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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克服冬小麦晚播、农
资价格上涨和国内疫情多点散发
等不利因素影响，夏粮实现增产丰
收。”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
荣说。

统计数据显示，夏粮播种面积
稳中略增。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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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年实现增长。

夏粮单产小幅提高。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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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贵荣分析，全国夏粮单产小

幅提高，一是因为气象条件总体有
利；二是多项措施精准发力，如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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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生产条件持续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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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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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贵荣说。

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

13.68 万亿元——今年上半年我
国新增人民币贷款量，比上年同期多
增 9192 亿元。最新出炉的金融数据
显示，上半年各项贷款平稳增加，为实
体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持。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脉。上半
年，我国金融总量稳定增长，流动性合
理充裕，信贷资金正不断流向国民经
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助力稳定宏
观经济大盘。

企事业单位新增贷款占
比超八成

13.68 万亿元贷款投向了哪里？
分析上半年数据不难看出，投向企业
的占了大头。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事
业单位人民币贷款增加11.4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增3.03万亿元。在上半
年新增贷款中，企事业单位新增占比
超八成。

在湖北德普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
车间内，制造电池测试设备的流水线
忙碌不停。

“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稳步提升，
公司的电池测试设备供不应求、订单
激增。但疫情之下，原材料采购成本
大幅增长，流动资金压力陡然增大。”
公司副总经理李绪芹告诉记者，好在
中信银行及时提供了 1000 万元授信
额度，帮企业顺利备货，满足了客户供
货需求。

上半年，为流动资金犯愁的小微
企业不在少数，金融机构对实体企业
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强。

“企业部门贷款持续增长，是信贷
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民生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温彬认为，今年以来，金融加
大对受疫情影响的行业企业特别是小
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提振市场主体信
心，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数据显示，6月末，普惠小微贷款
余额同比增长 23.8%，比各项贷款增
速高12.6个百分点；普惠小微授信户
数为5239万户，同比增长36.8%。

除了贷得到，企业还盼望成本低。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

健弘介绍，上半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改革潜力不断释放，企业综合融资成
本稳中有降。6 月份，新发放企业贷
款利率为 4.16%，比上年同期低 34 个
基点。

引导信贷投向稳经济的
重点领域

今年以来，金融机构运用各类货
币政策工具，加大贷款投放力度，聚焦
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
融资需求。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国
内工业自动化行业深耕多年。“我们
产业链上下游分布着不少中小企
业，传统结算方式占用大量人力和
物力资源，需要更具针对性的金融
产品优化现金流、稳定供应链。”该
公司财经管理部负责人毛飞波告诉
记者，在农行主动对接下，6 月末已
有 24 家供应商依托该企业的信用获

得低成本融资，融资总规模在 5000
万元左右。

中国农业银行相关人士介绍，今
年以来，在金融政策引导下，5月末该
行制造业贷款余额达2.09万亿元，其
中支持重点产业链融资余额超 7500
亿元。

6 月末，我国投向制造业的中长
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9.7%，比各项
贷款增速高18.5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创设科技创
新再贷款、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交通
物流专项再贷款等新工具，普惠小微
贷款支持工具提供的激励资金比例由
1%提高到 2%，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
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落地
见效……

专家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箱不断丰富和完善，持续激励金
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引导资金向
普惠金融、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领
域精准倾斜，有助于培育经济新的
增长点。

信贷支持仍将保持较强力度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

好，国务院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加快落
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均加
大实施力度，国民经济呈现恢复势头。

“多亏建行的续贷政策帮公司渡
过难关。随着疫情缓和，企业已全面
恢复生产，我们的3D打印材料正加快
向下游市场流通。”广州飞胜高分子材
料有限公司负责人谷文亮说。就在

不久前，他还在为企业受疫情影响经
营停滞、80万元贷款临近到期等问题
焦虑。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认
为，上半年信贷投放明显增加，企业
融资总体较好。尽管居民贷款受疫
情影响同比少增，但6 月以来也呈现
了恢复态势。未来随着疫情形势总
体受控，预计宏观经济会保持稳步复
苏，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有望逐
步修复改善，信贷支持将保持较强的
力度。

诚然，疫情等不利影响尚未完全
消除，一些行业企业的融资难题仍待
进一步破解。不过，一系列金融举措
陆续落地将为市场主体增添信心。

下半年，新创设的三项结构性
货币政策工具在 7 月迎来首次申请
发放，进一步激励金融机构支持实
体经济；政策性开发性银行落实好
新增 8000 亿元信贷规模和设立 3000
亿元金融工具，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央行加快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
润，助力稳住经济大盘、稳就业保民
生……

“近年来，我国一直坚持实施正常
的货币政策，为应对超预期的新挑战、
新变化留下了充足的政策空间和工具
储备。”邹澜说，下半年，人民银行将加
大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加快落
实已确定的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的货
币金融环境，形成政策合力，保持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信贷投放明显增加 金融助力稳经济
——2022年中国经济年中观察之信贷篇

新华社记者 吴 雨 李延霞

太行之西，黄河之东，表里山河，
处处充满生机和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三次到山西考察调研，为山西发展指
明前进方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希
望山西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
路来”“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突
破”殷殷嘱托，山西锚定转型发展不松
劲，在爬坡过坎中奋力前行。

下气力加强民生建设
一场夏雨后，黄土地上弥漫着青

草的香味。临汾市汾西县僧念镇段村
62 岁的村民蔡文明一早就赶着羊群
上了山。开春以来，蔡文明家的羊圈
里不时有新生命诞生，绒山羊从90只
增加到 116 只，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小
羊羔让人看着就欣喜。

段村曾是深度贫困村，2007年前
后村民们陆续从坡下的旧村搬迁到了
现在的新村，但由于土地瘠薄、干旱缺
水，2014年全村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75户。

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太
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
谈会，听取脱贫攻坚进展情况汇报，集
中研究破解深度贫困之策。当年开
始，山西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施策，
每年约30%的中央和省财政扶贫资金
投向深度贫困县。

短短两年多时间，段村通过发展
种植、养殖、林果、光伏产业，在 2019
年底实现整村脱贫。修污水管网，建
公共浴室、日间照料中心，发展双孢菇
种植、水果花卉设施农业，村里的变化
让蔡文明感觉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常
年在外打工的儿子蔡金今年也返乡创
业，在县城开了一家推拿店。

如今，山西 329 万名贫困群众摘
掉了穷帽子，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
2327 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10776 元；
3365个深度贫困自然村整村搬迁，帮
助47.2万人彻底改变了生存环境；云
州黄花菜、隰县玉露香梨、临县红枣、
左权核桃……太行、吕梁山上开出朵
朵“致富花”。

针对返贫风险，为了早发现、早干
预、早帮扶，山西通过医疗救助、产业
带动、务工就业等针对性帮扶措施，对
可能出现的风险点持续跟踪监测，确
保不让一户返贫致贫。

大同市云州区兴胜村村民李文治
因意外事故，失去了劳动能力。他还
没出院，预警系统就监测到他的医疗
保险和支出异常，并发出预警，乡、村
两级干部立即展开帮扶，“政府对我家
孩子发放了教育补助，提醒我申请大
病救助，养伤期间还通过‘云州防贫
宝’帮我办理保险理赔救助，最大限度
减轻了我的家庭负担。”李文治说。

山西坚持将八成以上财政支出用
于民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民生建设。2021年起，山西实施城乡
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其中约有
300万名65岁以上居民可直接享受政
策红利，提高了低收入老年人的保障
水平。

以改革创新推进转型
山西兴于煤，也困于煤。由于长

期产业单一，一度遭遇产业结构失衡、
生态破坏严重、经济断崖式下滑的切
肤之痛。

新时代，党中央赋予山西建设国
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的重大任务。山西成为全国第一个
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型
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12年起，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
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传统产业率
先转型。2014 年山西启动低碳创新
行动，推动黑色煤炭绿色发展。“十三
五”期间，山西累计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15685万吨，一大批资源枯竭、扭亏无
望、产能落后的矿井退出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山西争当煤矿智能、绿色、
安全开采的“排头兵”，煤炭先进产能
占比由 2016 年不足 30%提高到如今
的75%以上。

在潞安化工集团新元煤矿调度
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井下
采煤机、运输机等综采设备相继运
转，随着各类数据的变化跳动，滚滚

“乌金”奔向地面。“过去井下一出问
题就可能停工数日，现在井下设备出
现故障，视频电话可以直通设备商进
行远程诊断。”新元煤矿 5G+智能化
矿井建设办公室主任冀杰说，从2020
年建成全国首座 5G 煤矿至今，煤矿
5G 应用场景已拓展至 31 个，煤炭开
采更加安全高效。

类似新元煤矿的智能化采掘工作
面，山西已建成548处，23座煤矿实现
5G入井。2019年5G商用以来，山西
加快智能煤矿建设，与华为公司共建

“智能矿山创新实验室”，成立全国煤
炭行业首个科研创新人工智能计算中
心，用每秒2 亿亿次的强大算力为煤
矿赋能。

去年以来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山
西煤炭保供能力在这场高强度的“压
力测试”中经受住了考验：去年增产
1.13亿吨，贡献了全国煤炭增量的六
成以上；今年计划再增产1亿余吨，发
挥好煤炭“压舱石”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坚持以改
革创新促转型发展，非煤工业增加值增
速持续快于煤炭工业，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由2012年的290家增加到2021年的
3553家，大数据、半导体、碳基新材料等
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没想到园区能为我们提供10万
级的无尘车间，从开工建设到试运行，
只用了两个月，当地还为我们这样的
企业提供0.3元/千瓦时的优惠电价。”
碳方程新材料（山西）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鑫说，公司研发团队在深圳，却把产
业基地落户山西。

今年以来，山西选取特钢材料、新
能源汽车、氢能等 10 条重点产业链，
实施全产业链培育工程，进一步推动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
支撑。

抢抓机遇促开放
位于五台山脚下的忻州市定襄

县，被称为“中国锻造之乡”。2017年
前，尽管拥有自主出口权的法兰制造
企业过百家，产品也被出口到40多个
国家和地区，但缺少外贸服务平台，只
能先运到天津港再办出口手续。

不沿边、不沿江、不靠海，开放不
足，是制约山西发展的原因之一。抢
抓新发展格局带来的全新机遇，2017

年起山西主动融入国家战略，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出构建内陆地
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目标定位，并于
当年开行了首趟中欧班列。

2018 年 1 月，在位于定襄县的山
西永旺国际物流园区，保税仓库和出
口监管仓库建成投运，定襄法兰出口
业务就地办理，企业不仅减少了物流
成本，还可以先入库缓缴税。近年来，
定襄县建成国家法兰锻件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成立院士专家工作站，主
动拓展国际合作。

数据显示，从 2012 年到 2021 年，
山西经济体量翻了约一番，进出口总
额增长超10倍。目前，山西常态化开
行9 条中欧中亚国际物流线路，通达
12 个国家 27 个城市。世界 500 强企
业有 137 家在晋投资兴业，经济外向
度明显提升。

去年以来，山西抓住国家新型城
镇化战略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机
遇，打造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太忻经
济区“双引擎”，推动晋北、晋南、晋东
南建设高质量城镇圈，加快创新要素
聚集，提升区域竞争力。同时主动向
外生长，深度融入京津冀，主动对接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拓展晋陕豫、蒙
晋冀等省际交界地区合作，成为区域
协作中的活跃力量。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山西坚持长远战略谋划，聚焦高质量
转型发展，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工作，以新的奋进姿态，谱写山西践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据新华社太原电

山西：为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蹚新路
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 柴海亮 梁晓飞

这是在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拍摄的一处煤层气钻井现场。 新华社记者 曹 阳 摄

7月13日，济南烟草物流有限公司“劳动者港湾”的服务人员为前来
休息的环卫工人送上西瓜解暑。

入夏以来，山东省济南市针对环卫工人、快递员、园林绿化工人、农民
工等户外劳动者群体避暑难题，倡导有条件的临街商铺、企事业单位建立
劳动者便民服务区，解决户外劳动者饮水、吃饭、休息难题，关爱高温下的
劳动者。 新华社记者 朱 峥 摄

户外劳动者有了避暑港湾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
戴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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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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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6月我国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2.9%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水利
部14日发布消息称，水利部、财政
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全国中小
河流治理总体方案编制工作的通
知》，水利部已经部署启动中小河
流治理总体方案编制工作。

“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总体
方案编制的重要性，力争用一年多
的时间全面完成总体方案编制任
务，科学指导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小
河流治理工作。”水利部副部长刘
伟平说。

中小河流治理总体方案编制，
以流域为单元，逐流域规划、治
理、验收、建档立卡，全面提升中

小河流防洪减灾能力，提供水安
全保障。

刘伟平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准
确把握三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
开展调查评估，全面摸清中小河流
治理现状和治理需求。二是坚持
流域系统观念，编制省区市、流域、
全国中小河流治理总体方案和逐
条河流治理方案。三是构建中小
河流信息化平台，实现中小河流治
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管理。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中小河
流治理累计完成治理河长超过10
万公里，重点中小河流重要河段的
防洪能力有明显提升。

全国中小河流治理方案编制工作启动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
戴小河）记者14日从国家邮政局
获悉，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
完成 512.2 亿件，同比增长 3.7%；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982.2亿元，同
比增长2.9%。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上半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
成6543.1亿元，同比增长6.5%；业
务总量累计完成6808.5亿元，同比

增长6.0%。6月份，全行业业务收
入 完 成 1225.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3%；业务总量完成 1295.5 亿元，
同比增长8.5%。

上半年，同城业务量累计完
成 61.3 亿件，同比下降 5.1%；异
地业务量累计完成 442.3 亿件，
同比增长 5.7%；国际、港澳台业
务量累计完成 8.6 亿件，同比下
降21.4%。

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7%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4日电
（记者申铖 王悦阳）财政部预算
司一级巡视员兼政府债务研究和
评估中心主任宋其超 14 日表示，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落实积极
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截至今
年 6 月末，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
券3.41万亿元。今年用于项目建
设的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基本发行
完毕。

他表示，专项债券在带动扩大
有效投资、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应对经济
下行压力和疫情影响，2020 年至

2022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分别为
3.75 万亿元、3.65 万亿元、3.65 万
亿元，持续保持较高规模。今年以
来，财政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采取了更加积极
的政策措施，推动各地加快专项债
券发行使用节奏。

宋其超表示，上半年，已发行
的新增专项债券共支持超过 2.38
万个项目，其中在建项目约1.08万
个，新建项目约1.3万个；各地共安
排超过2400亿元专项债券资金用
作重大项目资本金，有效发挥政府
投资“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上半年发行新增专项债券3.41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