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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
示，6月份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88.4，环比上
升 0.2 点。其中，8 个分行业指数全部回升，投
入、效益等 8个分项指数 7升 1平。专家指出，今
年以来受多方面超预期因素影响，不少中小企业
出现经营困难，面临较大压力。但随着一揽子稳
增长政策“组合拳”加快落地见效，中小企业景
气水平有所改善。未来在助企纾困政策持续支持
下，中小企业有望进一步恢复活力，实现平稳健
康发展。

住宿餐饮业指数升幅最大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调查显示，6 月份，工
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政仓储业、房地产业、
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软件
业和住宿餐饮业指数较上月上升幅度在 0.1-0.6点
之间。其中，住宿餐饮业指数升幅最大，建筑
业、交通运输邮政仓储业和批发零售业指数已连
续2个月上升。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秘书长谢极对记者分析，6
月份8个分行业指数全部回升，投入、效益、成本
等8个分项指数除成本指数持平外其他7项全部上
升，这是自去年3月以来首次出现分行业指数和分
项指数全面向好，充分说明中小企业经济状况全
面回升。

企业信心开始恢复。6月份，反映企业信心的
宏观经济感受指数为 97.0，比上月上升 0.2点。从
宏观经济感受指数的细项看，宏观感受指数为
101.7，比上月上升 0.2 点；行业运行指数为 92.4，
较上月上升0.3点。

市场预期有所改善。6月市场指数为 80.8，环
比上升 0.3点。所调查的 8个行业中，国内订单指
数和销售量指数均全面上升。从工业情况看，生
产指数上升0.3点。

企业效益状况改善，投资意愿增强。6月效益
指数为 73.5，比上月上升 0.2 点，所调查的 8 个行
业中，5 个行业效益指数上升。6 月投入指数为
82.1，比上月上升 0.3 点，所调查的 8 个行业固定
资产投资指数全部上升。

税费支持政策提振企业信心

“6月份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在连续4个月下
降后止跌回升，一方面得益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另一方面稳经济
一揽子政策措施持续发力，经济总体恢复有所加
快。我们对样本企业开工率的调查显示，企业开
工率稳步回升。”谢极说。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

性明显增加，不少中小企业受到冲击。国家统计
局工业司副司长汤魏巍介绍，国家统计局近期有
关研究结果显示，近十年来中小工业企业营业收
入每增长 1%，能够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0.13%。

“助力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持续发展，对于稳定经
济运行、稳定居民就业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
汤魏巍说。

针对中小企业面临的突出困难，各地各部门
推出一系列纾困举措：加大金融扶持，国有大型
银行新增普惠小微贷款1.6万亿元；鼓励地方对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阶段性优惠电价和用水
用电用气“欠费不停供”、6 个月内补缴；全面落
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优先支持面广量大
的中小微企业；将中小微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
费再降10%。

相关政策逐步见效。1 至 5 月，全国已向 273
万户企业发放稳岗返还129亿元，惠及职工5189万
人，中小微企业受益明显。截至 6 月 25 日，新的
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累计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
税缓费约 2.58 万亿元，中小微企业享受优惠金额
占比近70%。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韩国荣
表示，一揽子税费支持政策快速落地，有效提振
了中小微企业信心。

进一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

“指数回升的同时也要看到，当前主要指标出
现积极变化，是疫情冲击后的恢复性反弹，不少
指标仍低于年初或去年同期水平，中小微企业生
产经营成本上升、融资困难、开工不达产等问题
仍然突出。”谢极认为，下半年，应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更多用市场办法、改革举措激发民间投资
活力，改善营商环境，稳定预期，坚持纾困与培
优并举，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健康发展。

近期又有新举措出台，助企纾困力度进一步
加大。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发
文对中小微企业实施阶段性缓缴职工医保单位缴
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明确，受疫情
影响严重地区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所有中小
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可申请
缓缴三项社保费单位缴费部分，缓缴实施期限到
今年底，期间免收滞纳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失业保险司副司长刘
鹏表示，下一步将指导各地抢抓时间窗口，畅通申
领渠道，大力推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和留工补助政
策“免申即享”、缓缴社保费“即申即享”，积极推动
各项政策速享尽享，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

“我们将做好中小企业发展情况跟踪分析和监
测预警，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出台务实管用
的政策举措，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国
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孟玮说，通过政
策的宣传引导工作，让更多市场主体知晓政策、
用好政策，确保政策有效传导至中小企业，有效
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6月份，住宿餐饮业等8个分行业指数全部回升——

中小企业景气水平改善
本报记者 邱海峰

目前，江苏省
连云港市赣榆区已
有生产类毛绒玩具
企业 100 余家，产
品远销海外，小玩
具产业成为当地增
收致富的新渠道。
图为 7 月 7 日，赣
榆区石桥镇一家玩
具企业员工在生产
出口海外的玩具。

司 伟摄
（人民视觉）

7 月 8 日，为期 4 天的
2022 第十届中国 （呼和浩
特） 茶产业博览会在内蒙
古 自 治 区 呼 和 浩 特 市 开
幕。本届“茶博会”展览
面积达 1 万平方米，展品涵
盖茶叶及茶具、茶服、茶食
等茶产业链各环节产品。
图为观众在“茶博会”上选
购张家界莓茶。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7月 8日电 （记者廖睿灵） 近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开发银行印发

《关于推进开发性金融支持县域生活垃圾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的通知》，明确了开发性金融重
点支持县域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建设和运
行、县域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和运
行、行业或区域统筹整合工程建设项目等相
关内容。

开发性金融支持县域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
施建设和运行，包括县城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等
设施以及乡镇小型化、分散化、无害化处理设
施，再生资源回收点、站或县级再生资源利用
中心等；支持县域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
和运行，包括县城、建制镇污水处理和污泥处
理设施等；支持行业或区域统筹整合工程建设
项目，包括县域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转运+
处理+监测系统”项目、县域生活污水“源头
截污+管网收集+污水处理+生态修复+监测系
统”项目等。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负责人表
示，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县城和村镇的垃圾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短板突
出。通过开发性金融支持县域统筹推进生活

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既能补足长期以来
县域生活垃圾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存在的欠
账、服务于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战
略目标，也能吸引各类社会资本投入城乡基
础设施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有利于加快形
成由县城向乡镇、村庄延伸覆盖的基础设
施，全面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也有利于优化
城乡基础设施布局、加大垃圾污水治理力度
和提高垃圾污水资源化利用效率，引导我国
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向绿色低碳转型，进
一步推动县城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2021 年，国家开发银行在县城
生活垃圾污水处理领域，实施“百县千亿”
专项金融服务，共授信 1545 亿元，支持超
过 200 个县城生活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此 次 《通 知》 提 出 ，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省

（区、市） 分行对纳入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县域生活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储
备库内的项目开辟“绿色通道”，优先进行
审查审批、安排贷款投放、给予利率优惠，
对于符合条件的试点示范项目、乡村建设评
价样本县的相关项目，贷款期限可延长至
30 年。

开发性金融大力支持县域治污
本报北京 7月 8日电 （记者寇江

泽）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
截至6月底，全国今年累计完成沙化土
地治理任务979万亩、石漠化土地治理
任务367万亩，均占年度治理任务近七
成。其中，北方防沙带生态保护和修
复工程区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638万
亩，占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的
65.2%；长江重点生态区生态保护和修
复重点工程区完成石漠化土地治理238
万亩，占岩溶地区完成石漠化土地治
理任务的64.9%。

自今年起，我国对防沙治沙和石漠
化治理实行差异化投资政策，适当提高
了西部地区中央投资补助标准，生物措
施主要参考林草建设标准，新增了工程
固沙措施，允许在京津风沙源区、岩溶
石漠化区实施小型水利水保设施。

“十四五”期间，我国规划沙化土地
治理任务1亿亩，封禁保护面积3000万
亩；石漠化土地治理任务1950万亩。沙
化土地治理主要依托北方防沙带、青藏
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屏障区
等三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岩溶地区
石漠化土地治理主要依托长江重点生
态区和南方丘陵山地带两大生态保护
和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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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江西省抚州市乐
安县安排奖补资
金，鼓励农民种
植早稻，引导农
户与企业合作种
植，降低农户种
植成本，确保粮
食种植面积，守
住 粮 食 安 全 底
线。图为 7 月 8
日，乐安县罗陂
乡村民正在抢收
早稻，确保颗粒
归仓。

黄 煜摄
（人民视觉）

抢收早稻抢收早稻抢收早稻

本报昆明 7 月 8 日电 （叶传
增、曾智慧） 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
查总队消息：2012年至2021年10年
间，云南粮食总产量持续稳定增
长，粮食生产实现跨越式发展，稳
住了农业生产“基本盘”。尤其在

“十四五”开局的2021年，云南全
省粮食生产能力再上新台阶，实现
了“十四五”粮食生产“开门红”。

粮 食 总 产 持 续 增 加 。 2021
年，云南全省粮食总产量达1930.3
万吨，首次跃上 1900 万吨大关，
比 2012 年 增 加 243 万 吨 ， 增 长
14.4%，高于全国2.9个百分点。

粮食播种面积基本稳定。10
年间，云南全省自然资源部门对原
划定的基本农田进行优化调整，划
定永久基本农田 7348 万亩。云南
全省粮食种植面积 10 年来基本稳
定在6240万亩以上。

粮食单产显著提升。随着云南
全省粮食生产科技含量的不断增
加，生产能力也持续得到提高，云
南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 2012 年的
266.9 公斤/亩，提高到 2021 年的
307.0 公斤/亩，增长了 15.1%，高
于全国同期增幅 6.7 个百分点，产
量和单产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云南粮食总产量10年来稳定增长云南粮食总产量10年来稳定增长

近日，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种植的金莲花相继盛开，农民
忙着采摘、装运鲜花，运往当地企业进行深加工。近年来，围场县大力
发展金莲花种植产业，形成金莲花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
业链条，促进金莲花产业提档升级，助力乡村振兴。图为在围场县一处
金莲花种植基地，花农在采摘金莲花。 王立群摄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7月8日电（记者李
婕） 8 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三家电信运营商携手亮
相，联合举办电信行业上市公司投
资者交流活动。这是央企同行业上
市公司联合组织投资者交流活动的
首次实践，也是运用前沿技术创新
投资者交流形式的首次尝试。

本次活动以“拥抱数字经济新
蓝海，共话电信行业新未来”为主
题，就运营商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转
型发展和前景进行了深度交流，助
力资本市场转变对电信行业的固有
认知。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发言中
提到，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大局，已
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
主要经济形态，是引领增长的重要
引擎。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说，

电信运营商凭借全程全网资源、客
户服务积累和属地的优势，丰富的
应用场景和海量的数据，成为了推
动产业数字化的主力军和受益者。
中国联通董事长刘烈宏说，运营商
兼备数字基因与产业视角，又具有
独特的能力体系，在数字经济蓝海
中拥有确定的增长空间和确定的投
资回报，兼具成长和价值双重投资
属性。

针对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提出的投资者知情权、参与权、收
益权保护问题，三位董事长均表示
对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高度重视，通
过做强做优企业、完善公司治理、
加强与资本市场的沟通、科学施策
做好市场价值管理等方式，持续为
投资者创造价值，与投资者共享发
展成果。

三家电信运营商共话行业未来

本报北京7月8日电（记者廖
睿灵）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6日发
布的《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2022》（以下简称 《报告》） 显
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全口径非
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为 111845
万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
47%，比上年增长13.5%；2021年，非
化石能源发电量为 28962 亿千瓦
时，比上年增长12.1%。

新能源加速发展的同时，煤炭
清洁利用也取得重要进展。《报告》
显示，2021 年，全国达到超低排放
限值的煤电机组约 10.3 亿千瓦，约
占全国煤电总装机容量的 93%；全

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火电厂供电标
准煤耗 301.5 克/千瓦时，比上年降
低 2.01 克/千瓦时；全国电力烟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约
为 12.3 万吨、54.7 万吨、86.2 万吨，
分 别 比 上 年 降 低 20.7% 、26.4% 、
1.4%；全国单位火电发电量二氧化
碳排放约为828克/千瓦时，比2005
年降低 21%；全国单位发电量二氧
化碳排放约为 558 克/千瓦时，比
2005 年降低 35%。以 2005 年为基
准年，从 2006 年到 2021 年，通过发
展非化石能源、降低供电煤耗和线
损率等措施，电力行业累计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量约215.1亿吨。

电力行业加快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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