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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凡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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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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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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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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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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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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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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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抓机遇促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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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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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柴海亮、梁晓飞

（据新华社太原7月 13日电）

山西：为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蹚新路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14 日 电

（记者申铖、王悦阳）财政部 14 日

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105221 亿 元 ，扣 除

留 抵 退 税 因 素 后 增 长 3.3% ，按 自

然口径计算下降 10.2%。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663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

长 1.7% ，按 自 然 口 径 计 算 下 降

12.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57558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

长 4.7% ，按 自 然 口 径 计 算 下 降

7.9%。全国税收收入 85564 亿元，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0.9%，按

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4.8%；非税收入

1965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8%。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

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3.3%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4日电 （记者魏玉

坤）国家统计局 14日发布数据，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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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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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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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

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说。

全国夏粮喜获丰收
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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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 6月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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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发行新增专项债券3.41万亿元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农民将收获的小麦装车。 新华社发 （张春雷摄）

据新华社巴黎 7 月 13 日电 （记者陈晨）欧洲“织女星-C”

运载火箭 13 日首次发射升空。欧洲航天局表示，“织女星-C”

火箭首飞成功，标志着欧洲火箭发射事业开启“新时代”。

据欧航局网站视频直播，法国巴黎时间 13 日下午，“织女

星-C”火箭携带 7 颗卫星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

空 ，其 中 包 括 意 大 利 航 天 局 重 296 千 克 的 激 光 相 对 论 卫 星

2 号，以及其他 6 颗立方体卫星。发射约 2 小时 15 分钟后，欧

航局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成功。

一箭七星

欧洲“织女星-C”运载火箭成功首飞

据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3 日电 （记者许缘）美国劳工部

1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6 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

比上涨 1.3%，同比增长 9.1%，远高于市场预期。同比涨幅为

1981 年 11 月以来最大值。

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由于能源、食品价格和居住成本持续

攀升，6 月美国 CPI 环比和同比增幅均较 5 月明显扩大。剔除

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7%，同比

增长 5.9%，同比涨幅较 5 月略有收窄。

具体来看，美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 7.5%，同比大幅攀升

41.6%，涨幅均较 5 月有所加速，同比涨幅创 1980 年 4 月以来最

大值。当月，食品价格环比增长 1%，同比上涨 10.4%，同比涨

幅为 1981 年 2 月以来最高水平。占 CPI 比重约三分之一的居

住成本环比上涨 0.6%，同比涨幅也增至 5.6%。

分析人士认为，食品和能源价格高企是造成 6 月 CPI再创

新高的主要原因。由于美国物价水平长期居高不下，外界对

美联储在 7 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加息 75 个基点的预期不断增

强，对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担忧也日趋加剧。

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

算下降 1.6%。

美国通胀破“九”创近41年峰值
外界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预期不断增强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7 月

12 日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

国 务 院 总 理 李 克 强 主 持 召 开

专 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分析经济

形势，就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听

取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出席。

会上，苏剑、伍戈等专家和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从事跨境电

商服务的敦煌网公司、从事产业

园运营服务的北京联东公司等

企业负责人发了言。

李克强说，二季度我国经济

发展极不寻常，超预期因素带来

严重冲击，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加

大，4 月主要指标深度下跌。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 强 领 导 下 ，各 地 各 部 门 落 实

党 中央、国务院部署，有力应对

困难挑战。我们及时果断施策，

坚持不搞“大水漫灌”，靠前实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

报告》政策举措，按照已确定的

总体思路、政策取向，推出稳经

济 33 条一揽子政策措施等，召开

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稳住经

济大盘工作。政策效应较快显

现，5 月主要经济指标跌幅收窄，

6 月 经 济 企 稳 回 升 ，这 极 为 不

易。但经济恢复基础不稳固，发

展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稳

住经济大盘需要继续付出艰苦

努力。要 以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抓住经

济恢复重要窗口期，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稳市场主体稳就业稳物价，推进改革开放，齐心协力在三季

度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基础，推动经济运行尽快回归正常轨道。

李克强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应对好两难多难

问题，既稳增长，又防通胀、注意防输入性通胀。要保持宏观

政策连续性，既要有力，尤其要加大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等实施

力度，又要合理适度，不预支未来。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等实施

时间才一个多月，还有相当的实施空间，要继续推动政策落地

和效果显现。1.6 亿多户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动力源、就业顶

梁柱。要逐条梳理助企纾困各项政策落实情况，确保见效。

进一步畅通交通物流主干道、微循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

点，稳定市场预期。通过市场化社会化办法增加就业岗位，做

好促进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工作，坚决纠正各类就业歧

视。扎实保障民生。我国物价总体平稳，为在复杂国际环境

下稳定我国经济大盘提供了支撑。稳定粮食能源价格是稳物

价的关键。要在夏粮增产丰收基础上抓好秋粮生产，确保全

年粮食丰收。当前正值电力迎峰度夏，要进一步提升煤炭电

力稳定供应能力，坚决防止拉闸限电。

孙春兰、胡春华、王勇、肖捷、赵克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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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经济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地见效，

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回升势头。”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袁达

14 日说。

近期，上半年及二季度经济数据陆续

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上半年经

济形势媒体吹风会上，相关司局负责人对

当前经济运行热点作出回应。

“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回升、
运行在合理区间”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金贤东

说，回首上半年经济运行轨迹，前 2 个月我

国经济开局良好，3 月下旬受疫情反弹和

乌克兰危机等超预期因素冲击，经济下行

压力陡然增大。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明确

要 求 ，高 效 统 筹 疫 情 防 控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加快实施稳经济大盘各项政策，取得

积极成效。5 月下旬以来，我国经济运行

持续企稳回升，积极因素不断增多。

袁 达 说 ，从 产 业 运 行 看 ，夏 粮 再 获

丰 收 ，工 业 运 行 在 经 历 4 月 的短暂下降

后，5 月重回正增长，6 月继续加快，6 月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返扩张区间，服务业

经营好转。

从市场需求看，投资、出口带动作用

明显，居民消费持续回升。前 5 个月新开

工项目数同比增长 26.1%，新开工项目计

划总投资增长 23.3%。随着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居民消费稳步恢复，端午节期间市

场消费明显回暖。

从重点地区看，积极变化不断增多，

经济大盘保持稳定。福建、山东、湖北、湖

南等省份较好发挥支撑拉动作用。中西

部地区经济增速好于全国整体水平。受

疫情冲击影响较大省份经济明显好转。

袁达说，随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成效持续显现，宏观政策效应

进一步释放，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回升、运

行在合理区间。

“全年涨幅 3%左右的 CPI
预期目标可以实现”

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粮食价格大幅

上涨，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通胀居高不下。

我国物价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上半年居

民消费价格（CPI）平均上涨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

说，我国持续加强粮食、煤炭等重要商品

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以国内保供稳价的确

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力保障

物价基本稳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然

较多，但我们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继续

保持物价运行在合理区间，全年涨幅 3%左

右的 CPI预期目标可以实现。”他说。

万劲松说，当前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

供给能力总体充裕，煤炭优质产能持续释

放，今年夏收小麦产量高、品质好，生猪产

能总体合理充裕，近期能繁母猪存栏量进

一 步 增 加 ，牛 羊 禽 蛋 和 蔬 菜 水 果 生 产 正

常、供给充足，保供稳价具有坚实基础。

他说，将继续密切跟踪物价总水平和

重要商品价格走势，持续加强市场调控，

抓好各项保供稳价政策落地见效。全力

稳定粮食生产，进一步压实“菜篮子”市长

负责制，确保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

格基本稳定，必要时适时投放中央猪肉储

备 ，指 导 地 方 联 动 投 放 储 备 。 以 煤 炭 为

“锚”继续抓好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指导

各地认真执行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及时足

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切实保障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

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有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

长李云卿介绍，今年以来能源供需总体平

稳，受重点行业用电增长、气温升高等因

素 影 响 ，入 夏 以 来 全 国 日 发 电 量 快 速 攀

升，用能需求明显回升。

李云卿说，为全力做好迎峰度夏能源

保供工作，我国持续提升资源保障能力，

多措并举强化供需衔接，加快推进可再生

能源发展和能源储备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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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司副

司长张国华说，我国粮食生产稳步发展，

国内粮食市场运行平稳，价格波动幅度远

低于国际市场，粮食物流和应急保障能力

显著提升。

今年 3 月以来，受疫情多点散发影响，

部分地区、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

行受到一定冲击。“通过共同努力，我国产

业链供应链实现总体稳定运行。”国家发展

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赵志丹

说，继续扎实推进保链稳链工作，持续补齐

短板弱项，持续破除瓶颈制约，持续强化风

险防范，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

霍福鹏说，随着工业稳增长系列政策效应

逐步显现，工业生产、投资、预期均趋于改

善，工业经济总体呈企稳回升态势，为下

半年平稳增长创造良好条件。

新华社记者 安 蓓

（据新华社北京7月 14日电）

“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回升势头”
—— 国家发展改革委谈当前经济走势

新华社法兰克福 7 月 14 日电 （记者单玮怡）欧元对美元

汇率 13 日继续下滑，盘中短暂跌破 1 比 1，这是自 2002 年 12 月

以来的首次。

美国劳工部 1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6 月美国消费

者 价 格 指 数 环 比 上 涨 1.3%，同 比 增 长 9.1%，远 高 于 市 场 预

期。受此影响，欧元对美元汇率 13 日一度跌破 1 比 1，最低点

达到 1 比 0.9998 美元。在此点位短暂交易后，欧元对美元汇率

恢复至平价以上。

德国《明镜》周刊认为，美国最新通胀数据使市场对美联

储进一步激进加息的预期增强，进而导致欧元汇率短暂跌破

平价。德国《商报》网站分析称，欧元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与

美元走强、欧元区国家通胀高企、欧洲能源危机蔓延以及在欧

洲央行加息预期下欧洲高负债国家风险上升有关。

欧元对美元汇率短暂跌破1比1
近十年首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