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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 19个新职业！

7 月 31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向社会

发布：云网智能运维员、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

应用员、用户增长运营师等 19 个新职业，以

及直播招聘师等 28 个新工种纳入国家职业

分类大典。

新职业不断涌现，折射了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变化、新趋势，满足着生产和生活的新需

要，也给劳动者带来更多就业选择。

这次发布的 19 个新职业，半数以上与

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如紧跟前沿技术的

“数”“智”职业：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

员、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智能制造系统运

维员、工业互联网运维员等；数字经济孕育

的 全 新 岗 位 ：网 络 主 播 、用 户 增 长 运 营 师

等。

绿色，是新职业的一大“标签”。国家职

业分类大典中标注的绿色职业已有 134 个，

占职业总数的 8%。这一批“入编”的新职业，

不少源于经济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的新需

要，如脱胎于传统产业的氢基直接还原炼铁

工、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储能电站运维管理

员、电能质量管理员等。

职业“上新”，见证着社会发展的新活

力。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口腔卫生技师、滑

雪巡救员等新职业，生活服务体验员、老年助

浴员、休闲露营地管家等新工种，都反映了人

们生活需求的多元化和新变化。

什么样的职业能“入编”新职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

副司长王晓君介绍：“我们认定的新职业，不

是新出现也不是新创设的，是指国家职业分

类大典中未收录、但已有一定规模从业人员

且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和技能要求的

职业。”

据介绍，一个新的职业能否入选大典，需

有关机构和单位申报建议，再进行层层筛选，

经过专家评审论证、书面征求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意见、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

环节，对这个职业的社会性、技术性、稳定性

等方面进行评价。

自 2018年启动新职业征集工作以来，各

方面申报的新职业数量逐年增多。2022年版

国 家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已 收 录 168 个 新 职 业 。

2023年 10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面向社会

公开征集新一批新职业，共收到建议书 430
余份。

新 职 业 的 发 布 只 是 职 业 建 设 的 开 始 。

及时对新职业进行规范认证，有利于培育

新的就业增长点，扩大求职者的职业发展

路径。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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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多地持续高温。记者

近日在浙江、重庆、吉林、西藏等地

走访发现，居高不下的气温催热了

“清凉经济”。清凉商品不断上新，

避暑游持续火热，富有特色的夜市

吸引客流……炎炎夏日里，创新型

的消费产品及服务从多个方面激发

出消费市场新活力。

清凉商品夏日走俏

走进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款

式新颖、花样繁多的防晒伞、防晒衣

等商品让采购商目不暇接，炎炎夏

日“晒”出的防晒用品热度仍在持续。

位于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的星

宝伞业店内，负责人张吉英忙着给

客户介绍新品：“这款防晒伞重量只

有约 100 克，可方便放进手提包或

外套口袋里，我们还加入新的设计

元素，受到许多消费者的欢迎。”

“今年的爆款是瑜伽服造型的

防晒衣，比以前的款式更加修身。”

另一家主营防晒衣的商铺店主孙女

士告诉记者，今年的防晒衣款式更

时尚，通过对面料的升级，消费者体

感更凉爽透气，舒适性也更高。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显示，

今年夏季服装市场呈现强劲增长态

势，消费者购买热情高涨，预计防晒

服、运动服、登山服等服装品类将有

不俗的市场表现。

今夏，在全国开展的消费品以

旧换新行动也为“清凉经济”发展助

力，冰箱、空调等清凉设备换新成为

潮流。

家住重庆渝北的汪先生换掉了

家中用了多年的空调，并享受了近

20%的购机优惠。“今年以旧换新力

度比较大，新换的空调能效高、马力

足，比旧空调用起来凉快多了。”

避暑游提升品质优化服务

夏天吉林省全域温润清爽，平

均温度 22 摄氏度，平均湿度 70%，

紫 外 线 平 均 指 数 不 超 过 5。 高 纬

度、四季分明的吉林省是不少游客

向往的避暑之地。

在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

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草木葱

郁、空气清新、凉风习习。度假区市

场部负责人黄钟锐介绍，度假区探

索发展四季旅游产业体系，打造了

山地休闲、避暑度假等项目，这里拥有 60万平方米的高山花海，

还为热爱山地自行车等户外运动的游客提供了专业场地。“为

了更好服务暑期游客，我们还策划了山谷音乐节、露营节等活

动，文旅场景将进一步升级。”

在浙江建德市，夏季水温 17摄氏度的新安江穿城而过，形成

了冬暖夏凉、水清雾奇的独特景观。浙江建德市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建德将立足优良生态，持续打响新安江

“夏日冬泳”国际挑战赛等品牌，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气候凉爽的拉萨，市民游客喜爱在远离城市喧嚣的郊外

树林、湖边过林卡（即郊游、野餐，是藏族群众传统的休闲活

动），6 月入夏以来，拉萨市郊的野绣半岛露营基地已接待过林

卡群众超 3000人次；夏季避暑胜地重庆武隆启动仙女山草原露

营音乐季，让游客在避暑纳凉的同时也感受夏日音乐狂欢；依

托林海、矿泉等自然资源，吉林长白山华美胜地旅游度假区成

为游客避暑康养好去处……

“夜经济”创新场景丰富体验

入夜，重庆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上人流如织，除了购物，游

客还可以在这里参加运动体验、潮玩打卡、啤酒闯关等互动活

动。重庆市商务委主任章勇武介绍，“2024不夜重庆生活节”近

日在观音桥步行街启幕，推出超过 200场主题活动，为消费者打

造集展、赏、游、娱于一体的夏夜消费新场景。

“白天天气闷热，我们选择在三峡博物馆等室内场所游览，

傍晚气温降低，我们来观音桥的网红打卡点看夜景。”来自山东

的游客刘迪一说，多元的夜间消费项目让大家能够更长时间、

更充分地体验当地特色。

近年来，江北区通过丰富产品供给、推进业态融合、延伸产业

链条，夜经济快速发展。目前，江北区各大夜市街区入驻商家超

过 15000家，夜间消费占比约为 60%，夜间经济规模约 450亿元。

夜幕降临，在长白山脚下的吉林安图县二道白河镇，游客

们穿行于长白万巷商业步行街，或品尝美食，或举起手机捕捉

瞬间光影，享受夜晚的户外时光。随着步行街的灯火逐渐点

亮，一家俄罗斯进口商品超市里热闹起来，各式各样的旅游纪

念品吸引游客驻足挑选。

去年以来，长白山加大推动消费扩容升级力度，加强特色

商业街区建设。长白万巷商业步行街夜购、夜游等业态更加丰

富。“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创新消费模式，优化消费供给，举办夜

经济特色品牌活动，打造高品质夜间休闲消费区域。”长白山管

委会商务局综合科科长侯彦宇说。

“‘清凉经济’对激发消费活力有积极作用。”浙江大学公共

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认为，在积极开拓新消费场景、为消

费者提供更加丰富选择的同时，也要加大对市场的监管力度，

维护好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为夏日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 （记者 魏一骏、李晓婷、胡戈、魏冠宇、王帆）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19个新职业“入编”！“数”“智”成新标签
□ 新华社记者 姜琳 黄垚

■ 我们的低碳生活
前不久，浙江杭州市民小俞在网上购物

时，一款写着“面料来自海洋废弃塑料物”宣

传语的短袖，引起了他的好奇。

询问客服后他得知，生产这款短袖的面

料所需的聚酯纤维，来自浙江境内海岸线回

收的废弃塑料物，后与棉混合纺织成再生纱

线，不仅环境友好，还能节能减排。“一件短袖

还能为环保作贡献，挺有意义。”小俞下了一

单。

去年 10月 30日，来自浙江的“蓝色循环”

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模式，荣获 2023年联合

国“地球卫士奖”。这项探索不仅致力于破解

海洋塑料废弃物收集难度大、处置成本高、回

收利用率低等难题，更建立起“从海洋到货

架”全流程——小俞购买的这件短袖，正是来

源于此。

回收——
提高公众积极性，参与海洋

塑料垃圾收集

一大早，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小蓝之

家”外沙站点聚集了不少人，大家随身携带的

垃圾袋格外显眼。“这些是我在海边捡的。”指

着身边一大袋塑料垃圾，71岁的陈夏方说。

站点工作人员阮宁宁拿下陈夏方所穿马

甲上的记录仪，通过屏幕画面确认了行动轨

迹，“我们通过可视记录仪，确保这些垃圾是

在椒江区境内海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收集的。”

阮宁宁介绍，记录仪可在区域上划定收集范

围，实现轨迹监测，从区域控制和技术控制两

方面确保垃圾来自海洋。

经过称重，站点以每斤 2 元的价格回收

了这袋海洋垃圾。“我们的收购价格，比市场

价高出不少。”阮宁宁说。站点内，经过简单

清洗与分类，挑拣出来的塑料瓶被压缩、捆

扎，打包成体积较小的塑料堆，等待下一步收

购。

以外沙站点为例，像陈夏方这样登记在

册的海洋垃圾收集者有约 50 人。阮宁宁介

绍，只要连续捡拾海洋垃圾满 6个月，站点所

属的浙江蓝景科技有限公司还会为其购买保

险，因为收购价格相对较高、能及时结算，公

众积极性很高。

在位于椒江大桥附近的“海洋云仓”，干

净清洁的环境中，机器正在低鸣运转。蓝景

科技运维主管陈辉介绍，像塑料瓶、废旧渔

网、浮标等海洋塑料垃圾，在“海洋云仓”先进

行初步粉碎压缩，再运送到再生工厂清洗破

碎、造粒等，根据客户需求生产出塑料原料

粒。

“经过前端处理，像矿泉水瓶这样的塑

料垃圾，容量减少了 90%、运输效率提高了

70%。”陈辉说，接下来，这些原料将被运往

“蓝色联盟”成员企业进一步加工处理。“蓝

色联盟”是由蓝景科技主导建立的公益组

织，旨在实现海洋塑料从回收到再利用的全

过程。

利用——
自动化生产流程，实现对海

洋塑料精准处理

上午 9 时，一辆满载海洋回收塑料瓶的

货车，缓缓驶入位于湖州市安吉县的威立雅

华菲高分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生产厂区。

工人开着叉车，熟练地将一块块“塑料瓶砖”

运至瓶砖仓库，整齐码放在海洋塑料专区。

威立雅华菲是“蓝色循环”项目发起成员

之一。威立雅华菲运营总监付现伟介绍：“在

‘蓝色循环’项目中，我们负责对塑料进行清

洗和熔融再生的关键环节。”

“这批海洋塑料瓶共计 8.6 吨，是前不久

通过‘蓝色循环’项目回收的海洋塑料瓶。”付

现伟说，为确保塑料瓶回收源头真实可靠，上

面配有专属二维码，能追溯塑料瓶收集全过

程。

与从常规渠道回收的塑料瓶相比，海洋

塑料在处理上有何不同？

“海洋塑料经过海水长时间浸泡，瓶身泥

沙、油污等杂质较多，回收后色值偏黄、海盐

含量较高，导致其物理性能降低，处理难度提

高不少。”付现伟介绍。在清洗车间，记者看

到，被拆包后的海洋塑料瓶在初步筛掉泥沙

后，进入预清洗滚筒清洗，考虑到海洋塑料的

特殊性，公司特别定制了药剂工艺，通过调整

药剂配比实现精准清洗。

随后，塑料瓶通过自动光学分选设备和

人工分选两道步骤，剔除掉颜色、材质不符合

要求的瓶子，约 30 分钟后，海洋塑料瓶就变

成了一片片干净的冷水瓶片。冷水瓶片完成

装袋后，还要进入热洗流水线深度清洗，彻底

清洗掉瓶片表面的海盐、泥沙、油墨、标签等

杂质。

“再次对瓶片进行自动光学分选后，我们

得到的就是高精度可利用的塑料瓶片。”付现

伟说，通过一道道检测工序，这些瓶片最终进

入熔融造粒环节，成为一粒粒晶莹剔透、有着

玻璃质感的再生塑料粒子。

截至目前，威立雅华菲已累计处理通过

“蓝色循环”项目回收的海洋塑料瓶约 1000
万个。

纺织——
设置专门生产线，保证面料

质量性能

去年底，同为“蓝色联盟”成员企业的杭

州新生印染有限公司，收到了来自威立雅华

菲的塑料颗粒原料。盘点无误后，这批塑料

颗粒被运往周边工厂进行预处理。该公司市

场总监傅小玲介绍，塑料颗粒要与棉花、麻、

羊毛等纤维混合，被制成短纤，或通过机器直

接拉成长丝，最后形成一圈圈纱线，才能用于

纺织。

在纺织车间，一台台针织圆机、剑杆织机

依次排开，纱线以针织、梭织等不同技法被织

成一卷卷坯布。其中一台针织圆机上，标有

醒目的“海洋塑料针织生产线”标识，“由海洋

塑料制成的纱线，就是在这台机器上被制成

坯布。”傅小玲说。

在印染车间，也是通过标有“海洋塑料染

整生产线”的专门印染机，在气流缸染色；完

成加工后，面料还要进入“海洋塑料质检区”，

经过一系列检验、测试，确保质量符合标准

——最终，品号为“XS-W50001-C”的布匹顺

利制成。

为何要把有关海洋塑料的生产线单独拎

出来？傅小玲解释：“由于海洋塑料来源并非

标准化，加工过程中会面临许多技术难点，这

样一是便于及时处理反馈，二是方便实现可

视化管理。”

傅小玲说，这几年，公司投资上千万元，

专门建立了中试车间，用于再生布料的研发

与测试，“不过，与来源于陆地的再生材料相

比，海洋塑料还是略显不同。比如，海洋塑料

制成的纱线含油量高，我们要筛选使用不同

的除油剂。由于材料热稳定性不强，染色过

程中容易造成色花不匀、色牢度差等，需要严

格控温。”

经过多次测试，傅小玲如今能“打起包

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由海洋塑料等制成

的面料，在质量、性能上不输传统材质，并且

在国际市场上很抢手。”

制衣——
开发不同类型环保服装，线

上线下同步扩大市场

半个月后，这批品号为“XS-W50001-C”

的布匹，抵达位于宁波江北区的某公司生产

基地。并没有着急生产，布匹先被运往原料

检测区等待检测。

“我们会对布料进行外观检测，同时指定

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布料的缩率、甲醛、

pH 值等参数指标进行理化检验，以确保品

质。”该公司供应链总监侯彪介绍，5—7天后，

检测合格的布料将被验收，进入制衣环节，不

合格的则被悉数退回。

“这批环保布料含有至少 5%的海洋塑料

成分，我们将对其进行多道工序的加工处

理。”侯彪介绍，以一件“170/92A”尺码、重量

约 200 克/平方米的短袖为例，虽然看起来与

普通短袖没有差别，但换算下来，需要用到约

1.44个海洋塑料瓶。

经过预缩、松布、裁剪等环节，这件短

袖所需的涵盖大身、袖口等部位的约 1600
块布片，进入成衣前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

工序——缝制。在缝纫工的熟练操作下，

一件以海洋塑料为特别原料的短袖，很快

成型。

“5月开始，这款短袖作为今年夏季的新

款推向市场，线上线下同步销售。虽是新

品，但市场反馈不错，成了不少线下门店的

明星产品。”公司创始人张勇介绍，尽管生产

一 件 这 样 的 环 保 短 袖 ，成 本 至 少 要 增 加

10%，但张勇有自己的考量——“我从小在

海边长大，看到海岸线遭受塑料垃圾侵蚀，

既痛心又着急。”张勇说，“对我们而言，主要

还是更关注对方的垃圾溯源是否真正来自

海洋。”而上游各环节的可视化溯源，打消了

张勇的疑虑。

如今，该公司开启了一场“续航计划”，

“不穿不要的旧衣服拿到线下门店，可以抵扣

20元，换取一件由回收后的海洋塑料生产的

短袖。”张勇说，一方面，还为旧衣物回收提供

新路径；另一方面，还可以借助优惠活动为环

保短袖打开销路。

“接下来，我们将开发更多不同类型的环

保服装。”在张勇看来，只有更多企业参与进

来，为保护生态环境不断尝试，才能共同守护

我们的蓝色星球。

图①：台州市椒江区“小蓝之家”工作人

员在捡拾垃圾。

浙江蓝景科技有限公司供图
图②：“海洋云仓”船舶污染物无人化处

置工厂。

椒江区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威立雅华菲高分子科技（浙江）有

限公司厂区内，海洋塑料经过加工处理，成为

塑料切片。

崔吉丽摄（人民视觉）
图④：杭州新生印染有限公司厂房内的

梭织布生产环节。

傅小玲摄（人民视觉）
图⑤：宁波市江北区某工厂内，智能化制

衣生产线上的成衣运输环节。

陈 克摄（人民视觉）

核心阅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
出，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绿
色消费激励机制，促进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

一件短袖的生产过程，有
哪些绿色“门道”？从回收、利
用到纺织、制衣，来自浙江的

“蓝色循环”探索，让环保服装
得到消费者青睐，还建立起“从
海洋到货架”全流程，让绿色消
费触手可及、绿色生活方式渐
成风尚。

今年以来，新疆各大旅游目的地游客量持续攀升。新疆天

山南北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吸引着各地游客纷至沓

来。观光游、跨境游、购物游……眼下，各大景区景点游人如织，

陆续迎来客流高峰。图为新疆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

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