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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半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保持增长态势，消费支出加快恢复，但挑战
仍有不少。

首先是绝对数还有潜力空间。根据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分别为11272
元、9197元，两个数据均高于重庆。

其次是就业形势仍然需要进一步巩
固。工资性收入是我市农村居民的主要收
入来源，然而，由于经济回升向好基础尚不
牢固、技术替代就业、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不
断加剧等因素，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着新
的挑战，持续增加收入需要在质量上寻求突
破。

此外，部分农产品价格走低，制约农民

经营净收入增收。上半年，重庆主要农产品
生产价格同比下降2.3%。其中蔬菜、水果、
牛、羊、蛋价格同比都有了一定幅度下降，养
殖户盈利空间收缩，使经营净收入增收承
压。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千方百计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农民生活持续改
善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一环，下一步应怎
么做？

上述负责人建议，一是要持续增加工作
岗位，巩固提升工资性收入，如加快推进建筑
业、制造业等重点项目，持续增加农民工就业
岗位，同时引导农民工就近就业，出台针对性
扶持政策鼓励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创业
带动就业。

二是要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依
托近年来文旅消费热潮，充分利用当地农业、
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优势，培育龙头企业，让不
断壮大的市场主体吸纳农民就业、带动农民
创业。与之相适应的是，要进一步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落实企业减负措施，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全面激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积
极性。

三是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统筹推进农
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等改革，明确集体
经济分配标准，让农民共享集体经济发展红
利。

最后，强化政策兜底保障，优先及时发放
各类政策补贴，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所需，持
续加大民生保障力度。

重庆各地精准发力促消费，释放居民消费热情，带动农民经营净收入增长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衡量农村经济
发展水平和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重要指标，反
映了农村居民获得收入和财富的能力，直接关
系到他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日前，记者从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获悉，2024年上半年重庆农村居民收支“成
绩单”出炉，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1152
元，同比增长6.8%，人均消费支出8639元，
同比增长7.1%。从总体上来看收支形势持
续向好。

农村居民收入由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
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4个部分构成，大
致分别对应务工收入、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收
入，出租房屋、土地、分红、银行利息等收入，以
及养老金或退休金、社会救济和补助等收入。

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4867
元，同比增长 7.2%，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
43.6%，在4项收入中占比最高，是农村居民
增收的最重要保障。

这与积极有效的就业政策密不可分。
一方面，竭力将“老乡留在老家”。截至6

月底，我市城镇新增就业41万人，多渠道筹

集市场化岗位66.1万个、政策性岗位9.2万
个，结对帮扶困难毕业生、困难家庭青年就业
3.6万人。与此同时，积极推进以工代赈，拓宽
农民就近就业空间，其中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工
代赈提供务工岗位13272个、发放劳务报酬
16589万元，分别达到2023年的2.3倍、72%。

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农民工外出就业。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市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
达821万人，同比增长0.4%。

记者注意到，上半年农村居民的经营净
收入和转移净收入表现同样不错，分别达到
了3039元和2939元，分别占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27.3%和26.4%。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有关负责人分

析认为，上半年我市各地精准发力促消费，释
放居民消费热情，带动农民经营净收入增
长。同时，随着医疗保障范围的不断扩大、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高，以及外出农民工务
工人数保持稳定，转移净收入得以保持相对
较快的增长。

与此同时，上半年农村居民的财产净收
入仅有307元，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仅占2.7%，贡献率仅有2.9%，亟待通过改
革的手段激发增长潜力。

农村居民支出由食品烟酒、衣着、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
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八大类组成。
上半年，重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8639
元，同比增长7.1%，八大类消费支出均实现增
长。

“从总体上看，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推出
扩内需、促消费举措，加快打造消费新场景、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优化改善消费环境，加

之农村文旅升温，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加快恢
复。”上述负责人表示，尤其是重庆实施新能
源汽车置换补贴、启动家电以旧换新等多项
消费扶持政策，是农村居民消费实现平稳增
长的重要因素。

尽管八大类消费都为正增长，但增速却
有较大不同：衣着、居住、其他用品和服务三
项消费支出的增速均在5%以下，而交通通
信、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

健等消费支出的增速均在8%以上，最多的甚
至达到11%。

不难发现，居住、食品烟酒等消费，属于
刚性支出和生存型消费，而交通通信、教育
文化娱乐等属于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这

“一快一慢”反映出农村居民消费理念不断
转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农村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进一步优
化。

上半年重庆农村居民收支“成绩单”出炉
人均可支配收入11152元，同比增加710元，同比增长6.8%

经营增收：大力支持农户发展庭院经济、家庭作坊、乡村旅游、农产品电
商，依靠多种经营促增收

就业增收：落实好农民工稳岗就业政策，引导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扩面实施以工代赈

惠农增收：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政策，调整优化衔接涉农资金使用方式
财产增收：深化强村富民综合改革，多样化途径增加集体经营性收入
提低增收：全面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增加转移性收入，帮扶集团开展集中

消费帮扶，持续推进“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

4867元，同比增长7.2%，占可支配收入的43.6%

稳中有增稳中有增，，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77..22%%收入

收入增长仍有潜力空间收入增长仍有潜力空间挑战

““一快一慢一快一慢””彰显结构优化彰显结构优化支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赵伟平

我市城镇新增就业41万人，多渠道筹集市场化岗位66.1万个、政策性岗位9.2万
个，结对帮扶困难毕业生、困难家庭青年就业3.6万人

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工代赈提供务工岗位13272个、发放劳务报酬16589万元，分
别达到2023年的2.3倍、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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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办职称，
不成功不收费

5万元就能破格评副高？
——暗访揭秘职称代办套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
实习生 王奕轩

眼下，不少人正在准备职称评定。互联
网上各种职称代办、包过的消息，真的靠谱
吗？

傅女士花2.18万元找重庆一家公司做
职称代办，一年之后却被公司告知评审未
过，且仅退费20%。

这些公司或者中介机构用哪些话术
来“吸引”消费者代办职称？消费者为何
遭遇退费难？连日来，记者就此进行了暗
访调查。

消费者：花2万多元评职称未果，
代办公司只退20%

近日，福建的傅女士（化名）告诉记者，
去年8月份，她和丈夫在网上看到门庭国际
教育咨询（重庆）有限公司发布的职称代办
消息，为评道路与桥梁方向的高级工程师职

称，他们向该公司支付费用2.18万元。前不
久，该公司工作人员却告知他们，职称评审
无法通过，且仅退还20%的费用。

记者注意到，在小红书上，也有账号以
门庭国际教育的名义发布职称评审相关信
息。该账号发文称“职称来门庭，给你最好
的保障”“自己办也许能成功，找专业的人
办，顺利完成”。记者私信该账号，截至发稿
时，暂未收到回复。

记者查询新浪旗下消费者服务平台“黑
猫投诉”发现，涉及职称方面的投诉达到
5000多条，涉及门庭国际教育咨询（重庆）
有限公司的投诉也有多起。投诉的消费者
基本都有与傅女士相似的经历。

市场监管：已将其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门庭
国际教育咨询（重庆）有限公司目前为存续状
态，经营范围包括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
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招生辅助服务等。

天眼查显示，该公司涉及多起司法案
件，多为服务合同纠纷。其注册地址多次变
更。记者来到其最新登记的地址，重庆市璧
山区璧泉街道柿花街63、65号，但并未找到

该公司。附近商户表示，在此经营多年，根
本没看到过这一公司。随后，记者又来到其
早前登记的南岸区南坪街道南坪西路28号
32-11号，也未找到该公司。

去年12月，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
营场所无法联系，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
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对此，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经过查询，该
公司因涉及12315投诉，市场监管部门暂缓
了其注销手续，且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这
就说明该公司存在问题，消费者请“避坑”。

暗访：“0基础”可破格升副高，费用
1万—5万元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输入职称代办，发
现都有不少人吐槽钱花了但职称根本评不
下来。

记者在小红书上以想要评道路与桥梁
方向的高级职称为由，随机私信多个账号，
其均让加微信进一步私聊。

添加微信后，自称江苏南京某科技公司
工作人员的人告诉记者，有大学本科学历的
人报中级职称，全包费用8000元左右；即便
没有初中级职称，“0基础”也可以直接评副
高级职称，需要做“破格项”，价格在5万元
左右。

“我们有渠道，你只需要提供身份证、
学历、社保、近期工作业绩等信息即可，后
续交给我们来办。”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
公司与一些省份的职称改革办公室领导熟
悉，“领导都比较好说话，我们比较好操
作。”记者再咨询该公司另一工作人员，对
方表示，直接评副高级职称，打包价格1.4
万元。当记者询问为何两次报价相差这么
大时，对方支支吾吾地表示：“会给一个具

体方案，之后再聊。”
重庆一家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没初中级职称也能直
接评副高，可以“做破格”，价格8199元，“有
绿色通道”。

南京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还发来了
相关合同，并表示：“我们会办理完善资料，
办不下来费用全退。”不过，其合同显示，顾
客支付的费用80%为辅助个人资料信息完
善费，20%为综合服务费用。对此，有律师
表示，如果最后职称办不下来，该公司大概
率会称他们提供了信息完善服务，按照合
同，只会退还20%的综合服务费。

“这也是大部分消费者交钱之后只能退
5%—20%费用的原因。如果公司又不好
找，消费者后续维权较难，只能走司法程
序。”该律师提醒，消费者应该按照正规途径
申请职称认定。

人社部门：未指定任何机构代办
职称

对此，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工作人员
表示，市民应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职称评定，
不要相信一些公司或中介机构所谓的“代
办”。璧山区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也回复
称，没有对接或委托社会上任何公司
或中介机构代办职称。

职称领域常见的几类骗局有：谎
称有“内部渠道”、谎称“包过、不成功
不收费”、谎称“职称证书代办”、以职
称代办为幌子实施诈骗。

重庆市人社局提醒，合规的职称

评审机构是经相应人社部门核准备案的职
称评审委员会，未经核准备案的职称评审委
员会评审结果一律无效。重庆市未指定任
何中介或机构代办职称。另外，按照《重庆
市职称评审管理办法》等规定，对违背诚信
承诺、弄虚作假的申报人实行“一票否决”，
相关情况记入重庆市职称申报评审诚信档
案，列入违规失信“黑名单”。对通过弄虚作
假行为骗取职称者，撤销其职称，自撤销之
日起，3年内不得申报。

市民若发现有中介机构和个
人散播可“包过”代办职称申报评
审等不实信息的，可及时向相关部
门举报。对虚假宣传，可向
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投
诉；对退费纠纷，可向
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解决；对诈
骗行为，可向公安
机关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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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2元，同比增加710元，同比
增长6.8%

重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重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8639元，同比增长7.1%

其中经营净收入增长6.7%、比全国
高 0.4 个百分点；财产净收入增长
7.3%、比全国高1.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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