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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郑州菜篮子有保障吗
本报记者 杨子佩

7 月 17 日以来，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

雨，特别是 7 月 20 日郑州市遭受特大暴雨

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7

月 30日，郑州市在排查中发现新冠肺炎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 1 例，随后仍有新增确诊

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在做好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的同时，郑州迅速打响了疫情防控

阻击战。

重重困难面前，当地群众的菜篮子、

米担子能否得到保障成为人们最关心的

问题。

市场秩序井然

8月 2日晚上八点左右，位于郑州市管

城区列里路的佳惠超市还在营业。在这个

不大的店面里，陆续有一些客人进出购

物。米、面、油、西葫芦、青椒、萝卜、

油麦菜……老板和店员不停往返于停在门

口的货车和店铺之间，合力把各类商品从

车上卸下摆上货架。

“往常都是每天一大早进一次货就行，

这几天东西卖得快，晚上还要再去市场进

一次货。”超市老板张俊鹏说，多跑一次不

算啥，好在上游商家没涨价。

作为郑州南部最大的一级批发类农产

品批发市场，郑州十八里河农产品配送中

心承担着向郑州中心城区多家零售农贸市

场供货的任务。每天早晨是批发市场最忙

碌的时候。早上六点，这里已放满了大小

货车、摩托三轮，各处人头攒动，交谈议

价、卸货装载的声音不绝于耳。在各家店

铺门前，记者看到西瓜、葡萄、包菜、西

红柿等各类果蔬琳琅满目，不一会儿堆得

高高的货箱便被前来采购的人们搬运一空。

同样，郑州东部中牟县的万邦农产品

物流园区连日来也是一片繁忙，这里担负

着河南省 60％以上、郑州市 80％以上的农

产品供应。

莴笋、青茄、长豆角、四季豆、紫长

茄、青皮尖椒……在物流园区果蔬市场的

郑州永海蔬菜商行里摆满了当天从全国各

地购进的各类蔬菜。商行老板任永海介

绍，这几天出货量比同期有大幅提升，目

前只有少数种类的蔬菜价格比日常略有升

高，大部分种类的蔬菜价格已回到正常

范围。

供给总体充足

“随着道路交通运输逐步恢复正常，市

场蔬菜供应稳中有升，水果库存充足，农

产品供给总体充足、价格稳定。”万邦价格

监测中心负责人宁亚兵介绍，以刚刚过去

的截至 7 月 30 日的一周为例，万邦市场上

63 个重点蔬菜品种中，价格持平的有 4

个，价格下降的有 35个，价格上涨的有 24

个。蔬菜周均价 4.56元/公斤，灾情最严重

的上周均价为 4.69元/公斤，周环比下降了

2.77%，去年同期均价 4.1元/公斤，比去年

同期上涨了 11.22%。“从价格数据分析，

万邦市场蔬菜价格整体呈现小幅度下降

趋势。”

“灾害带来的产地受灾、无货，运输、

人工费用增加等是影响蔬菜价格的主要原

因。”宁亚兵说，随着洪水灾害的影响基本

消退，万邦市场供给恢复，其他蔬菜价格

也降到原来正常水平，只有叶菜类价格还

没有下降。

“面对灾后重建和疫情防控，我们第一

时间制定了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方案，明

确了市场监测、商超防控、货源储备等多

个方面重点工作。”郑州市商务局局长张波

介绍，8月 2日最新数据显示，郑州市肉蛋

菜均能保持正常供应，万邦各类生活物资

库存 30 万吨，交易量 3 万吨左右；双汇猪

肉库存 2 万吨，日产能 550 吨，出货 450

吨；万久单个叶菜类菜品出货量达 500

吨；汇德牧业鸡蛋库存新增加 50吨，达到

100 吨，日产能 20 吨，出货 20 吨，“从以

上情况看，郑州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目前，郑州大型商业综合体和连锁

便利店有 97%以上正常营业，从我们

监测到的情况和实地查看情况看，

郑州市生活物资销售正常，价格平

稳。”张波说，郑州市商务局已安

排 97 辆 配 送 车 辆 做 好 保 供 工

作，并由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配发了

通行证，确保全天 24 小时渠

道畅通，物资充足，保障生

活物资能够源源不断送到

市民手中，同时也将根据

市 民 需 求 持 续 增 加 配 送

车辆。

保供稳价有力

与 此 同 时 ， 河 南 向

全省商场、超市、农贸

市场、农产批发企业等发

布 《关于规范价格行为稳

定市场秩序的倡议书》，

呼吁广大经营者积极组织

货源，全力保障粮、油、

肉、菜、蛋、奶等重要民

生商品供应和防汛物资、防

疫物资、生产物资供应，严

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自觉

维护市场价格秩序。郑州丹尼

斯、永辉超市等大型商超企业

发出保供稳价承诺，承诺加大生

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保障市场

供应、不涨价。

据了解，河南省商务厅自 7 月 21

日起便启动了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

报，对河南全省 220 家样本企业、11 个大

类、72个品种商品实施监测。8月1日监测

数据显示，72 个品种较前一日相比呈现

“36 涨 14 平 22 降”。分大类看，水果零售

均价为 11.7 元/公斤、鸡蛋 10.1 元/公斤、

桶装食用油 16.1 元/升、鲜猪肉 32.6 元/公

斤、水产品 41.8元/公斤，较前一日分别上

涨 5.4%、2%、0.6%、0.3%、0.2%；饮用水

2.8元/升，较前一日下降6.7%；粮食5元/公

斤、蔬菜5.7元/公斤，与前一日持平。

“河南各地全面梳理本地区重点保供企

业，摸清商品库存在哪里、调运由谁指

挥、到货由谁衔接，确保生活必需品找得

到、调得快、用得上，及时弥补市场短

缺，不断档、不脱销。”河南省商务厅副厅

长高翔介绍，从河南各重点市 （县） 商务

部门调查结果看，河南各地粮、油、肉、

蛋、菜、瓶装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供

应总体平稳，农村市场供应基本正常。

“从重点地区看，河南等灾区短暂田间

积水对蔬菜生产影响不大，没有发生持续

大范围的脱销断档，蔬菜价格短期上涨后

已出现回落。”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司长唐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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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方政府债券的

“主角”，专项债发行必须

合理把握发行节奏，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牢牢抓住

“形成实物工作量”这个关

键要求，充分发挥稳投资、

补短板的实效。

8 月 1 日，在位于江苏南通海门的叠石桥国

际家纺城内，海门洽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正将一袋袋真空压缩的四件套、被子等床上

用品打包装箱。几个小时后，这些货品将随家纺

城物流专线送至上海港启程出境。

“上半年，叠石桥市场采购贸易逐步实现了

由现场转关变为一体化口岸出口模式，大幅降低

了市场采购主体的贸易成本。据统计，上半年由

海关监管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货物达 5552

票，金额超过 4.6亿美元。”南京海关隶属南通海

关驻海门办事处主任杨晓梅说。

叠石桥国际家纺城是最早获批市场采购贸易

试点的专业市场之一，也是全国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出口的一个缩影。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上半

年，全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总额 4249.18 亿

元，同比增长 49.1%，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新

亮点。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是指由符合条件的经营者

在经国家商务主管等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

购的、单票报关单商品货值 15 万 （含 15 万） 美

元以下并在采购地办理出口商品通关手续的贸易

方式。据悉，该贸易方式是为国内专业市场“多

品种、多批次、小批量”外贸交易而创设，具有

通关快、便利化、免征增值税等特点。

今年 6月 29日，位于辽宁海城的辽宁西柳服

装城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正式启动。至

此，全国市场采购贸易试点范围已有包括浙江义

乌小商品市场、南通叠石桥国际家纺城、浙江绍

兴柯桥中国轻纺城等在内的31家专业市场。

为促进市场采购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海关

根据“包容审慎、统筹协调、分类管理”原则，

充分评估申报来源、现场查验等风险因素，复制

推广成熟区域海关监管经验，积极推进与地方实

际情况相适应的通关监管模式，让政策红利惠及

更多市场主体。

“通过市场采购贸易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

能在极大程度上缩短企业通关时间，降低企业物

流成本。”据海关总署口岸监管司司长王军介绍，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解决了商户“单小、货杂、品

种多”且无增值税发票的贸易难题，有效降低外

贸门槛，而市场采购贸易全国通关一体化的试

行，将会让更多市场经营者享受叠加的政策红利。

对于未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王军表

示，将在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基础上尽可

能地“放得开”，同时积极运用科技手段，通过

数据分析、物流监控等手段，不断提升监管效

能，为推动市场采购贸易进一步规范发展营造良

好环境。

市场采购贸易成外贸新亮点
本报记者 顾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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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8月3日拍摄的“熊猫电站”（无人机照片）。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杜庄乡土井村的大同熊猫

电站是以熊猫为造型的光伏电站。该电站建设在

1851亩盐碱地上，年发电量达8000万千瓦时。

新华社记者 曹 阳摄

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

求，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底明年

初形成实物工作量。作为地方政府

债券的“主角”，专项债发行必须合

理把握发行节奏，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牢牢抓住“形成实物工作量”这

个关键要求，充分发挥稳投资、补短

板的实效。

专项债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

工具，特别是在 2020 年新增限额

达3.75万亿元，发挥出“四两拨千

斤”的带动作用，为有效应对疫

情、扩大有效投资、稳住经济基本

盘提供了有力支撑。2021 年根据现实情况适度减少规模，

但仍达3.65万亿元，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助力经济稳步

恢复的重要举措。

数万亿元的专项债能否发行好、使用好，关系宏观经济运

行。从发行进度上看，今年上半年全国地方已发行新增地方

政府债券 14800亿元，其中专项债券 10144亿元。从使用情况

上看，专项债券资金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保

障性安居工程、卫生健康教育社会事业等领域重大项目，取得

较好效果。同时，要发挥专项债带动有效投资、促进经济稳定

运行的作用，还需要针对现实情况更加精准有效发力。

首先，要科学把握发行节奏。从总体上看，今年上半年专

项债发行进度同比有所放缓。主要原因是今年专项债券恢复

常态化管理，适当放宽了发行时间要求，不再像去年为应对疫

情冲击而“快马加鞭”推进发行。各地不能在发行安排上松

懈，而是要根据本地经济发展需要和项目准备情况，及时、有

序、稳妥安排债券发行。同时，也不能一哄而上、为发行而发

行，避免“萝卜快了不洗泥”。

其次，要严格规范资金管理。近期披露的 2020年专项债

审计情况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国务院关于 2020 年度中央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一些地方仍存

在专项债券重发行轻管理的问题。一些省份的审计报告显

示，有的地方超范围使用专项债券资金，有的地方将专项债券

资金用于偿还政府购买服务金、发放人员工资等支出，还有一

些地方因项目储备质量不高、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等原因导

致债券资金闲置等。

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必须严格遵守一系列法律、政策要求，

要严肃财经纪律、规范使用管理，特别是要严格使用负面清

单，不得将资金用于发放工资、单位运行经费、支付利息等。

再次，要充分发挥资金效益。债券的发行，目的是要落在

“实物工作量”上，也就是要把筹集来的资金投向重点领域、形

成一批建设项目，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为此，要抓紧安

排债券资金投入使用，逐个环节跟踪落实情况，既要督促加快

资金使用进度，避免资金闲置，也要确保项目质量，提高资金

使用绩效，发挥出最大效益。

当然，在发行使用管理中必须保持风险意识。要对专项

债券项目进行穿透式监测，实现全生命周期、常态化风险监

控，切实防范债务风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提高政策效能和

资金效益，推动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盐碱地上的

熊猫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