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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G

本报北京7月10日电（记者王冬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

急管理部今天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

门进行防汛专题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湖南、四川、安徽、江苏等

8省份，分析研判近期雨情汛情灾情，针对性部署防汛抢险救

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防汛

抢险救灾工作“点、线、面”同时作战：“点”是湖南华容“第二道

防线”钱团间堤散浸、管涌险情多发，“线”是长江干流九江以

下江段和鄱阳湖以及乌苏里江仍维持超警，“面”是四川盆地、

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强降雨重叠度高、致灾风险

较大。

会商强调，要切实把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转化为实际举措，

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坚决打赢湖南团洲垸抢

险救灾这场硬仗，严防死守钱团间堤防线，同时统筹优化排涝

力量，加快垸内积水外排。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高度重

视巡堤查险工作，切实做到抢早抢小抢住。要严密防范山洪和

地质灾害，第一时间“叫应”基层防汛责任人，按照“四个一律”

要求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做好“三断”等极端情况应对准备。

应湖南省防指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 9 日会同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总价值约 3224 万元的中央防汛抢险

物资支持湖南省防汛抢险工作。应急管理部在调派第一批次

排涝力量增援湖南的基础上，10日再次跨省区调派排涝力量

419人、排涝装备 125台套；同时，继续统筹调用无人机等先进

装备协助地方巡堤查险，运用高分卫星等加强重点区域遥感

监测。

全国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点、线、面”同时作战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您的快递到了，在村委会快递室，记得

取走。”家住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长山子镇

三个庄村的安月看到手机里的短信后，赶紧

去拿自己的快递。“现在很方便，以前我都要

花半个小时到镇上快递站去拿，现在家门口

就能取到。”安月说。

在包邮风潮之后，快递进村悄悄改变着

“新疆偏远地区”的印象。从北到南，农牧民的

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数据显示，今年一

季度，新疆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20.7%，较

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出5.1个百分点。

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每天早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柯坪

县分公司投递员艾合麦提·卡米力都会开着

满载快递包裹的货车前往 50公里外的乡村快

递站送快递。

“我跑得远一点，他们就不用再走很远的

路来拿了。快递能送到村里，他们高兴，我也

高兴。”艾合麦提·卡米力说。

近几年，新疆全力推进快递下乡进村工

作，通过密布的快递进村站点建设，以乡镇为

单位，不断将快递企业引入行政村。

家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果子

沟镇果子沟牧场的马春宇，不仅是最早一批

感受到“包邮区”便利的消费者，更是快递进

村的“终端”服务商。在牧场里，马春宇将自

己的超市隔出三四十平方米的空间，靠墙三

面放着三层货架，架子上贴着“京东”“顺丰”

“邮政”等快递企业名称，为牧场提供末端网

点提货服务。

“以前快递送到镇上，开车十几分钟才能

拿到。要是买个几元钱的小东西，取一趟的

路费抵上了省的钱。”马春宇说，“现在有了这

个站点，走路 10分钟就到了，很方便。”

畅通物流激发当地经济活力

距离喀什地区英吉沙县县城 2.5 公里的

“小刀村”，是集英吉沙小刀制作、展示、销售等

为一体的非遗特色村，纯手工打造的英吉沙

小刀声名远扬。

阿卜杜拉·阿卜杜赛麦提就经营着一家

英吉沙小刀专卖店。除了在工作间打磨刀

具，更多时间里，他忙着为线上顾客推荐解

答、打包发货。

“好东西更要注重口碑，很多在线上加我

的顾客都是老主顾推荐来的。”阿卜杜赛麦提

说，“现在物流很方便，快递可以将我们的产

品送到全国各地。”

凭借着强大的物流，当地不少人开启了直

播带货模式。刀王故居负责人巴哈德尔·保尔

拉就是其中之一，2023 年 10 月他开启了首场

直播，并同时开通了直播店铺。随着直播观

看人数的增加，粉丝数达到 3万多人。直播以

来，保尔拉的商品销售量已超 6000件。

畅通快递物流进村路，带动货物通向四

面八方。正值盛夏，新疆的甜瓜、葡萄、樱桃

等特色农产品陆续成熟，通过纵横交错、畅通

无阻的物流方式，这些美味第一时间从田间

地头抵达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参与物流配送的末端网点商家既体会到

了购物的便捷，也多了一份收入。在喀什地

区伽师县，古丽夏提·阿布都拉经营着一家打

印店，并提供照片拍摄服务。“以前我店里的

纸张、相纸、墨盒都得花一天时间去市里买了

拿回来。现在很方便，网上下单，两三天就能

送到。”她说，“而且我的店是快递代收点，每单

还能收到补贴。”

“买进来”“卖出去”，畅通的物流为这一

来一往间的交换提供了基础条件，也激发了

百姓的消费热情，更为当地经济增长带来了

新的可能。

多方合作力争实现“一村一站”

今年上半年，地处南疆的喀什地区 2480
个行政村全部实现了快递包邮。

村庄相距甚远、快递量不均衡，想在喀什

地区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不容易。如今，喀

什地区加入“包邮区”，打通货品进村的“最后

一公里”和特色农产品出村的“第一公里”，离

不开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自

治区交通运输厅等 7部门联合印发《自治区农

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5
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明确了三个方面

9 项主要任务，提出建强县级寄递配送中心，

完善乡镇寄递服务设施，全面建设村级寄递

物流综合服务站。

根据《行动方案》，新疆将支持邮政、快

递、交通运输、供销社、电商等各类资源整合，

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降低县域寄递成

本；充分发挥农村客运网络覆盖广、通达深的

优势，深入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鼓励具

备条件的地区县级汽车客运站扩大功能分

区，设立寄递公共存储、配送、分拨区域，在保

障客运车辆安全运行及群众乘车需求的前提

下，开展农村客运班线车辆代运小件邮件快

件服务。力争在 2025 年底，全区实现县县有

中心、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

近两年，为了降低快递进村成本、提高服

务质量，申通、圆通、京东、顺丰等快递企业与邮

政部门合作，在乡镇一级将包裹转移至邮政部

门，再由邮政部门代投进村，开启“邮快合作”的

模式。同时，有多家快递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

规模，抱团共建村级快递服务平台，采用“快快

合作”方式，一同开展快递揽收和投递服务。

快递企业抱团下乡，服务平台站点密布，畅通物流激活城乡市场

新疆：“包邮区”拓展下沉到村

本报北京7月10日电（记者时斓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

布的全国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数据显示，6 月，CPI 同比上涨 0.2%，环比下降 0.2%；

PPI同比下降 0.8%，环比下降 0.2%。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有关负责人表示，6月，消费市场供应

总体充足，全国 CPI环比季节性下降，同比继续上涨。扣除食

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同比上涨 0.6%，涨幅与上月相同，继

续保持温和上涨。

从同比看，6 月，CPI上涨 0.2%，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

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2.1%，降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

点。食品中，鲜菜价格由上月上涨 2.3%转为下降 7.3%；薯类、

鲜 果 、鸡 蛋 、牛 肉 、羊 肉 和 禽 肉 类 价 格 继 续 下 降 ，降 幅 在

2.3%～18.6%之间；猪肉价格上涨 18.1%，涨幅比上月扩大 13.5
个百分点。非食品中，能源价格上涨 3.1%，涨幅回落 0.3个百

分点；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0.1%，涨幅与上月相

同；服务价格上涨 0.7%，涨幅回落 0.1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6 月，CPI下降 0.2%，降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

分点。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 0.6%；非食品价

格下降 0.2%，降幅与上月相同。

PPI方面，6月，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国内部分工业

品市场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全国 PPI环比有所下降，同比降

幅继续收窄。从环比看，PPI由上月上涨 0.2%转为下降 0.2%；

从同比看，PPI下降 0.8%，降幅比上月收窄 0.6个百分点。

同比上涨 0.2%，涨幅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

6 月 CPI 继 续 保 持 温 和 上 涨

本报北京7月10日电（记者北梦原）在国新办今天举行

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部

长李小鹏表示，《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印发 5年来，我国交通运

输综合实力又实现了大幅跃升，向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

前列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5 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总

里程超过 600万公里，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综合运输网络进

一步织密。其中，主骨架、主干道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

综合立体交通网“6轴 7廊 8通道”主骨架已经基本成形，覆盖了

全国超过 80%的县，服务了全国 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

分领域看，截至 2023 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15.9 万

公里，其中高铁超过 4.5 万公里；全国公路通车里程 543.68 万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 18.36万公里；内河航道通航里程 12.82
万公里，其中三级及以上航道通航里程 1.54万公里；港口生产

性码头泊位达 22023 个，其中万吨级及以上码头泊位达 2878
个；民用运输航空机场总数 259个，其中年旅客吞吐量千万人

次及以上的运输机场数量达 38个，货邮吞吐量万吨及以上的

运输机场达 63个。

在综合运输网络持续完善的同时，客货运输不断发展，人

民群众出行更加舒适便捷，货物运输更加顺畅高效，向着“人

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持续迈进。交通领域科技创新

不断强化，建设技术整体跃升，装备研制取得突破，智慧交通

步伐加快，自动驾驶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交通科

技创新有力推动产业升级。

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600万公里
“6轴 7廊 8通道”主骨架基本成形

阅 读 提 示
近几年，新疆全力推进快递下乡进村，通过“快递进村”站点建设，不断将快递企业引入

行政村。畅通的物流激发百姓消费热情，为当地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可能。

本报实习生 刘扶尧 本报记者 北梦原

今年夏季，全国多地连发高温预警提

示，各类“降温神器”的销量也连创新高。

其中，就包括号称可以“快速制冷”“一喷降

温”的降温喷雾，一些网红降温喷雾的销量

甚至达到 10万+。

降温喷雾产品的降温原理，是通过气

体挥发吸收热量使温度降低，同时添加薄

荷脑等成分，为使用者带来清爽体验。

降温喷雾以其方便携带和快速降温

的特点受到欢迎，在炎炎夏日为消费者

带来清凉，成为解暑降温的热销网红产

品。有关企业调研市场需求、创新产品、

开拓市场，为消费者带来了全新的消费

体验，使防暑降温更加便捷有效，弥补了

户外防暑降温产品可选择性不足的问题，

值得肯定。

然而，一些消费者反映，部分降温喷雾产

品的成分存在安全隐患。尽管大多数产品都

标注了“成分安全”“零危害”，但有媒体调查

发现，不少降温喷雾产品含有乙醇、丁烷、丙

烷等易燃易爆成分，一旦保存和使用不当，可

能引发燃爆安全事故。

有消防专家就此指出，此类喷雾产品的

降温原理在于气体气化吸收热量。若长时间

置于阳光下，或喷洒在高温的易燃易爆物品

上，可能引发燃烧和爆炸。在炎热的夏天被

长时间置于车内，更是一项安全隐患，应引起

足够重视。

一些喷雾产品使用不当，也容易给消费

者带来伤害。这些产品虽然能迅速降温，但

长时间、大剂量直接喷洒可能会导致冻伤问

题。市场上不同喷雾的降温效果差距较大，

有些喷雾喷出后温度甚至可以下降 40℃。这

类制冷效果强劲的喷雾，不宜近距离对着皮

肤喷洒。有媒体报道称，一女性消费者对脸

部喷洒了 3 圈，随后感到一阵灼痛，出现大量

红斑，最终被医生诊断为冻伤。还有人在高

温的车内喷雾几分钟后，用打火机点烟，引发

了火灾，导致自己被烧伤。

此外，不少降温喷雾为增加清凉感，还添

加了薄荷脑成分，长期大量使用也可能会造

成皮肤过敏。在车内长时间使用，容易导致

头晕、不适，影响驾驶安全。

不仅仅是降温喷雾，还有暑天热销的制

冷杯、挂脖风扇以及冷感湿巾、降温冰贴等

产品，或多或少都在使用、保存等方面存在

一些安全隐患。比如，部分挂脖风扇的网状

扇罩的间隙较大，存在卷入头发的风险，如

果使用不当可能导致消费者受到伤害；一

些人对冷感湿巾中的某些化学物质会产生

过敏反应，长期使用可能造成皮肤损伤；降

温冰贴若使用不当，将其贴在不适宜的位

置，如颈部大椎穴、颈动脉、股动脉等，可

能会影响正常血液循环，进而引发健康

问题……

对此，有专家分析指出，降温喷雾等热

销产品的商家不应沉迷于赚“快钱”，而应

为消费者着想，努力消除健康安全隐患。

一要显著标示产品成分，让消费者真正了

解其原理，提醒可能出现的健康安全风

险，特别是对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

做出提醒；二要提供详细的使用说明书，

包括使用方法、使用范围、使用时长以及

保存方法等，避免使用不当造成伤害；三

要尽可能提供一些处理简易伤害的方法，

比如对轻微冻伤及时涂上冻伤膏、做好保

暖包扎等，让消费者第一时间减少痛苦；

四要畅通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渠道，

做好咨询、售后以及投诉处理等服务。只

有这样，才能使防暑降温产品能够长期、

大范围地畅销下去。

降温产品热销背后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本报北京7月 10日电（记者杨召奎）记

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国家

林草局近日印发《关于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

略行动中全面实施绿色勘查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要求地质勘查全行业全面实施绿

色勘查，严格执行绿色勘查有关标准规范，全

面提升绿色勘查技术方法、装备水平，在生态

保护红线内实行更加严格的绿色勘查要求，

高质量完成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目标。

《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快落实《绿色地质

勘查工作规范》，细化形成符合本地实际的绿

色勘查地方标准，为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实

施绿色勘查提供明确依据，支持和鼓励地勘

单位和矿山企业开展绿色勘查标准建设。要

加大绿色勘查标准规范、工作规则宣传培训

力度，加强绿色勘查成功经验总结提炼、推广

应用。

《通知》明确，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要在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有关地质勘查项目

实施中，优先采用遥感、物探、化探等对环境

影响小的地质勘查方法，必要的坑探、槽探、

钻探、硐探要符合绿色勘查有关标准规范。

在森林、草原、湿地地区尽可能减少使用坑

探、槽探，鼓励使用以钻代槽、一基多孔等探

矿手段。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

保护区外依法开展的地质勘查工作，执行更

加严格的绿色勘查标准和要求。要根据森

林、草原、湿地、荒漠等不同场景采取有针对

性的绿色勘查方法和装备，在勘查实施方案

中进行明确。

两部门对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出要求——

地质勘查行业全面实施绿色勘查

7月9日，游客在宁夏银川怀远夜市游览。
进入暑期，宁夏银川怀远夜市游人如

织，“夜经济”持续升温。各地游客在夜市
品尝丰富多样的美食，感受银川的饮食文
化和烟火气息。 新华社记者 毛竹 摄

怀远夜市“夜经济”带动暑期消费热

今年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破万列
本报北京7月 10日电（记者刘静）记者

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

10日 11时 46分，随着 X8017次全程时刻表中

欧班列（武汉—杜伊斯堡）从吴家山站开出，今

年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达 1万列，较 2023年

提前 19 天破万列。累计发送货物 108.3 万标

箱，同比增长 11%，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自 7 月 1 日起，跨里海中欧班列实现“一

日一班”常态化开行，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

通道、中老铁路紧密衔接，进一步拓展了中欧

班列运输服务网络。“畅通高效、多向延伸、海

陆互联”的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益成熟。

中欧班列运输组织也不断优化，铁路部

门与沿线国家铁路部门加强沟通协商，扩大

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规模。

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将在银川举行

本报讯（记者马学礼 李静楠）记者从宁

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 7月 10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4中国产业转移发展

对接活动（宁夏）将于 7月 28至 29日在银川举

行。该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宁夏回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共建开放发展新格

局，打造西部产业新高地”为主题，是唯一一个

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全国性盛会。

此次活动将采取“1+4”的形式。“1”即 1
场主场开幕式活动，“4”即 4 场产业专题对接

活动，分别是新型材料产业专题对接活动、数

字信息产业专题对接活动、现代化工产业专

题对接活动和轻工纺织产业专题对接活动。

据悉，宁夏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展现出优

势，为高水平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