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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区实际利用外资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第三方设计公司对学校的上下水
管网工程专门设计方案，暑期就能入场
施工，彻底解决师生夜间上不了厕所、用
水难的问题。我们感到非常暖心，感谢
党和政府，感谢政协。”近日，吴忠市同心
县丁塘镇中学校长马俊江激动地说。同
心县政协通过开展“有事好商量”协商，
有力促进这项民生工程顺利进展，共画

“同心圆”。

师生生活难题牵动政协委员的心

4 月 6 日，同心县突发新冠肺炎疫
情，该县寄宿制学校迅速进入全面封闭
管控、集中生活学习的特殊状态。丁塘
镇中学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学校有 16个
教学班，在校学生 769 名，其中住校生
546名。马俊江回忆，当时学校集中隔离
师生 60人，其他人则在学校实行封闭式

管理。学校学生宿舍无下水管道设施，
寄宿生平时将生活用水集中收集到水桶
中，再将水桶抬到 100 米外的树林中倾
倒，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疫情防控
期间，一部分学生隔离在宿舍楼，受条件
所限，上厕所就成了大问题。

基于此，吴忠市政协常委苏润军提
交了《关于为丁塘镇中学安装校园上下
水管道设施的提案》，希望解决这一问
题。苏润军告诉记者：“我是同心县教育
局副局长，发挥委员职责，助力解决师生
遇到的难题就是我心头上的大事。”疫情
防控期间，苏润军每天都会和马俊江通

电话，全面了解师生所处的境况。
同心县政协组织委员先后 2次专门

到丁塘镇中学实地调研。该校没有下水
管网，现有的一间水冲式厕所无法使用，
淋浴室更是摆设，教师公寓的卫生间也
成了杂物间。委员们还发现，学校在环
境创设方面比较薄弱，校舍也存在一些
其他安全隐患问题。

调研现场，看到孩子们吃力地抬着
沉重的水桶进出校园时，委员们被震撼
了。同心县政协委员杨龙说：“我是一名
教育工作者，看到孩子们生活如此不便，
希望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善孩子们

现有的生活学习环境。”

多部门通力合作共推问题解决

5月 4日，吴忠市政协副主席杨春燕
在丁塘镇中学实地调研时获悉学校师生
这一诉求后，她言辞恳切地表示，学校建
设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各部门要加快对
丁塘镇中学无下水问题和教学楼破旧问
题改造的进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软硬件设
施建设，做好校园硬化和绿化工作，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办学治校的
全过程和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方便师
生工作学习，创设更加温馨的环境。

5月 16日，同心县政协开展“有事好
商量”协商会，同心县政协主席马俊文等
和同心县发展改革局、教育局、住建局等
部门及乡镇相关负责人齐聚丁塘镇中
学，共商解决学校困难之道。（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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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振星） 7月 13日，记者从“以先行区建设
为牵引 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区市场主体总量达 73.40 万户，增长
7.34%。今年 1月至 6月新登记市场主体 6.55万户，增长 7.7%。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二级巡视员刘昌明介绍，市场监管部门
全面推行市场监管领域 23项行政许可事项“跨省通办”，全区所
有登记注册网点均可无差别办理营业执照。全面推行企业开
办“一网通办”，将企业登记、公章刻制、申领发票、税控设备、社
保参保登记、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银行开户预约 7个事项

“打包”办理，线上“一表申报”“一日办结”。
市场主体在办理设立登记、住所变更登记时，只需提交载明

住所信息的承诺书。同一地址可作为多个市场主体的住所办理登
记，多个企业可以 1家托管机构的地址作为其住所按照“一址多
照”形式进行集群登记。推行市场主体登记“智办简办”。加快企
业设立登记系统与公安人口库、自然资源不动产登记库数据共享，
实现经营范围标准勾选、住所地址智能提示、标准化文书材料自动
生成、智能辅助审查和终端自助打印。全面推行企业和群众办事
关键信息免填写、纸质材料免提交、相关信息“最多报一次”。

我区允许只通过互联网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使用
网络经营场所（网址）登记，个人办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行业营业执照可按照车辆行驶证住址进行登记。推行

“一业一证”改革。围绕破解“准入不准营”问题，将市场主体进
入特定行业涉及的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通
过加载在营业执照和行业综合许可证上的二维码实现信息共
享展示，进一步压减审批环节和时限，实现“一证准营”、跨地互
认通用，更好服务市场主体。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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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严格落实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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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

我区持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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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好商量”议出“同心圆”
——同心县政协助力破解丁塘镇中学上下水设施改造难题

本报记者 束 蓉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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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看，上半年，国内增值税19136亿元，扣除
留抵退税因素后下降0.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5.7%。国内消费
税95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8%。企业所得税28388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3.2%。个人所得税78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7%。

财政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8887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9%。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1563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325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9%。

“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薛虓乾说，科学技
术、农林水、卫生健康、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分别
比上年同期增长 17.3%、11%、7.7%、4.2%、3.6%。

此外，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7968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8.4%；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5482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1.5%。

7 月 14 日，朝
霞 照 耀 着 巴 山 大
草原。

盛夏时节，陕
西 省 安 康 市 岚 皋
县 巴 山 大 草 原 野
花 遍 地 ，风 光 旖
旎，吸引众多游客
到 此 露 营 度 夏 休
闲。近年来，当地
政 府 依 托 巴 山 大
草 原 高 品 质 草 原
观光、帐篷露营等
多样化旅游产品，
提升旅游品牌，实
现 旅 游 产 业 跨 越
式发展。

新华社发

上半年财政收入扣除
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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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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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