
分领域看，民间投资增长5.9%，基础
设施投资增长28.6%，工业投资增长
18%，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1.2%。
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1450万平方
米，增长11.2%。
消费品市场逐步改善

上半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2707.1 亿元，同比增长
17.3%，高于全省 0.2个百分点、低于
全国 5.7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8%，分别低于全国、全省2.6个、0.1

个百分点。其中，第二季度同比增
长 7.8%，两年平均增长 10.3%，分别
高于全国、全省5.7个、4.7个百分点。

从经营所在地看，城镇消费品
零售额 2473.8亿元，增长 17.6%；乡
村消费品零售额 233.3亿元，增长
15%。分行业看，批发业增长 5.2%，
零售业增长 19.1%，住宿业增长
41.3%，餐饮业增长 17.1%。居民消
费价格温和上涨，上半年全市居民
消费价格上涨0.6%。
民生支出保障有力

上半年，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
算 收 入 731.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91.6亿
元，同比下降 4.3%。社会事业和民
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其中，节能
环保支出增长44.1%，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增长 11.1%，教育支出增长
22.7%。

全市金融存贷款平稳运行。上
半年，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
额 26495.4亿元，比年初增长 6%；金
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30458.2亿
元，比年初增长7.1%。

上半年郑州经济增长12.5%
GDP达到6314.9亿元 两年平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侯爱敏）市统计局昨日发布上半年全市经济
运行分析。上半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6314.9亿元，同比增长
12.5%，高于全省2.3个百分点，低于全国0.2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6%，高于全国、全省0.7个、1.2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