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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秋粮丰
收已成定局，收购工作
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
各地认真落实国家粮食
收购政策，收购资金、
仓容、人员等准备较为
充分。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 备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随着秋粮收购进入
旺 季 ， 收 购 量 同 比 增
加。截至目前，主产区
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
中晚籼稻 300 亿斤左右，
其中最低收购价收购 1.4
亿斤。从当前粮食生产、
储备、库存、贸易等情况
分析，国内粮食市场供
应是完全有保障的。

粮食生产再获丰收。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
大力抓好粮食生产，播
种面积稳中有增，夏粮
量质并增，秋粮收获接
近尾声，全年丰收已成
定局，产量将连续7年保
持在 1.3万亿斤以上，这
给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奠
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粮食库存保持较高
水平。当前，库存总量
充足，特别是小麦和稻
谷两大口粮品种占总库
存的比例超过 70%。以
小麦为例，在连年丰收
的形势下，库存持续增
加，目前可满足1年半的
消费需求，确保了“谷物
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
全”。社会储粮层次更为
丰富，库存结构更加均
衡。既有中央和地方政
府储备、最低收购价粮
等政策性库存，也有相
当 规 模 的 企 业 商 品 库
存，还有不少的城乡居
民存粮。其中，政府储备涵盖了小麦、稻谷、玉米和
大豆等主要粮食品种。同时，企业商品库存增加较
多，小麦和稻谷商品库存同比都增加了50%以上。

粮食供应保障能力不断强化。各地各有关部门
不断健全粮食产销合作机制，稳步推进成品粮批发
市场、大型商超等零售终端建设，鼓励发展“网上
粮店”等新型业态，加上粮食物流集约化、规模化
程度不断提升，逐步形成了线上线下融合、多种模
式共同发展的成品粮油供应网络。与此同时，中国
粮油加工能力较强，每天可以加工稻谷150万吨、小
麦 80 万吨，也就是说，如果按每人每天吃 1 斤粮测
算，一天加工出来的米面都够全国人民吃2天了。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督
促指导各地因地制宜进一步优化收购服务，特别是
针对部分地区收获粮食水分偏高等情况，认真开展
粮食烘干收储，充分发挥粮食收储企业和各类社会
资源作用，为农民提供清理、干燥、储存、加工、
销售等服务。同时，做好重大节日、重要时段粮油
市场保供各项工作，强化粮源组织调度，确保供应
不脱销、不断档。

你追我赶，经济韧性足

前三季度，哪个省份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最快？是湖北。
作为上一年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省份，湖北快速复

苏——前三季度，湖北地区生产总值为34731.56亿元，在
31个省份中排名第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8.7%，排名
第一，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6.4%，比上半年、一季度
分别加快1.3个、5.0个百分点。

这股热气腾腾的势头，当地居民感受最深。29岁的湖
北青年徐鹏程今年没有像往年一样去广州打工，而是在武
汉与朋友合伙经营了一家店铺，准备在餐饮行业大干一
场。“武汉各商圈、步行街客流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
平。大形势好，我们对经营前景特别有信心。”

不仅增速快，湖北经济发展新动能强劲，恢复发展韧
性十足。前三季度，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4.9%。前三季度全省施工项目19475个，同比增加4860个。

哪些省份总量高？广东和江苏位居前两位，地区生产
总值双双超过8万亿元。其中，广东达到8.80万亿元，江
苏为8.49万亿元，预计全年均将跨过10万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广东、江
苏第三产业增加值均超过4万亿元。绝大多数省份第三产
业增加值高于第一、二产业增加值，23个省份第三产业占
比超过50%，特别是北京、上海占比超过70%，达到发达
国家水平。

观察东中西部，前三季度中部地区表现抢眼。前三季
度，GDP同比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0个省份中，湖
北、山西、江西、安徽均为中部省份。北京大学国民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前三
季度数据看，中部各省之间已形成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深入实施，在长江中游城市群‘抱团’
发展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下，中部省份在经济
总量和经济发展质量方面实现了‘双提升’。”

苏剑表示，透过各省份的成绩单会发现，尽管三季度
经济增速受疫情、汛情及上年基数较高等多因素影响有所
回落，但中国经济强大韧性和活力未变。“各省份立足自
身产业结构与区位优势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取得了
良好成效。区域经济更加均衡协调，有效应对了疫情汛情
等考验。”

收入与消费，中西部加速追赶

“今年国庆假期，好多朋友都来新疆旅游。”新疆小伙
张俊辉和朋友在乌鲁木齐大巴扎开设了一家民俗商店。店
内货架上，从和田玉到巴旦木，从天山雪莲到冬不拉琴，
各式商品琳琅满目。受益于国内消费需求持续回暖和当地
假期旅游业火爆，张俊辉生意不错。

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齐增，是各地经济恢复增长的主
要特征。

看收入，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6265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10.4%；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
际增长9.7%，与GDP增长基本同步。

其中，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福
建、山东和辽宁等9个东部省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
平继续领跑 31 省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中
西部省份在收入同比增速方面表现突出。西藏等 13 个省
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前5名中的西藏、湖北、云南、安徽均为中西部省份，其

中西藏同比增速高达15.27%。
梳理近年居民收入数据，会发现中西部省份的人均可

支配收入一直保持较快增速。其中西藏、贵州、安徽、四
川、云南、重庆和江西等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过去3年前
三季度的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专家分析，这一方面
与中西部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数较低有关，另一方面也
是国家对中西部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关区域发展战略落实的结果。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
继续缩小。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946
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8.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3726 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 11.2%。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5个百分点。

再看消费，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 17275
元，在上年同期下降3.5%的基础上名义增长15.8%；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1%。

分区域看，东部省份在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方面更高。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广东、
江苏、福建、重庆等 8 省份人均消费支出超全国平均水
平，上述省份除重庆外均为东部省份。

不过，中西部省份在居民消费水平方面追赶提速，与
东部省份差距持续缩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速前5
名中，湖北、黑龙江、贵州、新疆均为中西部省份，其中
湖北、黑龙江分别以26.14%和25.66%的增速位列前两名。

力争“全年精彩”

进入四季度，各地纷纷表示，将继续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力争实现经济恢复发展“全年精彩”。

湖北省明确，四季度将“全力冲刺”，争取实现“开
局漂亮，全年精彩”。“一季度‘高开高走’，二季度‘半
程精彩’，三季度‘加压企稳”，发展韧性持续显现，为实
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湖北省统计

局总经济师叶福生说。
受益于自贸港政策红利，前三季度海南地区生产总值

增速全国位居第二。当地表示，四季度将加快推动自贸港
重大项目的落实，再上新台阶。

北京前三季度经济增速近年来首次超过上海，位居全
国第三，其中新经济占北京 GDP 的比重达到近 40%。近
日，北交所正式启动。随着各项政策措施继续落地显效，
北京市表示，有能力、有条件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多位专家也指出，尽管前三季度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
展纷纷交出优秀答卷，但总体看，不同区域、不同省份间
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差异，下一步，还应继续着力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

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多
为东部省份和中部省份；平均来看，西部省份前三季度同
比增速相对较低，不尽理想。

“这首先是由于部分省份疫情出现反复，影响当地经
济增长动能。其次，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相对依
赖投资拉动。”苏剑分析。此外受多点散发疫情、极端天
气等因素影响，一些中西部省份消费、投资恢复相对缓
慢。“这显露出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些瓶颈问题，部分省份
更多依赖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和规模增长的发展模式亟待
升级。”苏剑说。

苏剑认为，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应继续加强
区域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同时，地方政府应结合域内产
业结构和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方案，坚持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靶向施策。此外，还要发挥好国外市场的
作用，立足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外开放高地，带动周边
地区发展。

“在此过程中，应通过加大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力度，
降低区域间经济合作成本，构建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
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继续推动东、中、西
部各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
济发展优势区域为重点，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带动全国经济效率整体提升。”苏剑说。

31省份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出炉——

各地发展成绩单怎样看？
本报记者 汪文正

东中西部前三季度发展各自有何亮
点？哪些省份经济增速跑赢了全国平均水
平？哪些省份消费增长更快？哪些省份收
入水平提升明显？近日，31个省区市统
计部门陆续公布前三季度经济数据。透过
这份成绩单，会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更
加协调、更注重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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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在江苏省高邮市临泽镇，收割机在
稻田里收获晚稻，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孟德龙摄 （人民图片）

▲前三季度，上海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水平位列 31 个省份之
首。图为消费者近日在上海市第
一食品商店购买食品。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今年以来，湖北经济复苏势
头良好。图为10月31日，游客在武
汉琴台绿化广场赏菊拍照。

伍志尊摄 （新华社发）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
2021年7月23日

征收人：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仑区长江路1166号北仑行政中心。

被征收人：虞宏海，男，身份证号H444218（香港居民），住址：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红联村渡口路联

达1号605室。

因小港街道轨道交通2号线二期红联段项目建设的需要，征收人已于2018年2月7日依法作出了

《北仑区人民政府关于小港街道轨道交通2号线二期红联段项目房屋征收决定》（仑房征决〔2018〕第1

号）。被征收人虞宏海未在该项目确定的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经房屋征收部门

申请，本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作出《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仑房征补

〔2019〕第5号）。

因仑房征补〔2019〕第5号《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存在瑕疵，现本人民

政府决定撤销仑房征补〔2019〕第5号《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关于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决定书关于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决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