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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多地再度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地方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窗
口再度开启。
　　从 7月 1日起，上海市再
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月最
低工资标准从 2590 元调整到
2690 元，增加 100 元；小时
最低工资标准从 23 元调整到
24 元。
　　据潮新闻梳理，2023 年
以来，全国已有河北、山西、
贵州、青海、安徽、陕西等地
先后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至此，
全国范围内共有 15 个省份最
低工资标准大于或等于 2000

元。其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
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系全
国最高。
　　据上海市人社局消息，上
海市从 2023 年 7 月 1 日起调
整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
标准从2590元调整到2690元，
增加 100 元；小时最低工资标
准从 23 元调整到 24 元。
　　其中，月最低工资标准不
含劳动者个人依法缴纳的社会
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由用人
单位另行缴纳。劳动者延长工
作时间的加班费、夏季高温津

贴、中夜班津贴及有毒有害等
特殊工作环境下的岗位津贴以
及伙食补贴、上下班交通费补
贴、住房补贴也不作为月最低
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由用人
单位另行支付。
　　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
已有多个省份相继上调了最低
工资标准。
　　河北省自 1月 1日起执行
新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三档分
别为 2200 元、2000 元、1800
元。调整后，对应的小时最低
工资标准分别为第一档每小时

22 元，第二档每小时 20 元，
第三档每小时 18 元。
　　山西省自 1月 1日起，全
日制用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由
1880 元、1760 元、1630 元 3
档调整为 1980 元、1880 元、
1780 元。
　　贵州省新的最低工资标准
自 2月 1日起执行。根据新标
准，全日制用工月最低工资
标准，一类地区为 1890 元，
上涨 100 元；二类地区 1760
元、三类地区 1660 元，均上
涨了 90 元。非全日制用工的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一类地区
19.60 元，二类地区 18.30 元，
三类地区 17.20 元。
　　青海省也从 2月 1日起调
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
工资标准由现行的 1700 元调
整为 1880 元；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由 15.2 元调整为 18 元。
此次调整是青海自 1995 年建
立最低工资制度以来，第 11
次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国家卫健委：计划将国家医疗应急队伍增加至 60-70支

　　国家卫健委 3日下午举行
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
提到，到“十四五”末，计划
将国家医疗应急队伍由目前的
40 支增加至 60-70 支。在扩
容的同时，还要积极提升相应
的能力和水平。
　　郭燕红表示，在 2022 年
12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
印发了《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

援“十四五”规划》，《规划》
中明确了下一步的重点目标和
重要任务。下一步，要以规划
为指引，按照平急结合、系统
高效的原则，指导各地进一步
强化体系建设和能力提升，进
一步推动医疗应急体系和能力
的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
　　一是要推进基地和队伍建
设。刚才介绍到，基地和队伍

是完成紧急医学救援工作的核
心力量，所以推进基地和队伍
建设就是要增强“硬核力”。
目前，正在推进国家紧急医学
救援基地建设，下一步还将建
设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
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充中毒救治
基地，通过基地的建设，构建
紧急医学救援工作的核心支
撑。
　　二是进一步强化医疗应急

机制建设，提升“软实力”。
通过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同、
公众参与的医疗应急机制，推
动完善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国
家医疗救援力量的调动和相互
支援机制，建设国家省、市、
县立体化的医疗救援的指挥调
度体系和信息系统，做到指令
传递快速、系统反应有序、基
层执行有力。
　　三是加强信息监测和应急

值守，确保“快反应”。医疗
应急工作第一是突出快，第二
是突出有效，高质量。突发事
件应急反应要快就要做到“四
早”，要充分发挥医疗机构的
哨点作用，紧盯事件苗头信息，
极早发现并报告，提前做好准
备。要发挥院前急救 120 的作
用和省市县各级医疗应急队伍
的作用，提升突发事件的第一
时间和第一现场的反应能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 13%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东盟
新兴产业论坛上，工业和信息
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
过 13%。近年来，我国着力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兴产业
实现快速发展。
　　产业集群建设步伐加快，
形成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先

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其中，国家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 45 家，2022 年集群产值
超 20 万亿元。第一批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66 家。
　　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
展。我国已累计建成 5G 基站
284 万个，5G 应用融入 97 个
国民经济大类中的 60 个。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
5000 亿元，企业数量近 4000

家。
　　优势产业进一步巩固提
升。2022 年，工业机器人年
产量达 44.3 万套，新增装机
总量全球占比超过 50%。光伏
组件、风力发电机等清洁能源
装备关键零部件占全球市场份
额的 70%。新能源汽车年销量
达到 680 万辆以上，连续 8年
位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已
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1/4 以

上。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国在发展新兴产业
的过程中，始终秉持开放合作
理念，鼓励支持政产学研各层
面的国际交流合作。中国和东
盟在新兴产业领域互补性强，
企业间交流合作意愿强烈，近
年来数字经济、光伏、新能源
汽车等领域推进一批高水平项
目，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下一步，将加强政策对接，营
造新兴产业发展良好环境；激
发创新活力，促进重点领域高
质量发展；坚持开放包容，探
索协同发展新模式；推进能力
建设，夯实新兴产业发展基础，
推动新兴产业务实合作取得更
大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