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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12.7%！
上半年中国经济回稳向好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十四五”开

局之年经济半年报亮相！国家统计局15日

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532167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2.7%；两年平均增长5.3%，比一季度加快

0.3个百分点，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

向好态势。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当天举

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上半年国民经济持

续稳定恢复，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18.3%，两年平均增长 5.0%；二季度增长

7.9%，两年平均增长5.5%。

生产需求继续回升。从生产来看，夏粮

再获丰收，畜牧业生产稳定增长。上半年，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两年

平均增长7.0%，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

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3%，比

一季度提高2.1个百分点。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夏粮总产量

760.64亿斤！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河

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今年我省夏

粮迎来丰产又丰收，小麦播种面积、单

产、总产量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根据对全省43个国家调查县、345

个调查样本村、1035个样方地块、3105

个十平方尺小样本实割实测和夏粮播

种面积卫星遥感监测调查结果，并报经

国家统计局核准：今年夏粮总产量

760.64亿斤，比上年增长1.3%。其中

小麦总产量760.56亿斤，占全国小麦总

产量的28.3%。小麦播种面积、单产、总

产量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数据显示，今年我省夏粮播种面积

8538.21万亩，比上年增加23.79万亩，

增幅0.3%；其中小麦播种面积8536.0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5.54 万亩，增幅

0.3%。夏粮平均亩产445.43公斤，比

上年增长 1.0%；其中小麦平均亩产

445.50公斤，比上年增长1.0%。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有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夏粮生产播种基础好，播种

面积稳中有增。从播种期到收获期整体

气象条件利大于弊，小麦病虫危害防治

效果明显。农业科技支撑粮食单位面积

产量长期稳定提高，截至2020年年底，

我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6910万亩，占耕

地面积的56.6%。通过深耕深松、精细

整地、测土化验、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用

量、选用优良品种、适期适量高标准播

种、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控等技术进行

组合应用，使高标准农田建成区粮食生

产能力亩均增加75公斤，为我省粮食稳

产高产提供了重要支撑。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孙双涵杨振辉

“夏日炎炎有你超甜，滔河杏李让你

嘴馋。大家看我手里这颗：绿皮红肉惹

人爱，美味多汁有营养，酸甜可口汁水

多，看着嘴馋心更痒……”7月14日，烈

日炎炎，在淅川县滔河乡万亩杏李基地，

一场特殊的“考试”在绿水青山间展开，

乡里的19名青年干部正就杏李种植、管

护等知识展开激烈角逐。

据了解，淅川县作为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核心水源区、渠首所在地，2020年

之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既要保水质，

又要促发展，该县走出了一条以绿色产

业为主导的生态富民路。滔河乡位于

丹江口水库的西岸，作为水源地重点乡

镇之一，立足自身光照充足、多山地、拥

有优质山泉水等适合林果生长的自然

优势，发展8000余亩杏李、2000余亩

核桃，目前均已进入挂果期，林果销售

供不应求。

“我们通过举办‘青年干部杏李产业

知识大比武’活动，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实际行动，更好服

务杏李盛果期的到来，让林果增产，让果

农增收。”活动现场，淅川县滔河乡党委

书记张本贵介绍。

“我们这杏李吃的是有机肥，喝的是

山泉水，全程不用农药和化肥，所以长出

来的杏李色泽艳丽、风味独特、口感清脆

甘甜……”听着选手的介绍，品鉴果子的

专家评委频频点头。

“杏李为啥要尽量在降雨前采摘？”

比赛场上，随着一个个问题的抛出，选手

们争先恐后抢答。

“为了避免吸水过多造成果实细胞

液浓度降低，也就是将糖分稀释了，会造

成口感不甜。”8号选手杨冰的回答引来

了专家们的阵阵掌声。

活动现场，果农当考官，专家作裁

判，19位选手通过知识抢答、杏李品鉴、

现场推介、果农提问、干部答疑等“比武”

形式激烈角逐。评委结合各位选手的参

与程度和销售业绩，最终评选出“杏李种

植技术能手”“杏李销售能手”等优秀乡

干部。

近年来，滔河乡立足独特区位，借

助丹江与滔河丰富水文资源，党建铸

魂、绿色发展，围绕稻鱼、莲虾混养、迷

迭香、杏李等特色产业，着力打造集休

闲观光和采摘于一体的生态示范基地，

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农民长远增

收，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为了铆

足产业发展后劲，我们培养了一批干得

了农活、懂得技术、卖得了产品的年轻

干部，他们深入田间地头，全过程参与

产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和农民群众同

心协力，奏响乡村振兴的乐章。”张本贵

说。

本报讯（记者杨青）7月15日，全国

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郑州选拔赛在郑

州商业技师学院启动。

据介绍，本次大赛设砌筑工、汽车

维修工、农机修理工、电工、美发师、养

老护理员、育婴员、西式面点师、餐厅服

务员、电子商务师等十多种比赛项目，

各项目分设职工组和学生组。大赛职

工组和学生组均按照相关职业（工种）

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三级）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要求，适当增加新技术、新工

艺、新规范和岗位实际操作等内容。参

赛人员需要具备农村户籍，2021年9月

1日前年满16周岁，鼓励各地脱贫家

庭，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人员参赛，具有

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创业学生不得以职工

身份参赛。另外，只要年龄符合，在法定

退休年龄以内或者是灵活就业人员也可

报名参加。

“此次选拔大赛将理论考核融入技

能操作考核过程中，不单独设理论考

核。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计划在

乌鲁木齐市举办，所以大赛设置了一个

比较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项目，那就是烤

羊肉串，目前技师学院的学生正在加紧

训练此项技能。”郑州商业技师学院院长

刘岳介绍。

据了解，各赛项各组别设金、银、铜

奖各1名，对前3名以外但排名在参赛人

数1/2以上的选手颁发优胜奖，由省组

委会颁发荣誉证书。各赛项职工组前五

名的选手，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核

准后，将授予“河南省技术能手”称号，颁

发奖章和证书。获得各赛项职工组、学

生组金牌的选手由省组委会推荐代表河

南省参加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 实习生吕舜）7

月15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河南省土壤污染防治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2021年10

月1日起开始实施，《条例》紧紧结合我省

实际，总结固化近几年土壤污染防治的实

践经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

治法》进行了细化、拓展和完善。

“《条例》增加了建立农用地土壤污染

防治预警制度，最大限度降低农产品超标

风险，确保我省粮食安全。”省生态环境厅

土壤处处长刘书强表示，按照土壤污染防

治法要求对农用地实施分类管理的基础

上，我省要求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建立

省、市、县三级预警体系，以污染高风险区

域耕地土壤为重点，每年布设土壤与农产

品协同监测点位，按照“监测-预判-处

置”的思路，精准管控耕地土壤环境风险。

同时，《条例》还突出预防为主，刘书

强说，一是细化明确新改扩建项目土壤污

染防渗要求，有色金属冶炼等建设项目对

建设厂区进行防渗处理，新建、改建、扩建

加油站、储油库项目落实防渗处理要求。

二是细化明确未污染土壤保护，加强对纳

入耕地后备资源的未利用地保护，定期开

展巡查；对拟开发为农用地的，应当组织

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评估，不符合相应标准

的不得种植可食用农产品。另外，严禁向

荒草地、滩涂、盐碱地、沼泽地等非法排

污、倾倒有毒有害物质。

刘书强强调：“下一步，我们将组织有

关力量加大对土壤污染防治违法行为的处

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严惩重罚，形成震

慑，共同做好土壤污染防治，真正让人民群

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为建设‘天蓝、地

绿、水清’的美丽河南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李燕）群众喜欢什么

样的宣讲，如何能让党史故事入脑入

心？宁陵县在创新实践中发现，党史学

习教育要接地气、有活力、扎根群众，百

姓宣讲团就是最好的答案。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百姓

用乡音融合身边人、身边事讲好党史故

事，这样才能让宣讲深入人心。”近日，宁

陵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向群介绍，该

县在成立党史学习教育县委宣讲团的同

时，从全县各行各业选拔35名骨干精

英，成立了一支讲百姓话、群众喜爱、畅

达民意的百姓宣讲团。

“以乡音讲党音，我会根据不同的

宣讲对象，灵活采取不同的宣讲方

式。”百姓宣讲团成员李金金是宁陵县

村级专干，她通过在红色教育基地实

地讲解、视频展示等形式，推动党史宣

讲进农户、进车间、进校园、进网络，

和老百姓开展面对面互动宣讲，心贴

心解疑释惑，使宣讲生动鲜活、入情入

理。

如今，百姓宣讲团35名成员活跃在

宁陵县乡村地头、机关、学校、企业等地，

宣传解读大政方针，赞美幸福新生活，引

导带动全县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推

选出至少一名宣讲员。宁陵县委书记、

县长马同和介绍，在县委宣讲团带动下，

宁陵涌现出“老中青”全覆盖的各类宣讲

团，他们通过听党课、学党史，发挥“传帮

带”作用，成为百姓宣讲团的新生力量，

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来讲理论、说政策，忆

历史、话成就，看变化、谈感受，用百姓话

讲百姓事。

把“话筒”交给百姓，让百姓当“主

角”。宁陵县党史学习教育百姓宣讲团

自成立以来，已在全县各地开展宣讲活

动500余场，覆盖受众十余万人次。活

跃在基层的百姓宣讲团，真正收到了宣

讲一场、感染一片、带动一方的效果。

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郑州选拔赛启动

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大显身手啦

干得了农活、卖得了产品，淅川县滔河乡把农技
知识和销售业绩作为锻炼干部的“试金石”

“考试”搬到果园里

宁陵县成立党史学习教育百姓宣讲团

把“话筒”交给百姓 讲好党史故事

今年夏粮总产量760.64亿斤，其中小麦

总产量 760.56 亿斤，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

28.3%。小麦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通过土壤环境质量评估才能种粮
《河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今年10月1日起实施

夏粮总产量
今年河南夏粮丰产又丰收

□本报评论员

760.64亿斤！今年我省夏粮总产

量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占全国夏粮总产

量（2916亿斤）的四分之一强。

898.26公斤！修武县王屯乡周流

村高产示范田小麦平均亩产比去年全

国小麦单产最高纪录高出40多公斤。

增长12.7%！上半年我国经济发展

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

“夏粮丰收了，全年经济就托底

了。”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夏粮生产

情况，5月13日在赴南阳渠首考察途中

临时下车，走进一处麦田察看小麦长

势。

中原熟，天下足。作为人口大省、

农业大省，河南夏粮生产交出满意答

卷，托住了河南经济的底，也托住了全

国经济的底。

河南夏粮丰产丰收，得益于全省干

部群众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牢牢扛稳

粮食安全这个重任。面对复杂国际形

势，确保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河南作为全国

粮食大省，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托，各级党委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相关要求，把抓好农业生

产、夺取夏粮丰产丰收作为农村经济社

会大局稳定的基础性工作而高度重视，

进一步落实落细粮食生产各项措施，确

保河南粮食安全。

全省干部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勇于担当，狠抓粮食生产，才有了小

麦单产、总产量全国领先。把河南粮食

抓在手里，全国粮食丰收就有了基础，

这是河南的贡献，也是河南的奉献。

粮食生产是河南一大优势、一张王

牌。有了这张王牌，就有了农民增收致

富的保障；有了这张王牌，就有了发展

现代农业的定力；有了这张王牌，就有

了乡村振兴的基础。

今年以来，全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了新成效，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加

固、稳中向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强劲反弹、接续向好，为完成全年任务

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十四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

础。

农稳社稷，粮安天下。“三农”战略

后院蕴藏着高质量发展的巨大空间、巨

大潜能、巨大优势，稳住农业基本盘、守

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

舱石”。我们要立足新形势，启发新思

维，开拓新视野，着力打基础、补短板、

谋长远，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不断

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提升现代化水

平。农业基础夯实了，经济发展底气就

更足了，我省经济“大而优、大而新、大

而强”和“高又快、上台阶”的目标就一

定能够实现。

夏粮丰收了 经济托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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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粮仓中原粮仓中原粮仓中原粮仓，，，，中中中中！！！！
2021年河南夏粮播种面积

8538.21万亩，比上年增加23.79万亩，增幅0.3%；
其中小麦播种面积8536.04万亩，
比上年增加25.54万亩，增幅0.3%。

2021年河南夏粮平均亩产量

445.43公斤，比上年增长1.0%；
其中小麦平均亩产445.50公斤，比上年增长1.0%。

2021年河南夏粮总产量

760.64亿斤，比上年增长1.3%。

我省夏粮总产量步步高

2021年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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