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9日袁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袁士兵列队走过红场遥
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8周年袁 俄罗斯 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袁 并在多地举行系列庆祝活动遥

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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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中国绿色时报记者 尚文博
松材线虫病袁又称松树萎蔫病袁其防治工作

是世界性难题遥
松材线虫肉眼看不到尧体长约 1毫米袁通过

松褐天牛等媒介昆虫侵入松树袁破坏尧堵塞松树
疏导组织袁最短 40天左右就能导致整株松树失
水死亡遥如不采取有效措施防治袁3要5年即可造
成整片松林毁灭袁 带来的经济和生态损失不可
估量遥

松材线虫病自 1982 年在南京首次发现以
来袁 通过自然和人为因素传播造成疫情快速扩
散蔓延袁已成为危及我国生物安全尧生态安全的
重大植物疫情遥 截至 2020年底袁我国共有 18个
省渊区尧市冤尧726 个县级行政区尧5479 个乡镇级
行政区发生松材线虫病疫情袁 疫情发生面积
2713.82万亩袁占全国松科植物面积的 3.12%遥黄
山尧泰山尧庐山尧九华山尧张家界等风景名胜区发
生疫情袁迎客松尧凤凰松尧武陵松等世界名松安
全受到威胁袁三峡库区尧秦巴山区近百个县级行
政区发生疫情遥
面对严峻的防控形势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高

度重视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
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尧国务院决策部署袁攻坚克
难尧多措并举袁全面强化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袁坚
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遥

2020年以来袁国家林草局系统谋划野十四五冶
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工作袁制定印发叶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关于科学防控松材线虫病疫情的指导
意见曳叶全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
计划渊2021要2025年冤曳袁在全国部署开展松材线
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遥以 2020年为基数袁
确定野十四五冶防控目标院到 2025年袁消灭黄山尧
泰山疫情袁全国疫情发生面积和乡镇疫点数量实
现野双下降冶袁县级疫区数量控制在 2020年水平
以下遥
国家林草局全力推进攻坚行动落地见效遥以

林长制为抓手袁强化督查考核袁完善松材线虫病
疫情防控责任机制遥 积极推进科技攻关野揭榜挂
帅冶袁开展专业技术人员包片蹲点指导袁两次修订
印发叶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曳袁强化疫情防控
科技支撑遥依托林草生态网络感知系统建成并推
广应用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监管平台袁逐步实现
疫情监测精准到松林小班尧疫木除治管理精准到
单株松树的精细化尧信息化尧可视化管理遥 建立
13部门分工协作机制袁与公安部尧海关总署强化
野外防输入袁内防扩散冶措施袁严防人为传播松材
线虫病遥
攻坚行动实施以来袁各地在严格落实国家林

草局疫情防控指导思想尧 政策措施的基础上袁结
合本地实际袁坚持系统观念尧坚持问题导向袁创新
探索袁勇于实践遥经过两年的持续攻坚袁松材线虫

病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遥
截至 2022年底袁首次实现县级疫区尧乡镇疫

点数量净下降袁 全国共有 701个县级疫区尧5250
个乡镇级疫点袁同比 2020年分别减少 25个县级
疫区尧229个乡镇疫点遥 连续 2年实现发生面积
和病死树数量 野双下降冶袁 发生面积 2267.27万
亩袁同比 2020 年减少 446.55 万亩尧下降 16.5%曰
病死松树数量 1040.48 万株袁 比 2020 年减少
906.56万株尧下降 46.6%遥 泰山连续 3年实现无
疫情袁江西庐山尧湖南张家界尧辽宁抚顺尧湖北三
峡库区发生面积尧病死树数量实现野双下降冶遥 陕
西秦岭有 6 个县级疫区袁45 个乡镇疫点实现无
疫情袁病死树数量同比下降 35.83%遥 黄山古树名
松实施野一树一策冶重点保护袁风景区周边 3个乡
镇疫点拔除遥
当前袁减存量尧控增量尧守底线任务依然较重袁

需要各级政府持续发力袁久久为功遥 今年 4月袁国
家林草局下发关于加强松材线虫病检疫案件管理
通知袁 明确要求各地强化检疫执法尧 强化案件管
理尧强化以案示警尧强化分析总结尧强化统筹管理袁
并联合公安部尧海关总署在全国开展野护松 2023冶
专项整治行动袁 打击涉松材线虫病疫木违法犯罪
行为遥将通过部门联合整治袁斩断非法采伐尧加工尧
经营尧运输松材线虫病疫木的利益链袁全面加强松
材线虫病疫源管控袁切断人为传播疫情途径袁维护
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遥

全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初见成效
连续两年实现发生面积和病死树数量野双下降冶

新华社 5月 9日电渊记者 邹多为冤海关总
署 9日发布数据显示袁今年前 4个月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 13.32 万亿元袁 同比增长
5.8%袁 增速较一季度的 4.8%加快 1个百分点袁
其中 4月单月进出口 3.43万亿元袁增长 8.9%遥
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条件下袁我国外贸韧性
得到彰显遥
具体来看袁 前 4个月出口 7.67万亿元袁同

比增长 10.6%曰进口 5.65 万亿元袁增长 0.02%遥
海关月度调查显示袁出口订单增加的企业比例
已经连续 4个月提升遥
从贸易方式看袁前 4个月袁我国一般贸易进

出口 8.72万亿元袁同比增长 8.5%袁占我国外贸
总值的比重提升至 65.4%曰 以保税物流贸易方
式进出口 1.73万亿元袁增长 15.4%遥
从出口产品看袁前 4个月袁我国出口机电产

品 4.44万亿元袁同比增长 10.5%袁占出口总值的
57.9%遥其中袁受新能源车出口拉动袁汽车出口同
比增长 120.3%遥
从外贸主体看袁前 4个月袁民营企业进出口

7.05万亿元袁同比增长 15.8%袁占我国外贸总值

的比重超过五成曰 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
41.5万家袁同比增加 8.9%袁继续保持我国外贸
第一大经营主体地位遥

从贸易伙伴看袁前 4 个月袁东盟为我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袁进出口总值为 2.09万亿元袁增
长 13.9%袁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5.7%遥欧盟为我
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袁 进出口为 1.8万亿元袁增
长 4.2%袁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2.2个百分点遥 我
国对美国和日本进出口则分别下降 4.2%和下
降 2.6%遥
此外袁同期袁我国对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合

计进出口 4.61万亿元袁同比增长 16%遥 其中袁对
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袁沙特阿拉伯等西亚北
非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 37.4%和 9.6%袁 部分弥
补了传统市场需求不振带来的影响遥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袁我

国外贸稳中向好势头进一步延续遥 国务院近期
出台新的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政策措施袁有
助于提振外贸企业的信心和活力袁推动全年外
贸促稳提质遥

前 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
进出口同比增 5.8%

新华社 5月 9日电渊记者 魏玉坤冤国家统
计局 9日发布数据显示袁2022年全国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保持增长遥
统计数据显示袁2022年袁 全国城镇非私营

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114029元袁比上年
增长 6.7%袁增速比 2021年回落 3个百分点袁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6%曰城镇私营单位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65237 元袁 比上年增长
3.7%袁增速比 2021 年回落 5.2 个百分点袁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7%遥
行业间尧地区间工资水平差距较为明显遥国

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表示袁
2022年袁无论是在城镇非私营单位还是在私营
单位中袁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排在前三位
的行业均为技术含量较高的信息传输尧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袁金融业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遥 工资水平排在后三位的行业略有不同袁
在城镇非私营单位中为住宿和餐饮业袁农林牧

渔业袁居民服务尧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曰在私营单
位中为农林牧渔业袁水利尧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遥
分地区看袁 无论是在城镇非私营单位还是

私营单位中袁 工资水平都是东部最高袁 东北最
低遥从城镇非私营单位看袁东部尧中部尧西部和东
北地区年平均工资分别为 13.3 万元尧9 万元尧
10.1万元和 9万元袁分别增长 7.1%尧5.8%尧6.1%
和 7.6%遥

野由于所处地区不同尧行业不同尧单位类型
不同袁 单位之间的工资水平有时会存在较大差
异曰在同一单位内部袁由于就业人员所处岗位不
同袁工资水平也会存在一定差异遥冶王萍萍说袁由
于种种原因袁具体到个人的工资水平和增速袁可
能与全国平均水平和增速差别较大袁 这需要从
行业尧地区尧单位类型尧岗位以及单位经营状况
和个人具体情况出发进行全面分析袁理性看待遥

国家统计局院

去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水平保持增长

人民日报 5月 9日讯 渊记者
王珂冤中国商业联合会近日发布 5
月份中国零售业景气指数袁51.1%
的数据较上月上升 0.3个百分点袁
连续 5 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遥
数据显示袁 零售业全面复苏态势
正在形成袁 企业经营信心进一步
提高遥
从行业分类看袁5月份商品经

营类指数为 50.8%袁 较上月微降
0.1个百分点曰租赁经营类指数为
52.2%袁较上月微升 0.3个百分点曰
电商经营类指数为 51.2%袁较上月

小幅上升 1.2个百分点遥从分指数
可以看出袁 随着上半年线上消费
旺季来临袁 电商经营者信心逐步
增强袁线下客流增长较快袁商品经
营类和租赁经营类客流量指数均
达到去年 5月以来的年度峰值遥

分析认为袁 随着国内经济企
稳回升袁 旅游和餐饮等消费同比
大幅增长袁加上野五一冶小长假的
推动袁 人员流动和商品流通日趋
活跃遥 中国零售业景气指数连续
稳定增长表明袁 零售业发展呈现
上升态势遥

5月零售业景气指数达 51.1%
连续 5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

人民日报 5月 9日讯 渊记者 顾
仲阳冤国家林草局尧公安部尧海关总署
自近日起至 6月 30日袁 在全国范围
内组织开展野护松 2023冶打击涉松材
线虫病疫木违法犯罪行为专项整治
行动遥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以开展线索

摸排尧集中破案攻坚和开展行业整治
为三项主要任务袁将通过部门联合整
治袁依法严厉打击涉松材线虫病疫木
违法犯罪行为袁坚决斩断非法采伐尧

加工尧经营尧运输松材线虫病疫木的
利益链袁全面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源管
控袁切断人为传播途径袁切实维护生
态安全和生物安全遥
专项整治行动由国家林草局尧公

安部尧 海关总署联合建立协调机制袁
各部门有关司局负责人组成领导小
组袁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林草
局遥各地由林草尧公安尧海关等部门负
责具体实施袁 并建立相应协调机制袁
统筹推进专项整治行动遥

三部门联合开展野护松 2023冶行动

打 击 涉 松 材 线 虫
病疫木违法犯罪行为

5月 9日袁柳编艺人尧党员沈柏根渊左一冤在给东林镇第二小学的
学生讲述柳编制品的工艺和历史遥
当日袁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泉庆村党总支与东林镇第二小

学在泉庆村的非遗柳编工坊开展 野老少同堂 非遗传承冶 党建联建活
动遥柳编艺人通过现场讲解尧教学柳编手工技艺等形式袁向东林镇第二
小学的学生讲述柳编历史故事袁展现柳编制品风采遥
近年来袁泉庆村的非遗柳编工坊定期在周边学校开展非遗柳编课

程袁传承当地特色非遗技艺遥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5月 9日袁小朋友在德清县阜溪街道龙胜村婴幼儿照护服务驿站玩耍遥
近年来袁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坚持绿色发展袁保野绿水青山冶袁建野金山银山冶遥该县依托优美山

水风光尧利用传统人文资源尧融汇生态观光农业尧依附休闲度假项目袁完成 118个行政村的和美
家园精品村创建袁和 11个省级以上美丽宜居示范村袁并高标准建设 10条各具风情的景观线袁
全力打造野全域美丽尧城乡一体尧乡风文明尧生活美好冶的美丽乡村升级版遥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新华社 5月 9日电渊记者 黄培昭冤埃及政府
近期敦促各部门积极落实有关 野种植一亿棵树冶
倡议的相关行动袁强调植树造林具有经济与生态
等多重效益遥 该倡议还包括打造野城市绿肺冶袁建
立野绿色路网冶等举措袁预计将在 2029 年底全面
完成遥
埃及国土总面积约 96%是沙漠袁 除其北部沿

海地区属地中海气候外袁 其余地区都属热带沙漠
气候袁降水稀少遥埃及还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较
大的国家之一袁 尼罗河三角洲被联合国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列为气候脆弱性极高地区遥
为构建新型绿化体系尧应对气候变化袁去年 8

月袁埃及政府正式推出野种植一亿棵树冶倡议袁计
划未来几年在全国范围内种植一亿棵树袁并在全
国 9900个地点建立总计 6600费丹 渊1费丹约等
于 4200平方米冤的森林和公园遥 该倡议由埃及地
方发展部尧环境部和新城市社区管理局三个部门
联合实施遥 第一阶段的总目标是种植 1000万棵

树遥 地方发展部将在第一阶段种植 770万棵树袁
环境部的目标是种植 130万棵树袁新城市社区管
理局负责种植剩余的 100万棵树遥 此外袁农业部
将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袁因地制宜决定各地绿化树
种袁并提供所需树苗遥

埃及地方发展部部长希沙姆窑阿姆纳表示袁
截至去年 12月底袁 地方发展部共种植近 320万
棵树遥 今年以来袁该部门已经种植约 400万棵树遥
埃及规划和经济发展部的一份报告强调袁野种植
一亿棵树冶倡议是埃及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遥 据介绍袁应对
气候变化是埃及政府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遥 2016年袁埃及政府出台国家可持续发
展蓝图野2030愿景冶袁提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
和前提下发展国家基础设施遥 2021年袁埃及环境
部长亚丝明窑福阿德宣布了埃及 2050 年国家气
候变化战略袁包括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尧加强气
候变化适应能力和治理能力等具体目标遥

近年来袁 埃及与中国持续开展绿色领域合
作遥 2021年 11月 30日袁埃及与中国签署关于埃
中农业绿色发展联合实验室合作备忘录袁旨在培
养更多绿色农业领域科研技术人员遥埃及艾因窑夏
姆斯大学理学院环境学教授马格迪窑哈利勒表
示袁中国在环保领域有着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做
法袁埃方期待与中方开展更多绿色技术和产业合
作袁携手应对气候变化遥

埃及大力推进野种植一亿棵树冶倡议

新华社 5月 9日电渊记者 刘春燕 钟雅冤
日本厚生劳动省 9 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
显示袁受通胀高企影响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后 3月日本实际工资收入同比下降 2.9%袁连
续 12个月同比减少遥
去年以来袁由于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涨

并持续向下游转嫁袁 日本通胀水平不断攀
升遥 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袁今年 3月去除
生鲜食品后日本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
升 3.1%遥
此间媒体和专家指出袁虽然日本名义工

资目前呈现增长势头袁但与物价上涨幅度相
比力度不足袁工资涨幅远不及物价涨幅遥 实
际工资水平持续下降会令家庭购买力受到
抑制袁或导致消费停滞袁拖累日本经济复苏遥

日本实际工资连续
12 个月同比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