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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本报讯（记者 鲁 超）1月 30日，记者
从市人社局社保中心获悉，自 1月 1日起，
梁园区、睢阳区、示范区及永城市的失业保
险金基本标准统一调整为每月 1680元，虞
城县、夏邑县、宁陵县、柘城县、民权县、睢
县的失业保险金基本标准统一调整为每月
1800元。

据市社会保险中心失业保险经办机
构负责人王国民介绍，根据河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文件规定，全
省各地失业保险金基本标准按照各省辖
市市区、济源示范区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80%确定。今年，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调
整后，全省失业保险金基本标准统一调
整为每月1680元。

其中，脱贫县失业保险金标准原则上
为所在省辖市市区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90%，按照行政区域类别，低于所属行政区
域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失业保险金标准调
整为每月 1890元，高于所属行政区域月最
低工资标准的，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为每
月 1800元。纳入省直统筹的失业保险参
保单位失业保险金标准，参照郑州市市区
标准执行。

1月初，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
调整河南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提出，
综合考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业状
况、物价指数、职工平均工资等因素，省
政府决定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
后，一类行政区域月最低工资标准 2100
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20.6元；二类行政
区域月最低工资标准 2000元，小时最低
工资标准19.6元；三类行政区域月最低工
资标准 18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17.6
元。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自2024年1月
1日起施行。商丘市区和永城市，此前均
为二类行政区，我市其余县则为三类行政区。而自 1月 1日
起，结合行政区划调整及各地经济发展等因素，商丘市区由二
类行政区调整为一类行政区，永城市及民权县、虞城县、睢
县、夏邑县、宁陵县、柘城县则保持原有的二类行政区及三类
行政区。

2023年，根据我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梁园区、睢阳
区、示范区及永城市的失业保险金基本标准为每月 1440元，
虞城县、夏邑县、宁陵县、柘城县、民权县、睢县的失业保险金
基本标准为每月 1620元。今年 1月 1日起，我市失业保险金基
本标准统一调整后，梁园区、睢阳区、示范区及永城市的失业保
险金基本标准每月上调 240元，虞城县、夏邑县、宁陵县、柘城
县、民权县、睢县的失业保险金基本标准每月上调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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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0 日，农历腊月二十，春节脚步渐
近，我市街头巷尾弥漫着浓浓年味。

无论是在农贸市场，还是各大超市，都进
入了备年货的繁忙节点。商家精心准备各式
各样的年货产品，市民则忙着选购心仪的年
货，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批发市场：储备充足，交易渐热

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内，一派繁忙
景象。各种蔬菜、水果、肉食品等产品琳琅满
目，储备充足。前来交易的批发商及购买年
货的市民络绎不绝。

“按照惯例，广大市民储备年货及农副产
品的交易高峰期在农历腊月二十以后。”商丘
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副总经理刘团伟告诉记
者，进入腊月，市场的交易额逐步上升，并将
在腊月二十之后进入交易高峰期。随着市民
开始储备年货，市场内的蔬菜、水果及米面粮
油的交易量将逐步上升。

刘团伟表示，每年春节前都是水果及蔬
菜的销售旺季。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市场及
众多商户提前筹备，并积极进行储备。“天气
预报信息比较早，启动相应的预案也很及
时。一些水果和蔬菜的主要产地为广西或海
南，目前市场内储备十分充足，即使春节前运
输途经地出现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也完全
可以满足广大市民的需求。”

正在市场内购买年货的市民刘先生说，
市场内各种肉食品及蔬菜、水果供应充足，价
格也相对稳定。家庭成员比较多，提前来买
肉和菜，方便过年的时候聚餐。

市内商超：年货上架，饰品热销

在神火大道旁的一家超市内，前来购物
的市民明显比平时增多。家住附近的陈先生

说，超市的年货相关产品已经上架，他打算购
买一些用来走亲访友。

“商丘市区的习俗是在春节前走亲访
友。还有一个多星期就要过年了，打算趁着
还没有下雪，买点礼品走亲戚。”陈先生说。
记者发现，针对类似的需求，超市内推出了不
少的相关商品，价格比较实惠。

除了传统的食品类商品以外，在该超市
内，对联、中国结、灯笼等装饰品也被摆放在
了显眼位置。一位超市工作人员称，春节临
近，许多市民都会购买喜庆的装饰品。为此，
超市特意开设了春节元素装饰品专区，受到
了许多顾客关注。

记者了解到，眼下，许多市民纷纷开始购
买牛肉、香肠等食品，作为年货进行储备。多
位市民表示，春节假期，会有不少亲友互相走
动，在家里聚餐时，离不开肉类熟食。“提前备
上，避免到时候还要临时出门购买。”一位正
在选购牛肉的市民说。

网上团购：消费新点，居民拼团

信息化时代，网络无处不在。记者了解
到，我市相继启动了2024年消费帮扶年货节
活动及网上年货节等活动。除了传统年货现
场展销的销售方式，网上购买年货也受到许
多市民的喜爱。

记者在梁园区港汇万达商场内看到，年
货节销售现场摆放着许多我市本地及省内的
土特产。这些具有本土元素与气息的商品，
吸引了不少市民的关注。

此外，一些社区团购群也成为备年货的
新渠道。居民通过微信群等社交平台自发组
织团购，享受实惠的价格和便捷的服务。团
购的商品种类丰富多样，从特色小吃、地方
特产到生活用品，满足了居民的不同需求。
一位社区团长直言：“团购不仅方便了大
家，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本地商家的优
质产品。”

春节将至，随着我市大街小巷的年味越
来越浓厚，年货市场也渐渐“旺”起来。

年味渐浓，年货市场“旺”起来
本报融媒体记者 鲁 超

本报讯（记者 鲁 超） 1月30日，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商
丘市税务局获悉，2023 年度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汇算进行
中，记得在3月31日前办理。此外，个体工商户应注意相关税
收优惠政策。

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六税两费”。自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对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资源税（不含水资
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个体工商户已依法享受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等其他优惠政策的，可叠加享受此项优惠政策。

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200万元部分减半征收
个人所得税政策。2023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对个
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2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
人所得税。个体工商户在享受现行其他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
基础上，可叠加享受本条优惠政策。

重点群体创业税费减免政策。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
12月31日，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持《就业创业
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
收政策”）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
策”）的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年（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2万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
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个人所得税。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 20%，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限额
标准。

我市个税经营所得汇算正在进行
个体工商户应注意相关优惠政策

你有多久没有打开家里的电视机
了？为了解我市城乡居民电视开机现
状，河南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商丘
分队近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城乡居民
电视开机状况问卷调研，调研结果显
示：居民电视开机率不足三成。

进入 21 世纪，液晶电视机问世
并迅速普及，电视机曾经是每个家
庭重要的耐用消费品之一。随着经
济的快速发展，电子信息技术的突
飞猛进，人们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时至今日，电视机在现代
家庭中“落伍”了吗？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智能手机的问世，电视机在现
代家庭中开始有了暮年的感觉。受访
者打开电视机的频率正在逐渐减少，
调查结果显示，我市经常观看电视者
不足三成：经常看的（每天开机 1小时
以上） 占 26.3%，偶尔看的 （每周开机
1—3次）占 38.1%，逢年过节看的（如
春 节 期 间 看 春 节 联 欢 晚 会 等） 占

14.7%，不看的占 20.9%。认为电视机
对家庭生活不重要的占 64.9%，认为电
视机对家庭生活重要的仅占 35.2%。

如今，全家人围在一起看电视的
场面已很少出现，人们越来越不喜欢
看电视，就算是逢年过节，大部分人
也都是拿着手机刷视频、打游戏，电
视机作为固定娱乐设备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调查结果显示，除了电视
机不能随时随地移动外，造成受访者
不愿意打开电视机的主要原因有：电
视会员收费价格高占 56.5%、广告无处
不在占 56.3%、使用手机 （电脑等） 智
能设备更加方便占 43.5%、套娃式收费

严重占 43.4%。很多影视剧受会员制的
限制，有些影视剧即使办了会员也要
二次收费，免费的影视剧均有广告，
广告需要几十秒甚至更长的时间，只
有办了会员才能跳过广告，收费高、
广告多已成为影响电视开机率的重要
原因。

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的增长，电
视机已不算昂贵的家庭耐用品，并且
现在的电视机屏幕越来越大，画质越
来越清晰，能收到的节目也越来越
多。调查结果显示，在看电视的受访
者中，57.0%的受访者打开电视机是为
了观看电视剧或电影、53.7%是为了获

取新闻信息；41.1%是为了观看综艺和
娱乐；30.82%是为了学习和教育。

电视机曾经给我们带来了知识
和欢乐，帮助我们足不出户清晰、
快捷地了解世界，电视带来的视野
和体验是其他移动设备所不能取代
的。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观看电
视的期盼前四项依次是：减少或取
消 收 费 环 节 占 68.3% ； 简 化 开 机 流
程，适合老年人操作占 59.7%；提高
电 视 节 目 质 量 ， 增 加 精 品 内 容 占
54.7%；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或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占 51.5%。

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对于电视
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电视要
保持活力，长久发展，归根结底要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
求，开拓新的应用场景和市场，减少
广告干扰，简化操作流程，加强内容
创新与合作，提供更丰富、优质的节
目资源，以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重
新焕发电视行业新的生机。

省地方经济调查队商丘分队调查显示：

我市居民电视开机率不足三成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凌伟

▶1 月 30 日，工人在生产
车间忙碌着。虞城县啤匠科技
总投资6.6亿元，是国内首家将
精酿啤酒酿造设备生产、原料
配送、运营管理融为一体的全
产业链项目，年销售收入达21
亿元。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1月30日，工作人员在疫苗实验室忙碌着。柘城县美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兽用疫苗科技型公司，拥有创新平
台10个，与国内知名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先后承担多项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并实现了产业化推广应用。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记者 韩佳诺 魏玉坤）国家统计
局 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
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9515亿元，比上年增长8.2%。

统计数据显示，文化服务业支撑作用稳步增强，文娱休闲
行业快速恢复。2023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67739亿
元，比上年增长14.1%，增速明显快于全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整体水平；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
比重为 52.3%，占比高于上年 2.7个百分点；对全部规模以上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85.4%。

新动能不断释放，文化新业态行业带动效应明显。2023
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52395亿元，比上年增长 15.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7.1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
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70.9%。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张鹏表示，2023年，各
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健
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积极推进文化企业发展持
续回升向好，文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增强，文娱休闲行业快速
恢复，文化新业态行业带动效应明显，文化企业经营效益持
续提升。

去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增长8.2%

▲市民正在购买干
果炒货。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超市员工将新年
饰品摆放在显眼位置。

本报融媒体记者
鲁 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