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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个夏粮产区产量增加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产量约占全年
的1/5，其中小麦是主要作物。根据国家统计局对
全国 25 个夏粮生产省 （区、市） 的调查，2024
年，小麦产量 2764 亿斤，比上年增加 73.2 亿斤，
增长2.7%。

据介绍，今年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于 5 月下
旬全面展开，由南向北快速推进，截至 6 月 18
日，西南、黄淮海等麦收重点地区收获已基本完
成。农业农村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麦收
机具供给足，各地共计投入联合收割机 60 多万
台，设立高速公路绿色通道2970多条、跨区作业
接待服务站近3500个，有力保障了农机跨区通行
顺畅。全国连续16天日机收面积维持在1000万亩
以上，麦收速度持续高峰推进，机收进度同比常
年快2—3天。

随着更多高性能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机收
损失率不断降低，助力小麦增产。数据显示，麦
收完成省份初步监测小麦平均机收损失率维持在
1%左右的较好水平，优于2%的行业标准要求，有
力保障了夏粮小麦颗粒归仓。

小麦产量稳，为各地夏粮产量增长提供了有
力支撑。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表示，分
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1个产量有所增加，特
别是河南上年因灾减产 52.6亿斤，今年恢复性增

产 47.1亿斤，占全国增量的 65.0%。山东、江苏、
安徽、河北等夏粮主产区分别增产 8.5 亿斤、4.7
亿斤、3.7亿斤和2.9亿斤。

夏粮播种面积保持稳定

从面积看，2024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920万
亩，比上年增加6.8万亩，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小麦
播种面积34636.1万亩，增加47.5万亩，增长0.1%。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
省 （区、市） 中，19 个播种面积增加，其中四
川、浙江、山东、安徽分别增加 27.7 万亩、23.6
万亩、21.4 万亩和 20.2 万亩。西部部分地区调减
夏杂粮、春小麦等，改种玉米等秋粮作物，夏粮
播种面积有所减少。

王贵荣表示，夏粮播种面积保持稳定的主要
原因有3个方面——

一是责任层层压实。各地严格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遏制“非
农化”，防止“非粮化”，通过开发利用冬闲田、
调整种植结构等方式，充分挖掘面积潜力。

二是政策支持有力。今年国家继续出台一系
列强农惠农政策，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继续实
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
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
围，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

三是播期墒情适宜。2023年秋冬播期间，冬

小麦主产区土壤墒情总体适宜，大部地区实现适
期播种，冬小麦播种面积稳中有增。

单产提升工程初见成效

夏粮丰收，单产增加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夏粮单
产 375.2 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9.0 公斤/亩，增长
2.5%。其中小麦单产 399.1 公斤/亩，增加 10.0 公
斤/亩，增长2.6%。

王贵荣介绍，多数省（区、市）夏粮单产增加，其
中河南、陕西上年受“烂场雨”影响单产下降，今年
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分别增加28.5公斤/亩和8.3
公斤/亩。新疆、山东、江苏等夏粮主产区单产分别
增加7.3公斤/亩、5.4公斤/亩和4.5公斤/亩。

“今年，华北、黄淮等主产区小麦返青拔节、
孕穗抽穗、灌浆乳熟等关键生长期，光温水匹配
良好，灾害偏轻发生，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小麦
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南方部分地区春节前后受
雨雪冰冻天气影响，麦苗叶片不同程度受冻，单
产略有下降。”王贵荣说。

夏粮单产有所增加，还得益于生产条件持续
改善。王贵荣表示，各地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积极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稳
步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粮食生产基础更加稳
固。此外，单产提升工程初见成效。各地细化小
麦单产提升各项关键要素，积极推广小麦高产稳
产、抗倒抗病品种，落实深翻整地、适深精播、
播后镇压等措施，加强病虫害统防统治，继续实
施“一喷三防”全覆盖，多措并举提高单产水平。

总产量比上年增加72.5亿斤，增长2.5%——

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丰收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国家统计局7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夏粮总

产量2996亿斤，比2023年增加72.5亿斤，增长2.5%。国家统计局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切实抓紧抓实粮

食生产工作，全国夏粮获得丰收，这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

扎实基础，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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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12日电（记者汪
文正） 海关总署 12 日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21.17万亿元人民币，历史
同期首次超过 21 万亿元；进出口总
值同比增长 6.1%，其中，二季度增

长 7.4%，较一季度和去年四季度分
别提高 2.5 个和 5.7 个百分点，外贸
向好势头进一步巩固。

出口额、进口额分开来看，上
半年，我国出口12.13万亿元，同比
增速继续回升至 6.9%，进口 9.04 万

亿元，同比增长 5.2%，增速较前 5
个月小幅回落1.2个百分点。

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
品出口同比增长 8.2%，占出口比重
的近六成。其中，集成电路、汽
车、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
是中国出口产品“大头”，同比分别
增长25.6%、22.2%、10.3%。

贸易方式方面，上半年，产业
链更长、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一般贸
易进出口 13.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占中国外贸总值的 65%；加
工贸易和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同
比分别增长2.1%和16.6%。

贸易主体方面，上半年，民营
企业进出口11.64万亿元，同比增长
11.2%，占中国外贸总值的 55%，比

去年同期提升2.5个百分点，继续保
持中国外贸第一大经营主体位置。

贸易伙伴方面，上半年，东盟
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
盟贸易总值为 3.36 万亿元，同比增
长10.5%；中国与第二、第三、第四
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韩国分别
进出口 2.72 万亿元、2.29 万亿元、
1.13 万亿元，增速分别为同比下降
0.7% 、 增 长 2.9% 、 增 长 7.6% 。 同
期，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合作空间稳步拓展，合计进出口
10.03万亿元，同比增长7.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
研究部副研究员陈红娜分析，今年
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展现出较强
韧性和活力，出口端保持稳中有进
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一系列政
策组合持续发力显效、新业态新动
能加快培育，外贸实现全年“质升
量稳”目标基础坚实。

商 务 部 新 闻 发 言 人 何 亚 东 表
示，展望下半年，中国外贸发展面
临的形势仍然比较复杂。外需增势
并不稳固，主要市场补库存力度和
持续性有待观察，加上地缘政治、
贸易壁垒、航运价格等干扰因素增
多，企业接单履约仍面临较多不确
定性。商务部将进一步发挥稳外贸
政策的综合效能，切实帮助企业纾
困解难，持续培育外贸的新动能，
全力推动外贸“质升量稳”。

上半年货物贸易规模首超21万亿元
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1%

近年来，山东港口烟台港积极
打造商品车物流枢纽港，目前已开通
9 条外贸商品车航线，5 条内贸商品
车航线，连接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图为在山东港口烟台港汽车码头，一
艘商品车运输船在靠泊码头。

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

左图：7月10日，国网宁夏电
力公司工作人员在“宁电入湘”
中宁换流站施工。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上图：近日，国网中卫供电
公司工作人员在腾格里沙漠新能
源基地开展新能源输送线路巡视。

刘宣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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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宁电入湘”宁夏中宁换
流站工程正加紧施工，有序推进。作
为“宁电入湘”重要配套工程——宁湘
直流配套新能源基地中卫 300 万千瓦
光伏复合项目二期 200 万千瓦光伏项
目已完成工程建设。

“宁电入湘”特高压线路工程是我
国首个沙漠、戈壁、荒漠地区风电光伏
基地外送电的特高压工程，途经宁夏、
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等地，线
路全长1634公里。该工程计划于2025
年建成投运，投运后年输送电量将达
360亿至400亿千瓦时。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
者谢希瑶） 商务部、中国人民银
行、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外汇局近
日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强商务和金
融协同 更大力度支持跨境贸易和
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12日对外
公布。

意见围绕稳外贸、稳外资、深
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和对外投
资合作等重点领域和促融资、防风

险、优服务等关键环节，提出 5 方
面11条政策措施。一是推动外贸质
升量稳，优化外贸综合金融服务。
二是促进外资稳量提质，加强外资
金融服务保障。三是深化“一带一
路”经贸合作和对外投资合作，完
善多元化投融资服务。四是便利跨
境贸易和投资发展，优化支付结算
环境。五是做好跨境贸易、投资与
金融风险防控，守牢安全底线。

本报北京7月12日电（记者徐
佩玉） 中国人民银行 7 月 12 日发布
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
民币贷款增加13.27万亿元，其中企

（事） 业单位贷款增加11万亿元。
数据显示，6 月末，我国人民

币贷款余额 250.85 万亿元，同比增
长 8.8%。上半年，我国住户贷款增
加 1.46 万亿元；企 （事） 业单位贷
款增加11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
增加8.08万亿元。

在货币供应方面，6 月末，我
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05.02万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2% ； 狭 义 货 币
（M1） 余额66.06万亿元，同比下降
5%；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 11.77
万亿元，同比增长11.7%。

另外，上半年我国人民币存款
增加11.4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增加9.27万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
示，上半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累计为 18.1 万亿元，比上年同
期少 3.45 万亿元。6 月末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为 395.11 万亿元，同比
增长 8.1%。

商务和金融协同发力

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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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仙居县南峰街道依托本地特色产业，探索实施“新农人”培
育计划，提升“新农人”的专业水平，有效促进村集体增收，为乡村
全面振兴注入新活力。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类培训20多次，成功培养农
村带货主播 120 余名、农技人才 30 余名。图为近日，南峰街道“新农
人”培训班的学员在分拣杨梅。 林洋洋摄 （人民视觉）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3.27万亿元

广西推进林草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渤 海 首 口 超 深 井 获 高 产 油 气 流

由中建八局承建的武昌万象城近日正式开业。该项目位于湖北省武
汉市武昌区一环核心区域，交通通达、区位优势显著。项目是一个地下3
层、地上8层的商业综合体，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拥有超500家全
系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购物和休闲目的地。图为武昌万象
城全貌。 郑御霖摄 （人民视觉）

本报南宁 7月 12 日电 （庞革
平、覃英繁）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
区林业局获悉：“十四五”以来，广西
林业部门选育并通过国家和自治区
审（认）定的林木良种 88 个，累计现
存有效良种316个，获授权林草植物
新品种97个，在良种选育研究、应用
推广及生产供应等方面成效显著。

多年来，广西不断完善种质资
源保护利用体系，建立了国家和自
治区林草种质资源库26处，重点林
木良种基地33处。完成第一次林草

种质资源普查外业调查工作，目前
已发表植物新种23种，登记优良单
株、特异种质资源 13607 份，记录
民间传统利用知识6709条。广西壮
族自治区林业局联合自治区发展改
革委、科技厅、财政厅印发了 《广
西林草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

（2023—2035 年）》，谋划重点项目
布局、种质创制和开发等工作。同
时，开展珍贵树种、药用植物、滨
海植物调查等，充分挖掘林草种质
资源价值。

本报北京7月12日电（记者李
婕） 记者11日从中国海油获悉：我
国渤海首口超深井——渤中 19—6
凝析气田D1井获得高产油气流，日
产油当量超1000立方米，相当于海
上常规油气高产井产量的约 10 倍，
标志着我国渤海超深层领域大型油
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取得关键性进展。

据介绍，D1 井井深达 6088 米，
地层温度超过180摄氏度，井底压力
最高 56 兆帕。D1 井的油气储存在

只有 0.01 至 0.1 毫米宽的裂缝中，相
比渤中 19—6 凝析气田之前的投产
井，埋藏更深、储层厚度更薄、裂缝开
度更小，裂缝预测及井位部署更难。

渤中 19—6 凝析气田作为我国
东部第一个大型、整装的千亿方大
气田，区域平均水深约20米，目前
已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
方米、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超 2 亿立
方米，全部投产后可供百万级人口
城市使用上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