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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丰收

　　8月 19 日，农业农村部
召开南方高温干旱情况及抗灾
工作进展调度视频会，调度当
前南方高温干旱对秋粮生产影
响，了解各地抗灾工作进展及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研究部署
下一步抗高温干旱保秋粮工
作。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
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强调，

要持续盯紧盯牢高温干旱发展
态势，科学分析研判农作物受
灾情况，落实落细防灾减灾关
键技术措施，千方百计减轻灾
害损失，全力以赴夺取秋粮丰
收。
　　会议指出，7月以来，南
方地区出现持续高温少雨天
气，为 1961 年有气象记录以
来高温日数最多、持续时间最

长、40℃以上覆盖范围最广、
降雨量最少，给秋粮生产带来
严峻挑战。未来 10 天是南方
中稻集中抽穗扬花的时期、也
是抗灾减损的关键窗口期，要
全力抓好科学抗旱救灾，进一
步加强包省包片联系和技术指
导。
　　专家组和科技小分队要再
接再厉、担当作为，盯住关键

时段、关键地区，加强会商研
判，定准定实方案，因灾因地
因作物搞好指导服务， 特别
是对一些缺少灌溉和水浇条件
的丘陵岗地和“望天田”，要
抓好喷施抗旱保水剂、“一喷
多促”等农艺抗旱措施，对受
灾较重甚至绝产的，抓紧研究
提前收割留茬发展再生稻或者
晚秋作物。包省包片部领导和

相关司局要抓紧深入受灾一
线，调查了解灾情，督促指导
地方加强抗灾工作组织领导和
资金投入，集中资源力量，调
度抗旱水源，调剂调运抗旱机
具、种子种苗等救灾物资。各
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充分发挥各
级科技小分队作用，形成抗灾
技术合力，确保各项措施落实
到田。

工信部：十年来我国信息通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8月 19 日，记者从工信
部“打通经济社会信息大动脉”
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信息通信业
取得了跨越式发展，行业综合
实力显著增强，电信业务收入
从 2012 年的 1.08 万亿元，
增长到 2021 年的 1.47 万亿
元，网民规模达 10.32 亿，比
2012 年增长了 83%。建成了全
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移动宽带
网络，移动网络实现从 3G 突
破、4G同步到 5G引领的跨越。
　　在信息通信业规模不断壮
大的同时，十年来，我国信息
通信服务持续普惠民生，行业

管理和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安
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十年来，我国信息基础设
施实现跨越发展。工信部信息
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介绍，国
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数量从
3个增至 19 个，国际通信网
络通达和服务能力持续增强。
数据中心规模和能效水平大幅
提升。固定和移动网络的互联
网协议第六版 (IPv6) 改造全
面完成。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战略深入实施，产业规模迈过
万亿元大关。
　　在 5G 和千兆光网建设方
面，截至 7月底，全国建成开

通 5G 基站 196.8 万个，所有
地级市城区、县城城区和 96%
的乡镇镇区实现5G网络覆盖，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4.75 亿
户，比2021年末净增1.2亿户；
千兆光网具备覆盖超 4亿户家
庭的能力，已通达全国所有城
市地区，千兆宽带接入用户规
模超 6570 万户，比 2021 年末
净增 3100 多万户。
　　与此同时，信息通信行业
管理和改革开放持续深化。
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
垃圾信息治理、“黑带宽”清
理等工作成效显著，“携号
转网”服务全面推广，电信

市场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截
至 2022 年 7 月，全国电信业
务持证企业超过 13 万家，是
2012 年的 4.9 倍，信息通信
行业市场蓬勃发展。
　　安全保障能力也不断增
强。谢存说，目前网络和数据
安全管理体系日臻完善，行业
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初步建立，
基础电信网络保持安全稳定运
行。工业互联网、车联网、5G
等新型基础设施安全保障框架
体系初步形成。网络安全产业
综合实力快速提升。
　　近年来，信息通信服务持
续普惠民生。据悉，2015 年

以来工信部连续多年组织实施
网络提速降费专项行动，固定
宽带和 4G 用户端到端平均下
载速率提高 7倍。相继取消手
机长途漫游费、流量“漫游”
费，实现单位流量平均资费下
降超过 95%。
　　网络提速降费的实施，促
进了互联网新应用、新业态、
新模式蓬勃发展，互联网生活
性服务实现规模化推广。“目
前 APP 数量达 232 万款，服务
千行百业，满足和丰富了用户
消费、娱乐、社交、出行等各
类需求。”工信部信息通信管
理局一级巡视员王鹏说。

交通运输部：7月交通运输主要指标均继续企稳回升

　　交通运输部 25 日举行新
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综合规
划司副司长苏杰表示，总的来
看，7月份包括客运在内的交
通运输主要指标均继续企稳回
升，货运量基本恢复至去年同
期规模，客运量在暑期出行带
动下降幅有所收窄，港口货物
吞吐量实现正增长、集装箱增

长较快，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持
续高位运行。
　　一是货运方面。7月，完
成营业性货运量 44.2 亿吨，
同比下降 0.8%、降幅较 6月
收窄 1.1 个百分点，其中公路
货运量降幅收窄 0.5 个百分
点，水路货运量增速加快 1.7
个百分点。

　　二是客运方面。7月，完
成营业性客运量 6.2 亿人，同
比下降 26.1%、降幅较 6月收
窄 5.3 个百分点，其中公路、
水路客运量降幅分别收窄 4.3
个和 19 个百分点。全国 36 个
中心城市完成客运量 39.9 亿
人，同比下降 15.6%、降幅较
6月收窄 1.7 个百分点。高速

公路 9座及以下小客车完成
出行量 17.2 亿人，同比下降
10.6%、降幅较 6月收窄 3.7
个百分点。
　　三是港口货物吞吐量方
面。7月，完成港口货物吞吐
量 13.4 亿吨，由上月的下降
2.3%转为增长5.7%，其中内、
外贸吞吐量分别增长 7.3% 和

2%。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636
万标箱，同比增长 11.2%、增
速较 6月加快 4.7 个百分点。
　　四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方面。7月，完成交通固定资
产投资 3309 亿元，同比增长
4.1%。其中，公路水路完成投
资 2591 亿元，同比增长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