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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手术治疗颈肩腰腿痛

6村民组团找“女神医生”
上周，梁溪区东北塘一个村上的6

名颈肩腰腿痛村民在易可中医院“谭
氏筋伤中心”合影留念，他们感叹中心
的王杰主任不仅人美，医术也高。

“以前腰痛得连路都走不远，现在
能下地割油菜了！”吴老伯介绍，半年
前他因为患有腰椎病，腰弯不下去、使
不上劲，干不了活，连走路也走不了
200米就疼痛不已。听说这种病要手
术治疗，今年才刚满64岁的他非常担
心：万一手术留下后遗症，以后几十年
怎么生活？当听说易可有无需手术专
门治疗腰椎病的中心后，就找到了王

杰主任。
采用中心“三阶段不手术特色治

筋方案”后，如今，吴老伯不仅走路、干
活没问题，连“易筋经”的打躬势都能
跟着练。喜出望外的他陆续带着老
伴、邻居等其他颈肩腰腿痛患者组团
来看病。

王主任介绍，虽然他们几个人患
有腰椎病、颈椎病、膝关节病等不同的
病种，但多是因为长期干农活、做家务
导致筋（肌肉、筋膜、韧带等）受到损伤
才出现了临床症状，这种情况通过治
筋后，九成患者无需手术。 （江南）

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PMI）为49.2％，比上月下降
2.7个百分点。

“究其原因，既有前几个月恢复发展
所形成的基数效应，也反映出市场需求
仍有不足、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有待进一
步提升等问题。”孟玮说，同时也要看到，
制造业PMI分项数据依然有不少亮点。

从市场预期看，生产经营活动预期
指数为54.7％，继续处于较高水平，反映
出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信心保持稳定。
从具体行业看，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及酒
饮料精制茶、通用设备、专用设备、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

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均位于60％
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反映这些行业发
展预期向好。

孟玮介绍，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在稳定和扩大制造业投资方面持续发
力，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继续
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扩大
工业和技术改造投资，推动企业技术改
造和设备更新。此外，将加快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
业深度融合，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
造业融合发展，持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 （据新华社）

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
占比提升，体现在数据上，就是
4月份消费增速大幅提升。

国家统计局5月16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4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34910亿元，同比增
长18.4%，比上月加快7.8个百
分点。

对于消费增速大幅反弹的
原因，徐洪才分析，随着疫情影
响消退，4月份消费延续了一季
度消费恢复性的势头，再加上去
年4月份消费基数比较低，基数
效应的影响，造成了消费增速的
大幅抬升。

今年以来，消费整体上恢
复向好，特别是前期受到压抑
的服务性消费需求快速释放。
随着居民外出购物、就餐、旅
游、观影活动增加，相关消费明
显扩大。4 月份，餐饮收入
3751亿元，增长43.8%；营业性
客运量成倍增长，电影票房也
大幅增加。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
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
表示，随着消费场景有序恢复，
居民消费倾向逐步提升，尤其服
务性消费明显改善，市场销售持
续扩大。今年以来假期期间，旅
游出行、外出购物、住宿餐饮等
消费非常火爆，“五一”假期期间
的旅游人数、旅游收入按可比口
径相比，已经超过了2019年同
期水平。

居民买黄金的热情也充分
体现在数据上。数据显示，4月

份，限额以上金银珠宝类商品零
售额大幅增长44.7%。

从楼市来看，1-4月份，全
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0.4%，降幅比1-3月份收窄1.4
个百分点。销售额增长8.8%，
增速比1-3月份加快4.7个百分
点。

从车市来看，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
份，乘用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177.8万辆和181.1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78.5%和87.7%。

付凌晖认为，近期，文旅消
费、网红特色消费、直播带货消
费热度比较高，成为消费回升向
好的新亮点。当前，消费恢复仍
是初步，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消
费意愿增强还有空间。随着经
济好转、就业增加、消费环境改
善，我国消费增长动力有望继续
增强。

徐洪才分析，4月份中国经
济延续了一季度恢复向好的态
势，三重压力有所缓解，但带动
消费增长的主要还是日常消费、
服务业消费等，大宗商品消费开
始启动但还有待观察，企业资产
负债表、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还需要时间。

董希淼指出，住户贷款在3
月单月增加1.24万亿元之后，4
月减少 2411 亿元，下一步，应
采取针对性措施，稳定预期，提
振信心，持续激发有效融资需
求，更有力地推动经济继续转
好。 (中新财经)

住户存款减少1.2万亿元，钱去哪了？
4月份，住户存款减少1.2万亿元，而消费同比增长

18.4%，这是怎么回事？

央行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4月份人民币存款减少4609亿
元，同比多减5524亿元。其中，
住户存款减少1.2万亿元，非金
融企业存款减少1408亿元，财
政性存款增加5028亿元，非银
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2912亿
元。

对比一季度住户存款增加
9.9万亿元，4月份住户存款却大
幅减少，原因何在？

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
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
淼对记者表示，随着资本市场
稳定、理财产品净值回升，居民
投资理财意愿逐步恢复，部分
存款回流到资本市场、理财市
场。近期黄金价格上涨较快，
部分居民还加大了对与黄金相
关的资产配置。同时，这也与
一段时间来存款利率不断下行
有关。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
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对中
新财经指出，住户存款减少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存款利率下调，
居民认为钱存在银行的收益率

要下降，所以，一些存款“搬家”
到理财。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
明认为，居民部门存款在近几年
的4月份均会减少，具有季节性
特征。

记者梳理央行公布的数据
发现，过去几年的4月住户存款
都有所下降，2019年4月住户存
款减少6248亿元，2020年4月
住户存款减少7996亿元，2021
年4月住户存款减少1.57万亿
元，2022年 4月住户存款减少
7032亿元。

在明明看来，今年住户存
款 下 滑 幅 度 明 显 高 于 2022
年，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储蓄
意愿下滑，或因风险偏好回
升、消费回升以及存款利率下
降所致。

今年一季度，央行城镇储户
问卷调查显示，倾向于“更多消
费”和“更多投资”的居民分别占
23.2%和18.8%，比上季各增加
0.5和3.3个百分点；倾向于“更
多储蓄”的居民占58%，比上季
减少了3.8个百分点。

4月份消费大涨18.4%

物价有望逐步恢复至近年平均水平附近
——国家发展改革委解读当前经济热点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运行延
续恢复向好态势。如何看待物价走
势？如何稳定和扩大就业？如何推动

制造业恢复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17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经济运行热点
问题。

“物价反映的经济运行积极因素在不断增多”

4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
0.6个百分点。

“总的看，近期国内物价涨幅有所回
落，主要是输入性、周期性、季节性等多
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特别是受去年同期
高基数影响，部分商品价格同比回落较
多，从数据上拉低了国内物价指数。这
种运行态势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国
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分析。

在孟玮看来，当前我国需求较快恢

复，经济总体回升向好，物价反映的经济
运行积极因素在不断增多。4月份，CPI
环比降幅连续两个月收窄，服务价格同
比涨幅连续两个月扩大，都反映了国内
需求特别是服务需求稳步恢复向好的态
势。

孟玮说，下一步，随着扩大内需政策
效果持续显现，消费需求进一步回暖，市
场信心增强、预期持续改善，基数效应逐
渐减弱，物价运行有望逐步恢复至近年
的平均水平附近。

推动稳就业相关举措落地见效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1个百
分点，连续两个月下降。

“今年以来，随着稳增长稳就业政策
措施持续发力，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逐步改善。”孟玮说，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意见优化调整稳
就业政策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从夯
实稳就业的经济基础、稳定和扩大市场
化就业空间、推动基层就业渠道更加畅
通、持续抓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四个方
面着手，推动相关举措落地见效。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备受关注。孟
玮介绍，扩大需求、助企纾困稳岗、鼓励
引导基层就业等政策举措都将为高校毕
业生拓宽就业渠道、创造更多高质量就
业岗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推动职业
技能培训提质扩面，打造一批高水平、专
业化、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支持各
地共建共享一批公共实训基地，促进产
训结合，服务更多高校毕业生掌握适应
市场需求的“一技之长”，缓解高校毕业
生总量压力和结构性就业矛盾，稳定和
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

持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