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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记者日前从召开的河南省交通运输
经济运行调度会上获悉，今年一季度，我
省交通基础设施累计完成投资414.3亿
元，占年度目标1505亿元的27.5%，较去
年同期增加54.7亿元、增长15.2%，高于全
省年度增速目标5.2个百分点。

扩大交通有效投资的同时，客货运
输增长迅速。一季度，全省公路水路完
成客运量 6485.6 万人次、旅客周转量
64.4 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52.7%、
70.9%；完成货运量 6 亿吨、货物周转量
2100.8 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20.1%、
22.8%；完成快递业务量11.7亿件，同比
增长18.7%。

据《河南日报》

消费增速由降转升 餐饮收入、商品房销售额增速由负转正

国民经济开局良好
一季度GDP同比增长4.5%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农业农村部、国家
乡村振兴局17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推进红十字“博爱家园”建设助力乡
村振兴工作的意见》，在农村部署推动
红十字“博爱家园”建设，为促进乡村
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作出积极贡
献。

意见明确，各级红十字会、农业农
村部门、乡村振兴部门要以“服务社区

群众、参与社区治理、促进社区发展”为
目标，将“博爱家园”建设作为助力乡村
振兴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意见强调，各级红十字会、农业农
村部门、乡村振兴部门要将符合条件
的“博爱家园”项目统筹纳入乡村建设
项目库，强化政策指导、项目对接；加
强博爱家园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绩效考
核评估工作；要利用多种渠道广泛宣
传红十字会作为群团组织参与乡村振

兴工作成效，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全面
提升“博爱家园”品牌影响力。

据悉，“博爱家园”是中国红十字
会借鉴国际红十字组织“社区为本”理
念和模式，在基层开展的惠民项目。
该项目以“防灾减灾、产业帮扶、健康
促进、精神文明”为主要内容，通过动
员各方资源，为乡村援建公共服务设
施并提供产业帮扶支持。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记者 刘
诗平）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
国英17日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和单位
要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加强
水库及时除险、定期体检、日常维护、安
全保障各环节工作，确保水库安全度汛。

水利部当天召开水库安全度汛视频
会议，安排部署全国的水库安全度汛工
作。李国英强调，要严格落实水库大坝
安全管理责任制；加快构建气象卫星和
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情、
水情监测防线，大力推进数字孪生水利
建设，提升流域防洪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水平。

同时，大力实施水库除险加固，逐库
落实病险水库限制运用措施，病险水库
主汛期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

“要全面开展重点环节部位汛前检
查，及时清除违法违规建（构）筑物、阻水
障碍物，迅速组织开展白蚁、獾、狐、鼠等
害堤动物隐患应急整治。”李国英说。

他同时要求，强化水库巡查防守和
险情抢护，预置抢险力量、物品和设备，
编制超标准洪水应急预案，确保险情抢
早、抢小、抢住，严防垮坝事件发生。

目前，全国有各类水库9.7万多座，
其中小型水库9.2万多座。为加快推进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前期工作，水利部协
调财政部提前下达了 2023 年度中央补
助资金30亿元，对1890座小型水库实施
除险加固。

另据了解，水利部近日公布了全国
726 座大型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名单，
包括政府责任人、水库主管部门责任人
和水库管理单位责任人。同时，要求各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抓紧组织落实中小
型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并向社会公布，
接受社会监督。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印发意见

推进“博爱家园”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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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度汛

4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一季
度国民经济成绩单。初步核算，一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GDP）284997 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比上
年四季度环比增长2.2%。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一季度经济
增长企稳回升，实现良好开局。随着
疫情防控平稳转段，消费出现复苏，一
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由降转
升，餐饮收入、商品房销售额等增速也
实现由负转正。

■三次产业
服务业增速明显回升

分产业看，一季度第一产业增加
值11575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
业增加值 107947 亿元，增长 3.3%；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165475 亿 元 ，增 长
5.4%。随着疫情对线下场景限制的逐
步消除，服务业增速明显回升。

农业方面，一季度农业（种植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3.6%。冬小麦长势总
体正常，春耕备耕有序推进。一季度，
猪牛羊禽肉产量2456万吨，同比增长
2.5%。“春耕备耕有序推进，畜牧业生
产平稳增长，农业生产保持稳定。”付
凌晖表示。

工业方面，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比上年四
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分产品看，太
阳能电池、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
53.2%、22.5%。3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3.9% ，环 比 增 长
0.12%。

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复苏势头
明显。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5.4%，比上年四季度加快 3.1 个百
分点。其中，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增
加值分别增长 13.6%、11.2%、6.9%、
6.0%、5.5%。“特别是前期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回升尤
为突出。”付凌晖分析。3 月份，服务
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6.9%，业务活动
预期指数为63.2%。其中，零售、铁路
运输、道路运输、航空运输、租赁及商
务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高于
60.0%。

■经济动能
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6.6%

消费、投资、进出口作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三大动能在一季度表现如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114922亿元，同比增长
5.8%，上年四季度为下降2.7%；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07282亿元，同
比增长5.1%，与上年全年持平；货物进
出口总额98877亿元，同比增长4.8%。

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消费增
速回升明显成为一季度亮点。付凌晖
表示，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6.6%。具体来看，线下消费复苏势头
明显，一季度餐饮收入12136亿元，同
比增长13.9%，增速由负转正。升级类
商品销售大幅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金
银珠宝类、书报杂志类商品零售额分
别增长 13.6%、13.4%。网上零售也保
持高增速，一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
32863亿元，同比增长8.6%。

去年持续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出现
了明显改善。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
资同比下降5.8%，全国商品房销售面
积同比下降1.8%，降幅均有所收窄；商
品房销售额 30545 亿元，同比增长
4.1%，增速实现由负转正。

投资领域，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
较好。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16.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
技 术 服 务 业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15.2% 、
17.8%。高技术制造业中，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
表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20.7%、19.9%；
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服务业、科
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51.5%、51.3%。

■民生数据
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通缩

国家统计局还发布了居民收入、
物价、就业等民生数据。收入方面，一
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870
元，同比名义增长5.1%，比上年全年加
快0.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3.8%。从收入来源看，一季度全国
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
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名义增长
5.0%、5.8%、4.1%、5.1%。一季度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8895元，
同比名义增长4.6%。

就业保持稳定形势，一季度，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5%，比上
年四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3月份，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月
下降 0.3 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
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7小时。一季
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8195
万人。

物价温和上涨，一季度，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1.3%。全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
1.6%。分类别看，一季度食品烟酒价
格上涨2.9%，衣着价格上涨0.7%，居住
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
上涨1.2%，交通通信价格上涨0.1%，教
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7%，医疗保健
价格上涨0.9%，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
上涨2.7%。

今年一季度 CPI 一直处于低位，
引发了对于中国经济是否出现通货紧
缩的猜测。付凌晖认为，总体来看，当
前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通缩，下阶段也
不会出现通缩。他分析，今年一季度
CPI涨幅回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春节
后季节性因素影响、食品价格走低、能
源价格回落、汽车价格优惠补贴等，因
此综合判断不存在通缩情况。

■二季度展望
经济增速会明显加快

分析一季度经济，付凌晖认为，总
的来看，一季度国民经济企稳回升，开
局良好。但也要看到，国际环境仍然
复杂多变，国内需求不足制约明显，经
济回升基础尚不牢固。

付凌晖还对二季度经济走势进行
了展望。考虑到去年二季度受疫情影
响基础较低，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会
比一季度明显加快。进入三、四季度，
随着基数升高，增速会有所回落。

如果不考虑基数影响，付凌晖分
析，总体看全年经济增长有望呈现逐
步回升。这主要是因为，消费的拉动
作用将逐步增强，投资稳定增长有望
持续，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作用持续增
强，宏观政策会不断显效等。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