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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
潘洁） 国家统计局 12 日发布数据显
示，2024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978万
吨（2996亿斤），比上年增加362.7万
吨（72.5亿斤），增长2.5%。其中小麦
产量13822万吨（2764亿斤），比上年
增加 365.8 万吨 （73.2 亿斤），增长
2.7%。全国夏粮获得丰收。

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1个
产量有所增加，特别是河南上年因灾

减产263.0万吨 （52.6亿斤），今年恢
复性增产235.6万吨（47.1亿斤），占全
国增量的 65.0%。山东、江苏、安
徽、河北等夏粮主产区分别增产42.4
万吨 （8.5 亿斤）、23.3 万吨 （4.7 亿
斤）、18.5万吨（3.7亿斤）和14.4万吨
（2.9亿斤）。

夏粮播种面积保持稳定，2024年
全 国 夏 粮 播 种 面 积 26613 千 公 顷
（39920万亩），比上年增加4.5千公顷

（6.8万亩）；夏粮单产有所增加，2024年
全国夏粮单位面积产量5628.0公斤/公
顷（375.2公斤/亩），比上年增加135.4公
斤/公顷（9.0公斤/亩），增长2.5%。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分
析，气象条件总体有利、生产条件持
续改善、单产提升工程初见成效，是
夏粮单产增加的主要原因。各地深入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发展农业
社会化服务，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
力；细化小麦单产提升各项关键要
素，积极推广小麦高产稳产、抗倒抗
病品种，落实深翻整地、适深精播等
措施，多措并举提高单产水平。

“2024 年我国夏粮获得丰收，为
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扎实基础，
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
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王贵荣说。

喜获丰收，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2996亿斤
比上年增加72.5亿斤，增长2.5%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
吴雨 张千千） 中国人民银行 7 月
12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
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3.27 万亿
元，其中企 （事） 业单位贷款增加
11万亿元。

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人民币
贷款余额250.85万亿元，同比增长
8.8%。上半年，我国住户贷款增加
1.46万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
加11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8.08万亿元。

在货币供应方面，6月末，我国

广义货币 （M2） 余额 305.02 万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2% ； 狭 义 货 币
（M1） 余额66.06万亿元，同比下降
5%；流通中货币（M0）余额11.77万
亿元，同比增长11.7%。

另外，上半年我国人民币存款
增加11.4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增加9.27万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
示，上半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累计为 18.1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3.45万亿元。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
量为395.11万亿元，同比增长8.1%。

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3.27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
徐鹏航） 2024年医保基金飞行检查
工作已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国家医
保局7月 12日公开《定点医疗机构
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典型问
题清单》（2024版），涵盖6类60余
条问题，供医务人员自查自纠。

清单梳理了心血管内科、骨
科、血液净化、康复、医学影像、
临床检验六个领域常见的违法违规
典型问题，包括串换项目、重复收
费、超标准收费、将不属于医保支
付范围的纳入医保基金结算等违规
类型。

清单对各个类别的典型问题进
行了详细梳理。如心血管内科类
问题包括心内科开展经血管介入
等治疗，实际使用的一次性高值耗
材数量与收费数量不符等；血液净
化类问题包括开展血液净化类诊疗
项目，将不能单独收费的一次性

耗材进行额外收费等；康复类问
题包括开展言语能力筛查，将不
符合医保限定支付条件的费用纳
入医保支付等；医学影像类问题
包括开展数字化摄影 （DR），将胶
片等一次性耗材费用串换为诊疗
项目收费等。

此外，清单还对各条问题的有
关依据进行了明确说明。

飞行检查是指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组织实施，对定点医药机构等开
展的不预先告知的现场监督检查。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通报飞行检查
中发现的河南两家医院、辽宁两家
医院涉嫌欺诈骗保问题。

据悉，2024年医保基金飞行检
查重点检查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
12月31日期间医保基金使用、管理
及有关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实施等
情况，如有需要可追溯检查以前年
度或延伸检查至2024年度。

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关注6类60余条问题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
董博婷） 记者从中华骨髓库获悉，
截至7月 12日，中国红十字会中华
骨髓库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量实
现18000例。

作为世界第四大骨髓库，中华
骨髓库自2001年建立以来，库容发
展速度不断加快。截至2024年 6月
底，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
3451787人份；今年 1月至6月捐献
1197例，较2023年同期增长197例，
单日最高捐献达32例。

据悉，中华骨髓库先后与国内
20家HLA （人类白细胞抗原）组织

配型实验室、12家HLA高分辨分型
确认实验室、1 家 HLA 质量控制实
验室、7 家公共脐带血库、250 余
家采集/移植医院开展合作，目前
初配相合率97.55%，是世界先进骨
髓库。

中华骨髓库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持续推进各省份志愿服务队伍建
设工作，着力推动捐献造血干细胞
和无偿献血省级志愿服务组织的融
合，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
十字精神，推进我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增进人民健
康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国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实现1.8万例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
王聿昊） 记者从中国民航局12日举
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
年，民航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3.5
亿人次，同比增长23.5%。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民航
国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 3.2 亿人
次，同比增长16.4%；国际航线完成
旅客运输量2967.3万人次，同比增
长254.4%。

货运方面，今年上半年，民航全
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417.4万吨，同
比增长27.4%。其中，国内航线完成
252.3万吨，同比增长23.2%；国际航
线完成165.1万吨，同比增长34.3%。

民航航班效益指标显著提升。
今年上半年，民航飞机日利用率为
8.7 小时，较去年同期提高 0.9 小
时；正班客座率为 82.2%，较去年
同期提高6.4个百分点；正班载运率
为70.9%，较去年同期提高4.4个百
分点。

展望下半年民航运输市场趋
势，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徐青在发
布会上表示，预计下半年民航国内
客运市场将延续自然增长，国际客
运市场将进一步恢复，航空货邮运
输需求总体平稳，行业效率效益指
标继续小幅回升。全年民航运输生
产主要指标将达到年度历史新高。

前6月民航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长超两成

新华社大连 7 月 12 日电（记者
张博群 郭翔）近日，大连海关下属
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在对一批进境
快递进行查验时，发现780粒含麻黄
碱成分的减肥药。目前，上述物品已
被海关依法扣留并作进一步处理。

据介绍，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
关员在工作中发现，一件申报品名
为“白芸豆美白保健胶囊”的进境
包裹存在异常。经开箱查验，发现
大量由透明塑料袋包装的彩色药片
和胶囊，共计780粒。该批药品无生
产日期、质量合格证明、生产厂家

等产品信息。经专业机构鉴定，该
批减肥药含麻黄碱成分。

海关提醒，麻黄碱是制造冰毒
的主要原料，属于第一类易制毒化
学品。含麻黄碱成分的减肥产品可
以抑制食欲并增加饱腹感，但具有
依赖性和成瘾性，长期服用会出现
肢体麻木、失眠、昏厥等症状，甚
至会造成心律紊乱和肝损伤，严重
危害身心健康。根据《易制毒化学
品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我国禁止
走私或者非法生产、经营、购买、
转让、运输易制毒化学品。

大连海关查获780粒含麻黄碱成分减肥药

不久前，辽宁葫芦岛龙源采油配套
设备有限公司收到了国家税务总局葫
芦岛经济开发区税务局为其量身梳理、
辅导推送的税费优惠。

企业财务负责人周迎新细数着其
中的政策：“我们享受了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政策、500万元以下设备器具一次
性税前扣除政策，这节省了200多万元
的资金占用；算上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
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这一年就少缴纳
近80万元的企业所得税。”

这是中小企业享受税费优惠政策
的一个例证。

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惠及中小
企业的多项税费优惠政策。各地税务
部门持续加力，多措并举，确保企业及
时享受税费红利。专家学者普遍认为，
税费优惠政策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压

力，在为企业减负担、加活力、稳定预期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千里之外的湖北，襄阳高隆磷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自2016年以来累计享受各类
税收优惠超1000万元。“资金就是底气。
多亏了税收优惠政策，公司才能放开手
脚，大胆地研发创新。我们的产品越来越
受欢迎，去年还成功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公司总经理高峰说。
中小企业具备“小而活”的特点。

为确保企业精准掌握政策，国家税务总
局南漳县税务局为企业量身定做税费
优惠清单，整理总结出包括小微企业

“六税两费”减免优惠、科技型中小企业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一系列税费
优惠政策。

让企业充分享受政策优惠，多地税
务部门推进“政策找人”，确保税费红利

精准直达。
今年以来，四川税务部门根据中小

企业的行为偏好，确定选择不同渠道，
在办税前、办税中、办税后等环节将相
关税费政策有针对性地推送给企业的
不同人员，通过场景、政策、渠道“三匹
配”，更好地实现“政策找人”。

近日，刚完成税务登记的凉山彝族
自治州沐唐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收
到征纳互动平台推送的新办户“开业第
一课”税费政策。“我们是新办企业，对
税费政策和办税流程不熟悉，开业就收
到了税务部门推送的税费政策知识和
办税流程操作，少走了很多弯路。”沐唐
商贸财务负责人唐霞说。

在安徽，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
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建立“3＋3＋3”
精准推送工作机制，在新办企业办理

“信息确认”后、登记一个月后和办理
“纳税申报”期间的3个关键时点，推送
3种类型的服务产品，将新办户适用政
策、网上操作指引和风险提醒等内容打
包直达。

数据显示，2023年，安徽省涉税中小
企业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1040.96亿元，
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589.08亿元。
今年第一季度，安徽税务部门已帮助涉
税中小企业享受229.75亿元税费优惠。

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
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沈新国
表示，将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落实
落细各项服务举措，送政策、优服务、解
难题，助力中小企业实现更好的发展。
新华社记者 韩佳诺 丁非白 侯文坤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税费优惠为中小企业“减负加力”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
谢希瑶）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金
融监管总局、国家外汇局近日联合印
发的《关于加强商务和金融协同 更
大力度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12日对外公布。

意见围绕稳外贸、稳外资、深化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和对外投资合
作等重点领域和促融资、防风险、优

服务等关键环节，提出5方面 11条政
策措施。一是推动外贸质升量稳，优
化外贸综合金融服务。二是促进外资
稳量提质，加强外资金融服务保障。
三是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和
对外投资合作，完善多元化投融资
服务。四是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资发
展，优化支付结算环境。五是做好
跨境贸易、投资与金融风险防控，

守牢安全底线。
意见强调，要完善对接合作，加

强商务与金融系统常态化沟通交流，
做深做实“总对总”“分对分”合作；
要做好落地实施，鼓励各地方、金融
机构结合实际细化支持举措，强化政
策协同，放大组合效应；要加强跟踪
监测，及时共享进展情况，总结推广
典型经验做法。

商务部财务司负责人说，意见坚持
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坚持经济和金融
一盘棋思想，着力解决经营主体反映的
融资难、融资贵“老问题”和融资堵点、
结算卡点、风控痛点“新梗阻”。下一
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
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深化协作，推动
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更好支持跨境贸
易和投资高质量发展。

四部门发文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

全国即将全面进入“七下八上”防
汛关键期。今年防汛形势如何？有关
部门将如何应对？应急管理部有关司
局负责人1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
防汛热点话题进行了回应。

“根据预测分析，今年防汛关键期，
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偏多，东部地区降雨总体偏多，区
域性和阶段性洪涝灾害比较明显。”国
家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防汛
抗旱司司长徐宪彪说。

据悉，长江中下游洪水预计7月中
旬将全线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未来淮河

流域、松辽流域、海河流域和黄河中下
游均有可能出现较重汛情。同时，当前
已经进入了台风的高发期，主要影响华
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
的可能性较大。

进入防汛关键期后，未来的降雨和
前一阶段的降雨可能有比较大的变化，
降雨强度比较大，影响范围比较广，持
续时间比较长。“对此，我们从两个方面
进行强化，即把流域性的洪水防范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突出防汛薄弱环
节的防范应对，特别是中小河流洪水、
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徐宪彪说。

如何织密防汛“安全网”？徐宪彪
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将压紧压实防汛
责任，特别是持续完善党政共管、逐级
包保的防汛抗旱责任体系，督促各地各
级各类责任人及时下沉一线、靠前指
挥。同时，充分发挥各级防指的统筹协
调作用，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坚
持关口前移。

提前转移避险是防灾减灾的重要一
环。徐宪彪说，防汛关键期，要坚决果断
转移避险，落实好山洪和地质灾害“隐患
点和风险区”双控，前期有些地质灾害不
在隐患点名录里，还要做到扩面转移；及

时采取“关停撤转”等刚性措施；落实直
达基层责任人，特别是乡镇一级的临灾
预警“叫应”和跟踪反馈机制。

按照部署，要继续发挥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的主力军作用，和各级专业队
伍、社会力量的作用，提前预置布防，备足
抢险物资，强化应急通信保障。继续强化
对地方的指导和支持，及时针对重点地区
启动和调整应急响应，会同有关部门快速
下拨抢险救灾物资和资金，向防汛抗洪一
线调派工作组和专家组。

新华社记者 周圆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七下八上”关键期将至，防汛形势如何？

这是7月11日下午4时许拍摄的重
庆市长寿区云台镇一带景象。

记者 12 日从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
获悉，11 日 8 时至 12 日 8 时，重庆有
12 个区县遭遇大暴雨。受降雨影响，
全市有29条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重庆29条河流

超警戒水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