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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

年中再发力 巩固好势头
———6月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观察

时至年中，盛夏时节。田间
热火朝天，车间紧张忙碌。夏粮
有望再获丰收、 耐心资本加速
培育 、“老有所养 ” 更有保障
……当前正处于决定全年经济
走势的关键节点， 全国各地持
续发力， 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惠民生举措落地见效。

“三夏”
农事忙

伴随着水泵的轰鸣声 ，一
股股清凉的水流从喷头中喷

出，洒在刚刚播种的玉米田上。
6 月 25 日，河北省衡水市故城
县东大洼现代农业园区玉米种

植基地内， 种粮大户论洪赤指
挥工人启动节水喷灌机， 对播
种的 3000 余亩玉米进行灌溉。

连日来， 河北遭遇持续高
温天气， 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超
过 40 摄氏度。 河北省农业农村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夏种墒
情不足的地区， 会同水利部门
做好应急引水、调水、提水、送
水等工作，并利用大功率水泵、
移动浇灌设备等抗旱物资储

备，增加抗旱水源，提高出苗质
量。

近期， 我国气候南涝北旱
特征明显。 各地各部门在 “三
夏”工作中加强应对，将损失和
影响减至最低。

在江苏省徐州市、 宿迁市
田间地头， 农户们也忙碌着喷
灌作业，增墒保苗，以应对连续
干旱天气。 6 月中旬，江苏省小
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多地
压茬推进夏种、夏管。

在淮北地区全力抗旱的同

时， 江苏省沿淮及淮河以南地
区闻“汛”而动，严阵以待防御
强降雨，实施防灾减灾措施，确
保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据江苏
全省农情调度， 今年夏粮生产
总体呈现面积增、单产增、总产
增的“三增”良好形势。

黄河、淮河、海河流域控制
性水工程全面进入抗旱调度模

式，加大下泄流量和水量，保障
夏播用水需求；山东、河北等地
通过加密监测预警、 科学调度
水源等举措， 努力扩大灌溉面
积……多地多部门正采取多种
措施，全力抗旱保夏播保供水。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数

据显示，截至 6 月 25 日 17 时，
全国夏粮已收 94.8%， 同比快
0.8 个百分点。全国夏播粮食已
播 79.6%， 其中夏玉米播种过

九成半，中稻播栽近九成，夏大
豆播种近八成。

【记者观察 】夏粮 ，全年粮
食生产的第一季。 全力以赴抓
好夏收、夏种、夏管，对于端牢
14 亿多中国人的饭碗至关重
要。 面对极端天气，今年“三夏”
生产受到一定影响， 仍要继续
健全农业基础设施， 强化科技
支撑， 健全农业防灾减灾救灾
长效机制，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培育耐心资本
各地在行动

科技创新投入高、周期长、
不确定性强，离不开创业投资、
耐心资本的“加持”。 6 月，相关
政策信号密集出现。

6 月 7 日， 国务院常务会
议指出， 充分发挥创业投资投
早、投小、投硬科技作用。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促进创业
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鼓励长期资金投向创业投
资。

在 6 月 19 日至 20 日举行
的 2024 陆家嘴论坛上，耐心资
本成为高频词汇。论坛期间，中
国人寿集团旗下国寿投资公司

与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 (集
团) 有限公司签署科创投资基
金合作意向协议， 发挥央地协
同的耐心资本作用。

“此次三方合作将加强科
技创新与金融投资的协同联

动， 进一步支持上海市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
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上海国有

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
董事长袁国华说。

放眼全国 ，6 月各地纷纷
布局培育耐心资本， 更好服务
科技创新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
总规模 500 亿元的江苏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启动运

行；首期规模 10 亿元的海南自
贸港创新投资基金已正式开展

投资运作； 北京经开区设立了
首期规模 10.01 亿元的科技创
新股权投资基金， 进一步发挥
财政资金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等方面的引导作用……
当前， 耐心资本正加速培

育， 为技术创新、 传统产业升
级、 新产业培育提供稳定的资
本支持， 成为各地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之一。

【记者观察】耐心资本看重
的是未来、投资的是价值。相信
随着耐心资本不断壮大， 将进
一步激发我国创业投资行业发

展的动能和潜力， 为支持科技
创新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

献更大力量。

绿色“成绩单”
持续刷新

6 月的神州大地， 郁郁葱
葱，生机无限。 6 月 5 日是环境
日，一份绿意盎然的“成绩单 ”
出炉。

《2023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 显示： 天更蓝了， 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0 微克 /立方米 ；
水更清了， 全国地表水优良水

质断面比例为 89.4%； 山更美
了， 全国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 占 陆 域 国 土 面 积 比 例 超

30%。
吉林 、浙江 、山西 、甘肃等

地也在 6 月披露了最新的生态
保护情况和最新的生态保护举

措。
全面消除劣五类水质 、农

村及土壤环境质量稳定安全

……环境日前夕 ， 《2023 年吉
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
6 月中旬，吉林省印发了《关于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若干

措施》。
浙江省日前印发施行 《浙

江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

划》，提出优化产业结构 、优化
能源结构、 优化交通结构等方
面重点治理任务。 到 2025 年，
全省设区城市 PM2.5 平均浓度
达到 24.3 微克/立方米，全面消
除重度以上污染天气。

“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是
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基础。 ”浙江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深入推进产业、能源、交通
结构绿色低碳转型， 积极推动
生态环境领域大规模设备更

新， 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
发展。

今年 6 月 17 日是第 30 个
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 据
监测，近 10 年来 ，北方地区春
季年均发生 9.2 次沙尘天气过
程 ， 与近 30 年同期年均 12.5
次相比，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
弱的趋势。 沙区生态环境的改
善， 带动了畜牧养殖业和林果

业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
【记者观察】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

资本， 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
潜力和后劲。要把发展和保护、
利用和修复有机统一起来 ，让
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

底色。

“2012 年退休时，我每月养
老金为 1972 元 ， 经过多次调
整 ， 到 2023 年底 ， 已经达到
3526 元。 ”今年 72 岁的李大爷
是辽宁省沈阳市企业退休人

员。近日，他收到了今年每月将
再增加养老金 100 余元的好消
息。

为更好保障 “老有所养”，
人社部、财政部 6 月 17 日发布
通知，明确从 2024 年 1 月 1 日
起，为 2023 年底前已退休人员
按照人均 3%的水平提高基本
养老金。近期，各省份陆续公布
本地具体调整方案。

养老金是百姓的养老钱 ，
关系参保人的根本利益。 相关
部门正在持续推进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大力推动“跨
省通办”“一网通办”。

6 月， 广大的农村老年群
体也迎来利好。 民政部联合 21
个部门出台的 《关于加快发展
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 》6
月 13 日对外公布。 这是全国层
面对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作出的

首份总体性、系统性部署。
每天上午 10 点左右，四川

省绵阳市安州区河清镇马灵村

的养老服务站里格外热闹 ，不
少老人来到这里喝茶、聊天。在
四川农村， 县乡村相衔接的农
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正逐渐完

善。截至 6 月，已建成县级失能
特困人员养护院 183 个、 区域
性养老服务中心 638 个、 村级
养老服务互助点位 5000 余个。

全国不少地方正依托农村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引入专业
力量，大力发展老年助餐、智慧
养老、老年教育、医养结合等新
模式， 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品
质。

【记者观察】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是我国一项长期战略任

务。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国家
层面不断制定完善切实有效的

措施，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相信
随着养老服务能力与水平的提

升， 老年群体的获得感、 幸福
感、安全感将不断提升。

更好保障
“老有所养”

农民在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刘庄村毛芋头种植基地除草。 ■新华社传真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