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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雪苹）昨日，
记者从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获悉，根据《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
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
通知》和《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相关规定，该中心发布
2024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和缴存比例调整有关事项通
知。明确了郑州住房公积金缴
存时间、缴存比例和缴存基数、
办理程序及调整的相关规定。

按照通知要求，2024年度住
房公积金缴存时间为2024年7月
1日至2025年6月30日。郑州住
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单位和职工
个人各5%~12%。缴存单位可在
5%~12%的缴存比例区间内，自
主确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住
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较上一年度降
低的单位,应当经单位职工代表
大会或者工会表决通过。

对于缴存单位基数的确定，
依据郑州市统计部门公布的
2023年度全市非私营单位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为105620元，按照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原则上不
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
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倍的意见，
确定 2024年度住房公积金月缴
存基数上限为 26406元，住房公
积金月缴存额上限为 6338 元。
按照郑州市 2024年度最低工资
标准为2100元，确定住房公积金
月缴存基数下限为2100元，住房
公积金月缴存额下限为210元。

此外，灵活就业人员自主缴
存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月
缴存基数乘以缴存比例。月缴
存基数上限为郑州市统计部门
公布的本地城镇私营企业上年
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额的 3
倍，下限为月平均工资的 60%。
根据郑州市统计部门公布的
2023年度全市城镇私有企业职
工平均工资为 57726元，确定住
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为 2886
元，下限为578元。

据了解，该中心已开通公积
金网厅，群众可选择网上自主办
理和线下网点办理两种方式。

另外，2024年度基数调整的
相关规定明确了住房公积金缴
存基数每年调整一次，调整时间
为2024年7月1日至7月31日。

而缴存职工人数是指国家
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
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
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工作，
并由单位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
包括聘用制、合同制、进城务工
人员和人才代理人员。

各缴存单位职工的缴存基
数和缴存比例经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审核确定后，在该缴存年
度内不得变更，如有变动须在次
年基数调整时办理。同一单位
职工的缴存比例应当一致，单位
缴存比例和职工缴存比例应当
一致。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市统计局和
国家统计局郑州调查队昨日发布 1~5
月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今年以来，全市
上下落实落细各项政策举措，经济运行
延续稳中向好、趋优向新发展态势。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5月，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
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发挥显著。全市
规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9%，拉
动规上工业增长 12.1个百分点。主导
产业快速增长。全市规上工业六大主
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9%。新动
能产业发展较好。全市规上工业高新
技术产业、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9%、15.2%、
11.5%，分别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11.6个、4.6个、5.1个百分点。新
能源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市新能
源汽车、充电桩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72.8%、56.8%，太阳能电池产量达到
6685千瓦；规上工业节能环保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0.6%。5月当月，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

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1~5月，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4%。基
础设施投资高速增长。全市基础设
施投资增长 28.4%，拉动全市投资增
长 4.2 个百分点。重大项目投资稳步

推进。全市亿元及以上项目（不含房
地产开发）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4.3%，
拉动全市投资增长 2.1 个百分点。工
业投资降幅收窄。全市工业投资同
比下降 6.6%，降幅比 1~4月收窄 3.4个
百分点。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1~5月，全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19.8亿元，同比
增长4.3%。全市限额以上单位的21类
商品中，超六成商品零售额实现增长。
纵观整个消费市场，部分升级类消费增
长较快。乡村消费增速高于城镇。网
络消费增势良好。全市限额以上单位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155.9

亿元，同比增长 8.6%。5月当月，全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87.8亿元，同比
增长 4.1%。消费价格降幅收窄。1~5
月，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
下降 0.2%，降幅持续收窄，分别比一季
度和1~4月收窄0.3个、0.1个百分点。

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总的
来看，随着各项政策落地生效，5月份全
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态势持续巩
固。但也要看到，当前经济发展仍面临
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等诸多挑战，下一阶段仍要积极落实各
项政策措施，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前5个月全市经济运行
延续稳中向好趋优向新发展态势

说郑州数数

郑州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比例

非私营单位职工月缴存额
上限为6338元
下限为210元

本报讯（记者 黄栖悦 文/图）
古着，源于日语词汇，意为“旧衣
服”，在现代时尚文化中，它特指
那些真正具有年代感且已不再
生产的服装、配饰等。

近年来，郑州的古着店纷纷
涌现，这股趋势反映了城市文化
消费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的
快速增长。随着年轻一代消费
者对独特性和可持续时尚的关
注增加，古着作为一种既环保又
能彰显个性的穿着方式，受到了
广泛的欢迎。

6月25日下午，记者踏入郑
州早期知名的古着店之一——
中古商行—有毒废弃物，立刻被
一股独特而迷人的氛围所包围。

这家店名虽带有些许戏谑
意味，但实际上是一家专注于收
集和贩卖复古服饰及饰品的店
铺，其内部装饰与店名形成了鲜
明对比，充满了个性与复古的和
谐共生。

店内的设计巧妙地融合了
复古美学，昏黄的灯光透过复古
的灯罩洒下，照在精心陈列的衣
物和配件上，使得每一件古着商
品都散发出独有的光芒，仿佛带
有时间的温度。架子上挂满了
从世界各地搜集而来的古董衣
物，从华丽的大牌皮大衣到拥有
岁月痕迹的牛仔裤，每一件都经
过店主的精心挑选，保留了其时
代的特征与魅力。

店主 Siri告诉记者，她开设
古着店的初衷源自对个性表达
的渴望，旨在为城市中寻求独特
风格的人群提供一个时尚与复
古并蓄的购物空间。这家店不
仅仅是一个买卖衣物的地方，它
更像是一片拒绝平庸、鼓励自我
表达的时尚绿洲。

店内顾客群体的广泛性令
人印象深刻，从 05 后的初高中
生到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跨越了
多个年龄段，这显示了古着文化
的普遍吸引力。

部分消费者和媒体对于古
着存在质疑态度。因为国内古
着市场起步较晚，具体法律法规
与行业标准尚不完善，导致市场
监管难度大，一些牟利的商家利
用监管不力、古着市场信息不对
称等漏洞，将来源不明、未经过严
格消毒处理的“洋垃圾”流入古着
市场，这类商品不仅质量无法保
证，还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
潜在的威胁。假冒伪劣商品趁虚
而入，影响了整个市场的健康发
展。此外，国内消费者对于古着
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度还在建设，
容易引发误解与负面观感。

对于古着市场的负面评价，
Siri表示一些人接受不了二手衣
物对古着服饰持反对的态度是
正常的。她希望未来的国内古
着市场有一个健全的供应链管
理制度，让市场环境变得更好。

郑州街头出现多家古着服饰店
为绿城商圈注入新消费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