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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原 奋 进 正 扬 帆
芒种忙，麦上场。6 月里，中原大地

遍野金黄，处处洋溢着麦收的喜悦。一

株株饱满的麦穗，一张张粮农的笑脸，

昭示今年河南夏粮丰收在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 赴 河 南 考 察 调 研 ，就 粮 食 生 产 、黄

河 治 理 、中 部 崛 起 、干 部 作 风 等 提 出

要 求 ，为 河 南 发 展 指 明 方 向 。 牢 记

总书记嘱托，河南埋头苦干、闯关探路，

努 力 在 中 部 地 区 加 快 崛 起 、奋 勇 争

先，谱写新时代中原大地更加绚丽的

篇章。

“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
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2021 年 5 月 ，河 南 南 阳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考察途中临时下车，走进一处

麦田察看小麦长势。看到丰收在望，

总书记指出，夏粮丰收了，全年经济就

托底了。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

牢攥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嘱托：“河南作

为农业大省，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对全

国影响举足轻重。”“粮食生产这个优

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早在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高标准粮田综合

开发示范区考察时指出，要立足打造全

国粮食生产核心区这一目标和任务，在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开辟新途径、挖掘

新空间、培育新优势。

“当年总书记来考察时，我们这里

的麦田刚实现‘旱能浇、涝能排’，如今

已升级成‘科技田’‘智慧田’，智能物联

网、水肥一体化系统、环境监测系统等

各类设施一应俱全。”谈起几年来的变

化，尉氏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朝

英感慨地说。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

河南抓实粮食生产工作：落实最严格

耕地保护制度，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

7844.52 万亩、重要农产品保护区 1034

万亩；全省实施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

设，累计建成 7580 万亩；聚焦种业科技

自立自强，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

过 97%；高水平建设国家农机装备创新

中心，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 86.3%；完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和农技推广体系，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 64.1%。 （下转第三版）

5月份 CPI温和上涨，PPI涨幅大幅收窄——

上 下 游 价 格 走 势 更 趋 协 调
本报记者 熊 丽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5 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1%，

涨幅与上月相同；环比由上月上涨 0.4%转

为下降 0.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同比上涨 6.4%，环比上涨 0.1%，同比

和环比涨幅均继续回落。

专家表示，在国际通胀水平居高不下

的形势下，我国保供稳价效果持续显现，物

价总水平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上下游价

格走势更趋协调。不过，当前我国经济发

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稳物价仍不可掉以轻心，需要进一步夯实

物价平稳运行的基础。

中国成全球物价“稳定器”

“低增长、高通胀”的阴霾正笼罩全球

经济。近期，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对全球经

济增速的预测，并调高了通胀预期。

经合组织 6 月 8 日发布报告，将 2022 年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 4.5%调降至 3%，同时

预计今年该组织 38 个成员国的整体通胀率

将翻倍，达到 8.5%。世界银行 6 月 7 日发布

的《全球经济展望》认为，受疫情、俄乌冲突

影响，全球经济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漫长的

增长乏力、通胀高企时期，并下调今年全球

经济增长预期至 2.9%。

与国际通胀高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我国物价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成为全球通

胀的重要“稳定器”。从 5 月份数据看，我国

CPI 同比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下降 0.2%；

剔 除 食 品 和 能 源 价 格 的 核 心 CPI 上 涨

0.9%，继续保持基本稳定。我国加大力度保

供稳价，政策效果明显，PPI 同比涨幅比上

月大幅收窄 1.6 个百分点，连续 7 个月回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研究室

主任郭丽岩表示，与美西方通胀高企相比，

我国居民消费物价稳定在 2%左右，处于相

对较低的通胀区间。这主要得益于：我国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国内

供求关系总体较为稳定；我国坚持稳健货

币政策，科学把握政策力度、节奏和重点，

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粮食和能源

等重要初级产品保供稳价取得显著成效。

保供稳价有条件有能力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我国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千方百计稳物价。国家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表示，近段时间，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

委会同有关部门，及时采取了一系列保供稳

价措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郭丽岩认为，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

的复杂局面下，我国努力保持国内物价平稳

运行，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于不确定性

中增加确定性、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的

体现，有利于增强市场主体与消费者信心，

从而为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环境。

我国物价平稳运行具有坚实的物质基

础。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多年连丰”，库存

充裕；生猪产能处于较好水平，牛羊禽肉产

量保持稳定，在田蔬菜面积同比增加，供给

能力充足。此外，经过近几年应对疫情的

实践，各地应急保供稳价能力持续增强，工

作体系不断完善。目前，我国成品粮油价

格基本稳定，猪肉价格处于较低水平，蔬菜

价格稳中回落。“我们有能力、有底气、有条

件做好复杂形势下的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

价工作。”赵辰昕说。

物价持续平稳运行为宏观调控提供了

充足的政策空间。郭丽岩认为，稳健的货

币政策环境将继续为全年物价稳定运行提

供保障。随着部分地区物流配送环节堵点

卡点进一步打通，我国保持重要民生商品

价格总体平稳的基础将更加坚实。同时，

随着一系列助企纾困、托底民生政策加快

落细落实，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更加有力

有效，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从

而为畅通循环、稳定物价提供支撑。

（下转第二版）

去年大气约束性指标任务全部超额完成
山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本报太原 6 月 10 日讯（记者李红光）

山 西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1 年山西省大气约束性指标全部超额

完成国家下达任务，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厚绿色底色。

2021 年，山西省 11 个设区市 PM2.5 浓

度首次迈进“30+”，SO2 浓度连续 4 年保持

20% 以 上 改 善 幅 度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达 到

72.1%，空气质量改善迈上新台阶，实现历

史性突破；全省 94 个地表水国考断面中，

水质优良断面 68 个，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72.3%，超额完成“十四五”国家考核任务；

汾河流域 21 个国考断面全部提升到Ⅳ类

及 以 上 水 质 ，稳 定 实 现“ 一 泓 清 水 入 黄

河”。此外，山西省城市声环境质量总体向

好，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级监察专员

樊占春表示，通过坚持全面设点、全面联网、

自动预警、依法追责，山西省初步建成了天

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

与、公众监督的生态环境监测新格局。

2021 年，山西省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荣誉的县区数量为历年最多。山西

省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董轶茹

表示，针对不同区域，山西省探索守绿换

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等多种“两山”转化

路径，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形成

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真正起到“做实一小片、引领一大片”

的作用，推动示范建设取得新的突破和成果，带动区域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动实际贷款利率稳中有降
金观平

国务院近期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

一揽子政策措施》，明确提出要推动实

际贷款利率稳中有降。

今年二季度以来，由于疫情多点散

发，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部分

行业和群体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对金

融支持政策的需求尤为迫切。

对此，人民银行继续深化利率市场

化改革，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改革效能和指导性作用，增强信贷市场

竞争性，同时优化存款利率监管，推动实

际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从数据看，贷

款“降价”效果已经有所显现，今年 1 月

至 4 月 ，企 业 新 发 放 贷 款 平 均 利 率 为

4.39%，创下有统计以来的低位。

继续推动实际贷款利率在低位稳

住，并进一步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

需要稳存量、扩增量、促改革、降成本，

引导金融系统继续向实体经济让利。

稳存量、扩增量就是要增强信贷总

量增长的稳定性，在用好前期降准资金

的同时，扩大信贷投放。这就要求金融管

理部门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

大流动性投放力度，保持流动性总量合

理充裕。2018 年至 2021 年，我国广义货

币平均增速与同期名义 GDP 的平均增

速大致相当，支持实现了经济增长、物价

稳定、充分就业的优化组合。当前，稳增

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需要

进一步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审慎

经营原则，加快已授信贷款的信贷投放，

积极挖掘新的项目储备，增加对实体经

济的贷款投放，保持对实体经济的金融

支持力度。

在稳存量、扩增量的基础上，推动

实际贷款利率稳中有降仍须充分发挥

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持续释放

LPR 形成机制改革效能。自 LPR 改革

以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从 2019

年 7 月 份 的 5.32% 降 至 今 年 3 月 份 的

4.36%，累计降幅达 0.96 个百分点，有力

推动了实际贷款利率降低，在很大程度

上缓解了长期困扰小微企业的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未来，仍须进一步深化

LPR 改革，发挥好其指导性作用，落实

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稳定银行负

债成本，带动企业贷款利率稳中有降。

推动企业贷款利率稳中有降，需要

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行动起来。要用

好用足各项货币政策工具和地方纾困

政策，及时获取低成本资金支持，加强

负债成本管理，在商业可持续性的原则

下进一步降低企业贷款利率。同时，进

一步加大对企业的减费让利力度，在落

实各项金融服务收费管理政策的基础

上，适当加大对因疫情暂时遇困行业企

业和相关群体金融服务收费的优惠减

免力度，进一步挖掘减费让利空间，持

续改进服务技术、模式和业务流程，帮

助企业降低融资综合服务成本。

6 月 10 日，浙江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中宅矿石码头二期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该项目设计年吞吐量 2000 万吨，是宁波

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对于完善我国大型矿石码头布局、提高大宗商品中转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蒋晓东摄（中经视觉）

﹃
让人民群众奔着更好的日子去

﹄

—
—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纪实

“四川我来过多次，不少地方都走过。天府

之国，真是一个好地方。在当前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我再来这里看看。”

6 月 8 日，仲夏时节，习近平总书记赴四

川考察。

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总书记第二次到四

川考察调研。

一天时间，自眉山至宜宾，步入稻田看秧苗

长势，走进乡村话接续振兴，考察三苏祠谈文化

自信，眺望三江口察长江生态保护，走进高校调

研就业问题，深入企业鼓励自主创新⋯⋯一路

调研，一路思索，指明方向，坚定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到今天这一

步不容易，都是拼来的。同时，我们不能满足

于此，还要勇往直前，更上一层楼。”

“新的征程上，我们遇到的困难还会很

多。我一直讲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要准备迎接挑战、接受考验。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华民族就是这样推着国家往前走，让人

民群众奔着更好的日子去。”

希望田野 美丽乡村——
“老百姓的事，要实实在在干，
干一件成一件”

芒种刚过，正值水稻拔节生长之时，“天府

之国”成都平原的沃野上，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刚好是农忙时节，这次到南方看看水稻

田。”8日上午，四川考察第一站，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岷江之畔的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

总书记高度关注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

者”。两个月前，赴海南考察，第一站就看了

三亚崖州湾的种子实验室。

这一次，从实验室走到田间地头，从育种

环节来到试种阶段。

眼前的高标准农田，是四川省规模最大

的水稻新品种新技术中试基地。100 多种水

稻在这里试种、比较、筛选、推广，以良种为丰

产打下坚实根基。

顶着烈日，总书记走进稻田深处，俯身察

看秧苗长势。

“现在苗情怎么样？”

“从单株分蘖数来看，已经表现出高产的

特征。”农业专家、四川农业大学教授马均告

诉总书记。

“高产能达到多少？”总书记问。

“这里最高亩产900多公斤，平均680公斤。”

马均告诉总书记，近年来村里通过流转

耕地集中起来，把村民组织动员起来，培养了

200 多个种粮大户，调动了他们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的积极性。

“这很好！你们提供优良品种、先进技术，

粮食增产主要还得靠他们。”总书记称赞道。

“请总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能实现藏粮于技，中国碗装

中国粮食。”马教授信心满满。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高兴：“你们从事这项工作很辛苦，出

成绩也是长周期的，日晒雨淋，淡泊名利，贡献非常大。咱们

国家能够丰衣足食，农业专家功不可没。”

放眼广袤田野，总书记思虑深远：“民以

食为天。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靠我们中国

的农业专家，也要靠我们中国的农民，我们有

信心、有底气实现粮食安全的目标。四川要

把农业搞好，把粮食生产抓好。”

稻田尽头，是一片片粉花碧叶的荷塘、一

座座白墙黛瓦的民居。

总书记步入村庄，一边走一边察看村容

村貌。

4 月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

经委员会会议，研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其中一项明确要求正是“加强农村污水和垃

圾收集处理设施建设”。

眼前的荷塘内，蕴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

巧思。

驻村第一书记刘超告诉总书记，村里进行

了厕所改造，建设了化粪池和污水管网，生活

污水经净化处理后进入荷塘，既美化了村民生

活环境，又通过莲藕种植增加了集体收入。

“景色不错，还有净化功能，一举多得。”

总书记点头赞许。

走进村卫生站，总书记问起药价：“这个

糖尿病药多少钱？”

“一包九块六，一年下来大约 600 元。”

“这个高血压药吃一年，能享受多少补贴？”

“一年补贴 2400 元。”

总书记点点头：“衣食住行，还有医药，老百

姓最关心的就是这些。要多搞一些新品种、创

新药、国产药，把药价平抑下来，为百姓谋福利。”

他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老百姓的事，要实

实在在干，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民心所向，忧之念之。民康物阜，盼之行之。

4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时主持

召开了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

4 年来，四川省 625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全面摆脱贫

困。正如总书记所说的，困扰中华民族的绝

对贫困问题，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历史性得

到了彻底解决。

村委会前广场，村民围拢过来，纷纷向

总书记问好，阳光洒在喜悦激动的脸庞上。

“永丰村，好名字啊。永丰永丰，永远丰

收！”总书记笑着对乡亲们说，“大家收入高

了、日子好了，脱贫之后要接续推进乡村振

兴，不断发展下去。”

不远处，高铁疾驰穿过绿色田野。田与

村、人与自然、坚守与创新，铺展开中国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美丽图景。

千年文脉 一江清水——
“守护好中华文明摇篮”

苏轼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位列唐

宋八大家，书写了“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文

化传奇。眉山城内，街头巷陌，因三苏父子，氤氲着深厚的文

化气息。

8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位于眉山市中心城区的

三苏祠。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