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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莎莎 通讯员 赵晓茹

就业作为经济运行的“风向标”、

社会稳定的“定盘星”，其数量增长、形

态演变与水平提高生动折射出地区经

济的强劲动能与社会福利的稳固根

基。格尔木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

果显示，2018—2023年期间，全市第二、

三产业市场主体数量呈现跨越式增长，

产业体系在动态升级中实现能级跃升，

就业规模保持稳健扩张态势。

2018—2023 年，我市第二、三产业

就业规模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

统计数据显示，全市法人单位就业人数

由 2018 年的 64462 人稳步提升至 2023
年的 69090 人，累计净增 4628 人，总体

增幅达 7.2%，年均复合增长率维持在

1.4% ；同期个体经营户就业人数从

23235 人 减 至 19982 人 ，总 体 降 幅 达

14.0%，年均复合减少率维持在 2.8%。

从产业看，第二、三产业就业呈现

明显的“分化走势”。2018—2023年，第

二产业从业人员由 30724 人降至 28373
人，五年间净减 2351 人，减少 7.7%；与

之相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从 33697 人

增至 40717 人，五年间净增 7020 人，增

长 20.8%。这种结构性变化使第三产业

在总就业中实现了从“半壁江山”到“主

导力量”的跨越，标志着全市经济发展

逐渐进入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

展的新阶段。

五年来，我市就业主体结构发生根

本性转变，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的就

业带动能力大幅提高。2023 年法人单

位就业占比（34.2%）较 2018 年（19.4%）
提升 14.8个百分点，个体经营户占比则

从 80.6%降至 65.8%。

就业增长动力结构表明，就业扩张

呈现显著的产业单位差异化特征：较

2018年相比，第二产业单位以制造业同

比增长 22.1%、建筑业同比增长 70.5%为

主导拉动，第三产业单位则依托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0%、批发零售

业同比增长 74.4%实现双增长。反观个

体经营户，其就业单位分布高度集中于

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

传统服务业领域，五年间就业规模较

2018 年相比缩减 32.8%，反映出个体经

济就业弹性持续弱化的结构性特征。

此外，我市基础产业与多元服务业

协同发展。第二产业制造业集聚显著，

配套产业有待优化。全市第二产业就

业人口呈现显著的行业集聚特征。

2023年数据显示，工业部门吸纳了第二

产业 86.7%的就业人口，构成绝对主导

地位。其中制造业作为核心支柱，制造

业就业人口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口的

72.0%。同时配套产业分布失衡，建筑

业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口的 13.3%；采矿

业占 9.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

应业占 5.6%，就业吸纳能力存在较大提

升空间。第三产业就业呈分散化特点，

新兴产业增速领跑。第三产业与第二

产业的高度集聚形成结构性差异。

2023年，第三产业就业的人口位居前三

的行业分别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就业

8001人，占第三产业就业的 19.7%；批发

和零售业就业 6412人，占 15.7%；公共管

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 5845 人，

占 14.4%。新兴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就业 5222人，仅占第三产业就业

的 12.8%，但与 2018 年相比增长动能最

强，同比增长 16.4%。

记者了解到，性别就业密度的行业

异质性明显，2023年，全市第二、三产业

女性从业人员 25012 人，占比 36.2%，这

一数据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9.7%），说

明女性劳动力资源尚未充分释放。分

产业看：第二产业女性占比仅为 25.9%
（7351 人），第三产业女性占比则达

43.4%（17661 人）。分行业看：公共管

理、教育、批发零售等行业女性就业占

比超过 50%，这些行业因工作性质稳

定、福利保障好、入职门槛低，对女性具

有较强的吸引力；反之采矿业、制造业

等行业女性占比不足 30%，因体力要求

高、工作环境艰苦、安全风险意识和传

统观念等多维驱动因素产生就业性别

差异的原因。

全市结构性变革催生发展新势能，

2018—2023年，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量

增长 63.0%，就业年均增长 4.2%。在规

模持续扩张的同时，结构也在不断优

化，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行

业就业增速超 10%，远超传统服务业，

反映出第三产业正从传统的批发零

售、住宿餐饮向现代服务、数字服务不

断升级，产业升级带动就业结构优化的

效应逐步显现，传统工业就业承载力持

续弱化。

清晨的阳光洒落在

“口袋公园”里，身着橙色

制服的环卫工人正在清

洗公园设施。这些散布

在城市各处的口袋公园，

不仅是我市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的重要举措，更通

过精巧的景观设计提升

了城市颜值。近年来，这

些“口袋公园”已成为周

边居民晨练、散步、社交

的热门场所，让市民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绿色生活。

记者 景桂珍 摄

本报讯（记者 夏静）连日来，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民生关切热点，

以风险防控为核心，以主体责任为根

基，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糕点甜品

加工经营主体专项治理行动，全力消

除食品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甜品消费

安全。

严查禁用添加剂，筑牢安全根

基。以全市糕点甜品烘焙店为重点对

象，执法人员深入加工操作间，重点排

查糕点、面包等烘焙食品是否存在违

规添加脱氢乙酸钠的情况，通过细查

原料采购台账、严格核对配方配料记

录，严控食品添加剂使用种类，确保食

品成分透明可溯、安全可靠。

紧盯高风险隐患，强化过程管

控。针对提拉米苏蛋糕等甜品特殊属

性和潜在风险，执法人员以步行街、夜

市等区域为重点场所，聚焦关键风险

点开展细致排查，严查提拉米苏蛋糕

销售摊贩经营资质，坚决取缔无证经

营行为；严溯提拉米苏蛋糕产品来源，

核查是否为资质齐全供应商供应，进

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是否落实到位，

严控家庭作坊式自制产品流入市场；

严把冷藏设备温度是否持续达标，确

保销售全程严格符合冷藏要求。并以

提拉米苏蛋糕制作经营门店为重点对

象，核查鸡蛋等生鲜原料的采购来源

及使用前清洗消毒情况，查验生产加

工环境的卫生状况及操作人员规范执

行情况，结合近期安徽提拉米苏事件

经验教训，执法人员督促经营者严格

把控原料关、温度关与操作关，对潜在

风险点实施有效防控，确保高风险产

品安全无忧。

同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

大消费者，在选购和食用提拉米苏蛋

糕、慕斯蛋糕等相关食品时应选择持

有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青海省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证资质、卫生环

境良好的正规烘焙门店、超市，谨慎购

买无实体店、无经营资质的网红私房

甜品或流动摊贩的商品，从源头消除

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购买时需查看商

家是否配备冷藏设施，拒绝购买无冷

藏条件的产品；购买后需及时放入冰

箱冷藏，避免因储存不当导致食品变

质；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储存

条件，优先选购现制现售或近期生产

的产品。

深化糕点安全监管 筑牢民生甜蜜防线

本报讯（记者 夏静 通

讯员 刘青林）近日，察尔汗

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旅游旺

季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聚焦重点场所、瞄准薄弱环

节，全力构筑坚实可靠的消

防安全屏障。

该大队全面排查整治

风险隐患，紧密结合旅游旺

季特点，科学研判风险，集

中执法力量深入景区、酒

店、餐饮场所等人员密集区

域开展“拉网式”检查。重

点严查消防设施器材是否

完好有效、安全出口及疏散

通道是否畅通无阻、用火用

电用气管理是否规范、消防

控制室值班人员是否持证

在岗、应急预案是否完善并

具备可操作性、员工“四个

能力”是否熟练掌握等关键

环节。对检查中发现的火

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现

场依法下达法律文书，明确

整改责任、措施和时限，并建立详细台

账跟踪督办，坚决确保隐患整改形成

闭环。

在严格检查的同时，监督执法人

员化身“流动宣传员”，向场所负责人、

从业人员及现场游客发放消防安全提

示资料。充分利用官方新媒体平台、

户外电子屏、景区广播等载体，高频次

发布旅游消防安全提示和警示信息，

广泛普及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常识，

着力提升全社会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

自救能力，营造了“人人关注消防、参

与消防”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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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木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

第二、三产业就业规模保持稳健扩张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