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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7 月 14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
粮总产量14739万吨 （2948亿斤），比上年增加143.4万吨

（28.7 亿斤），增长 1%。其中小麦产量 13576 万吨 （2715
亿斤），比上年增加128.6万吨 （25.7亿斤），增长1%。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表示，今年我国夏粮
生产喜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稳物价保民生、稳定经济大盘、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
定性提供了坚实支撑。

播种面积稳中略增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夏收的小麦占口粮
的四成左右。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介
绍，今年夏粮小麦增产丰收是在遭遇罕见秋汛后的抗灾
夺丰收，是在历史高点上的高位再增产。

从播种面积看，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26530 千公
顷 （39795万亩），比上年增加92.1千公顷 （138.2万亩），
增长0.3%，连续2年实现增长。其中小麦播种面积22962
千公顷 （34443万亩），增加50.8千公顷 （76.2万亩），增
长0.2%。

从粮食品种看，全国冬小麦播种面积 22320 千公顷
（33481万亩），比上年略减67.3千公顷 （101万亩），下降
0.3%。与此同时，新疆、甘肃、宁夏等地积极扩种春小
麦，全国春小麦播种面积642千公顷 （962万亩），比上年
增加118.1千公顷 （177.1万亩），增长22.6%，有力弥补了
冬小麦因灾减少的面积。

“冬小麦因去年罕见秋汛面积减少 101万亩，但西北
等地千方百计扩种夏收春小麦，实现了‘以春补冬’。南
方地区因地制宜扩大蚕豆、马铃薯等杂粮杂豆 62 万亩，
实现了‘以杂补麦’。综合算下来，夏粮面积不减反增，
这是夏粮增产的基础。”潘文博说。

夏粮单产又创新高

数 据 显 示 ， 今 年 全 国 夏 粮 单 产 5555.6 公 斤/公 顷
（370.4公斤/亩），比上年增加34.9公斤/公顷（2.3公斤/亩），
增长0.6%，其中小麦单产5912.3公斤/公顷（394.2公斤/亩），
增加43公斤/公顷 （2.9公斤/亩），增长0.7%。

潘文博介绍，今年夏粮亩产量是在夏粮单产连续3年
提高的基础上又创的新高。夏粮单产提高对增产的贡献
达到了64%。

王贵荣分析，全国夏粮单产小幅提高的主要原因，
一是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二是多项措施精准发力。针对
播期推迟，各地提高整地质量、增加播种量、增施底

肥，减轻晚播影响；针对弱苗比例高，深入开展“科技
壮苗”行动，有效促进苗情转化；针对病虫害发生风险
高，开展统防统治、“一喷三防”全覆盖，小麦条锈病和
赤霉病发生面积大幅减少；针对局部地区疫情影响，及
时打通农民下田、农资到店、农机上路等堵点卡点，推
动春管夏收有序开展。这都为夏粮单产提高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生产条件持续改善。“近年来，各地加快高
标准农田建设，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着力改善农田基
础设施条件，培育推广优良品种，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促进粮食单产水平稳步提高。”王贵荣说。

产量提高，粮食质量也在提升。潘文博介绍，今年
小麦质量明显好于上年。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监
测，主产区二等以上小麦占比超过90%。各地根据市场需

求大力发展强筋小麦和弱筋小麦，据农情调度，全国优
质专用小麦比例达到38.5%，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

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受疫情冲击、异常天气、主要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
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近些年，国际粮价快速上涨、高
位运行。今年以来，叠加乌克兰危机、近期主要发达经
济体收紧货币政策等影响，全球粮食市场剧烈波动，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中国能否有效应对外部冲
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总体看，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较好，有能力、有
底气、有条件应对外部冲击，端稳端牢‘中国饭碗’。”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贸司副司长张国华说。今年夏粮再获
丰收，且小麦质量好于常年。夏粮收购总体呈现进度
快、质量好、价格稳、市场活的特点。截至 7 月 10 日，
主产区累计收购小麦 3433 万吨，同比增加 160 万吨，为
我国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与此同时，国内粮食市场总体平稳。今年 3 月 7 日，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期货收盘价涨到 475美元/吨，同
比涨了一倍；7月12日又大幅回落至298美元/吨，比3月
7日的高点下跌 37％。玉米的情况也与之类似。“与国际
粮食‘过山车’式的剧烈波动相比，国内粮食市场运行
平稳，价格波动的幅度远远低于国际市场。”张国华说。
此外，我国粮食流通体系安全可靠，粮食仓储设施总体
达到世界较先进水平，应急供应网点布局逐步完善，应
急响应能力进一步增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
发事件的实践检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发改委将会同相关部门统筹加强粮食安全保
障，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牢牢把住粮食
安全主动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张国华说。

今年总产量2948亿斤，比上年增长1%——

全 国 夏 粮 产 量 再 创 新 高
本报记者 廖睿灵

眼 下 小 麦 由 南
疆向北疆陆续成熟，
进入小麦收获季。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各
级粮食和物资储备
部门采取延长收购
时 间 、推 广 预 约 收
购、增设收购网点等
方式，帮助种粮职工
有序售粮。图为 7 月
12日，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六师红旗农
场职工交售小麦。

王志清摄
（人民视觉）

7 月 14 日，财政部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上半年财政收支情
况。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
薛虓乾在会上介绍，上半年，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5221亿元，
其中，留抵退税冲减收入 18408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上半
年累计增长 3.3%，增幅比 1-5 月
提高0.4个百分点。

6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企稳回升。与上年同期相比，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6 月份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5.3%，
增幅由负转正；按未扣除留抵退
税因素的自然口径，下降 10.5%，
降幅明显收窄。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
彬认为，作为反映经济运行的重
要指标之一，财政收入正重回正
常增长轨道。总体看，上半年财政
收入拐点已现。

从税收收入看，上半年，扣除
留抵退税因素后，全国税收收入
增 长 0.9% ，按 自 然 口 径 下 降
14.8%。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扣
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下降 0.7%，企
业所得税增长3.2%，个人所得税增长8.7%，
车辆购置税下降 30.7%，进口货物增值税、
消费税增长14.9%。出口退税比上年同期多

退1913亿元，增长21.2%，有力促
进出口平稳发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郉丽分析，在一季度财政收入
同比增长8.6%的情况下，4月至6
月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较大，主要
是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疫
情等因素影响。各级财税部门持
续加快实施留抵退税政策，4 月
至 6 月合计退税 1.72 万亿，顺利
实现留抵退税政策“大头落地”。

从财政支出看，上半年，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 5.9%，
高于财政收入增幅。其中，科学
技术、农林水、卫生健康、教育、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长
17.3%、11%、7.7%、4.2%、3.6%。

“这表明，在财政收入下降的情
况下，各级财政部门聚焦‘六稳’

‘六保’要求，加强支出预算执行
管理，积极盘活财政存量，民生
等 重 点 领 域 支 出 得 到 有 力 保
障。”郉丽说。

“从后期走势看，随着国务
院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
见效，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成效持续显现，下半年经济有望
持续回升向好，在此基础上，预计财政收
入将逐步回升。”薛虓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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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亳州市近年来大力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就业，
为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位于亳州市利辛县工业园区的安
徽翰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色彩、材质、工艺及管理技术的集成创
新，年产色纺纱线能力达到2万吨。图为纺织工人在该公司生产车间生产
线上忙碌。 刘勤利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7月 14日电 （记者李
婕、叶紫）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向社会公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此次大典修订工作，于2021年4
月由人社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 、 国 家 统 计 局 联 合 启 动 ， 是 自
1999 年颁布首部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以来的第二次全面修订。

据统计，新版大典包括大类 8
个、中类 79 个、小类 449 个、细类

（职业） 1636个。此次大典修订，对
2015年版大典确立的8个大类总体结
构不作调整，围绕数字经济、绿色经
济、制造强国和依法治国等要求，专
门增设或调整了相关中类、小类和职
业。同时，根据实际取消或整合了部
分类别和职业，例如：将报关专业人
员和报检专业人员2个职业，整合为
报关人员 1 个职业；取消了电报业务
员等职业。与 2015 年版大典相比，增
加了法律事务及辅助人员等 4 个中

类，数字技术工程技术人员等15个小
类，碳汇计量评估师等155个职业。

新版大典的一大亮点是首次标注
了数字职业（标注为 S），共标注数字
职业97个。新版大典沿用2015年版大
典做法，标注了绿色职业133个（标注
为 L）。新版大典中，既是绿色职业又
是数字职业的有23个（标注为L/S）。

在此次大典修订中，为全面、客
观、准确反映当前社会职业发展实际
状况，将近年来新增职业信息纳入了

新版大典，对部分原有职业信息描述
进行了更新，并取消了已消亡的部分
职业。

职业分类作为制定职业标准的依
据，是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人才评价
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人社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新版大典特别是新增职
业的发布，对于增强从业人员的社会
认同度、促进就业创业、引领职业教
育培训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版大典经公示征求意见、修改
完善后，将正式颁布。人社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组织制定或修订相关职业标
准，同时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新职业标
准或评价规范，指导培训机构依据国
家职业标准开展培训。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第二次全面修订

首次标注数字职业取消电报业务员职业

7月14日，由北京
市文旅局和延庆区政府
主办的“点亮北京·消夏
延庆”旅游推介活动在
世园公园举行，由此拉
开了“促消费·微度假趣
京郊”系列活动的帷幕。
活动还将推出“休闲密
云”“品酒房山”等一系
列“微度假”旅游品牌
和精品线路，满足市民
游客旅游消费需求，加
快推动行业复苏。图为
一顶顶帐篷掩映在世园
公园的湖光山色之中。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微旅游
促复苏

本 报 北 京 7
月 14 日电 （记者
徐佩玉） 记者 14
日 从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获 悉 ， 近 日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与 新
加 坡 金 融 管 理 局
续 签 了 双 边 本 币
互 换 协 议 ， 互 换
规 模 为 3000 亿 元
人 民 币/650 亿 新
加 坡 元 ， 协 议 有
效期 5 年。

中国人民银行
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新 （加坡） 双边
本币互换协议再次
续签，有助于进一
步深化两国金融合
作，促进双边贸易
和投资便利化，维
护金融市场稳定。

本报北京7月14日电（记者王
俊岭） 记者 14 日从商务部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全国建设改造县级物
流配送中心 69 个、村级便民商店
6.5万个。

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介
绍，今年以来，商务部同财政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共同组织实施了县
域商业建设行动，支持各地加快补
齐农村商业设施短板，扩大农村电
子商务覆盖面。江苏省将乡镇农贸
市场改造列入“为民办实事”项
目，79个老旧市场焕然一新，部分
市场还设置了餐饮区和休闲区，让
群众逛得更舒心、买得更放心；重

庆市探索邮快合作、交快合作等模
式，整合资源打造物流配送中心和
智能分拨仓，降低人工成本约40%。

“我国县域常住人口约 7.4 亿
人，乡镇和村两级消费市场占全国
总体消费市场的 38%。加强县域商
业体系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内容。”束珏婷说，商务部将
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加大工作力度，
以县乡为重点，以数字化、连锁
化、标准化为手段，加快补齐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推动完善县
域商业体系，加快县域商业数字化
转型、促进县域商业连锁化发展、
提高县域商业标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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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国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69个

本报北京7月 14日电 （记者
廖睿灵） 国家能源局14日发布1至
6月全社会用电量数据，全社会用
电量累计40977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2.9%。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5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3%；
第二产业用电量 27415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3%；第三产业用电量
693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6112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9.6%。

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7451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4.7%，日均用
电量环比增长 14.7%。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用电量105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2.4%；第二产业用电量
49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8%；
第三产业用电量 1351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0.1%。城乡居民生活
用 电 量 1046 亿 千 瓦 时 ， 同 比 增
长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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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把培育“瞪羚”“专精特新”企业
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为制造业强区提供有力支撑。该区今年已获
批8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山东省“瞪羚”企业。图为今年获批
的“瞪羚”企业太平洋 （聊城）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使用高
倍率光学显微镜对芯片进行测试。 张同耀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