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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7月10日电 为更
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服务需求，进
一步释放银发消费潜力，民政部联
合商务部 10 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启
动全国“养老服务消费季”活动，活
动将持续至今年 12 月，主题为“惠
老助老、品质生活”。

民政部指出，各地要用好各
渠道资金，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
以旧换新等便民措施，让老年人
更快更好享受政策优惠；要加快
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城
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贯通居家、
社区、机构三类服务形态，推动优

质养老服务向基层下沉，让老年
人在家门口就能便捷享受“点单
式”的多样化服务。

在推动形成促进养老服务消费
的合力和氛围方面，民政部要求，各
地做好活动策划，立足本地资源禀
赋，精心策划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

“养老服务消费季”活动，打造一批
叫得响的养老消费名片和品牌，形
成全国上下“因地制宜、百花齐放”
的生动局面；要加强与全国“敬老
月”活动统筹衔接，弘扬中华民族孝
亲敬老传统美德，加密开展老年用
品和服务项目宣传推广活动。

民政部启动全国
“养老服务消费季”活动

养老金，与亿万退休人员息息
相关。

为更好保障退休人员“老有所
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7
月10日发布通知，明确从2025年1月
1日起，为2024年底前已退休人员，按
照2024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
金2%的标准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

接下来，各省份将结合本地区
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今年调
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将尽快发放到
位，将惠及约1.5亿名退休人员。

“自2005年以来，我国连续调整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在当前国内
经济承压、不确定性上升的大环境
下依然保持养老金增长，体现了党
中央、国务院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高度重视。”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
学研究院院长莫荣说。

他表示，国家在综合考虑上一
年物价上涨和工资增长等因素基础

上，确定了今年2%的上调比例。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2%是全国

总体调整水平。即算全国的“总
账”，是2024年全部退休人员平均每
人每月基本养老金涨 2%。但算个
人的“小账”，并不是每名退休人员
都按2%的涨幅增加基本养老金。

具体到个人，会涨多少，怎么计算？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继续采取定额
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
的调整办法，重点向养老金水平较
低群体倾斜。

定额调整是指同一地区各类退
休人员，不论养老金水平是高是低，
都按统一的金额上调。

挂钩调整是指与退休人员本人
的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
相关联进行调整。前者体现长缴多
得，后者体现多缴多得，因此每个人
的挂钩调整金额会存在差异。

适当倾斜是指适当提高部分退
休人员的待遇调整水平，包括高龄
退休人员、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
等，体现了对重点群体的关怀。

个人最终的调整幅度由上面三
部分加总来决定。“按照这一调整办
法，最终每个人养老金的实际增长
比例各不相同，养老金水平较低的
退休人员上调的幅度会更高一些。”
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
中心主任郑伟说。

未来几年，随着上世纪60年代
生育高峰出生人口陆续达到退休年
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将有所增加。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
分析表示：“随着退休人员增多，养老
保险基金支出也会增加。但只要收
入大于支出，就能在相当程度上维持
制度的可持续性。”董克用说，2024年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7.5
万亿元、支出6.8万亿元，当期收支略

有结余，运行保持平稳。
在养老金当期收入中，有各级

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补助。据
介绍，近年来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
补助力度，地方各级财政也积极落
实养老金支出责任。

“过去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是省级统筹。由于参保人员年
龄结构差异等原因，少数地区出现
了收不抵支，当时主要靠中央调剂
来解决。现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实现了全国统筹，运用了新的机
制，对困难省份的支持更加有力。”
董克用介绍。

专家表示，从长远看，养老金还
有储备。2024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7.1 万亿元。
同时，全国社保基金有超过2.6万亿
元的战略储备，中央层面已划转国
有资本1.68万亿元充实社保基金。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惠及约1.5亿退休人员！
2025年基本养老金再涨2%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 10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
首次双超1500万辆，均同比实现两
位数增长，汽车产业活力持续释放。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汽
车 产 销 量 分 别 为 1562.1 万 辆 和
156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分别为 696.8 万辆和 693.7 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 41.4%和 40.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
总销量的44.3%。

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带动
内需市场明显改善，对汽车整体增
长起到重要支撑作用。1至6月，汽
车国内销量达到1257万辆，同比增
长11.7%。6月单月，汽车国内销量

环比同比双增。
值得一提的是，6月单月，新能

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
量比例超过二分之一，新能源商用
车国内销量占商用车国内销量比例
达到四分之一。

汽车出口继续保持增长。1至6
月，汽车出口308.3万辆，同比增长
10.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迅
速，达到106万辆，同比增长75.2%。

“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
续有序实施，叠加企业新品供给持
续丰富等，将有助于拉动汽车消费
持续增长。”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士
华说，接下来需进一步规范市场竞
争秩序，加强行业自律，强化政策引
领与监督，助力行业健康平稳运行。

活力足！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
首次双超1500万辆

6月9日，河南省三门峡灵
宝市西阎乡东古驿村村民在抢
收小麦（无人机照片）。

7 月 10 日，国家统计局发
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夏粮
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持平，
夏 粮 总 产 量 14973.8 万 吨
（2994.8 亿斤），其中小麦产量
13816.0 万吨（2763.2 亿斤），全
国夏粮实现稳产丰收。

新华社发 杜杰 摄

今年我国夏粮
实现稳产丰收

夏粮丰，全年稳！
7 月 10 日，2025 年夏粮“成绩

单”新鲜出炉——2025年全国夏粮
总产量达到2994.8亿斤，其中小麦
产量2763.2亿斤，实现稳产丰收。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副司长魏
锋华说，今年夏粮虽略有减产，但
减产幅度很小，总体保持稳定。

2023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
量达到 2923 亿斤，而 2024 年夏粮
产量在2023年处于较高水平的基
础上，又增产了72.5亿斤。今年夏
粮“成绩单”是在2024年高基数基
础上取得的。此外，今年在河南、
陕西等主产区发生了较重旱情，诸
多挑战下，实现2025年夏粮稳产丰
收，殊为不易。

政策对路，农民种粮有盼头
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稳定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扩大完全成
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投保面积，
启动实施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
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

今年以来，国家继续加大对粮
食生产的支持力度，一系列政策措
施陆续出台，有效保证了种粮农民
的积极性，全国夏粮播种面积达
3.99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量稳质升，耕地夯基促丰收
今 年 夏 粮 播 种 面 积 保 持 稳

定。此外，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不断提升耕地质量。业内
专家介绍，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
粮食产能一般能提高10%左右。

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
农田超过10亿亩，建成各类田间灌
排渠道1000多万公里，农田抗灾减
灾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为全国粮食

连续多年丰产增产提供重要支撑。

科技创新，良种良机提单产
以科技为支撑，走内涵式现代

农业发展道路，正为夏粮生产注入
强劲动能。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搜集
种质资源、创制新品种、推广田间
种植，围绕种业振兴行动，我国农
科人员脚步不停。“普冰03”“中麦
578”“轮选49”“航麦802”……今年
以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培育的一
系列广适、高产的小麦新品种纷纷
亮相，从源头上为粮食增产提升潜
力。

在田间地头，农机装备为丰收
护航。今年夏收，全国投入联合收
割机80多万台。单机日均收获面
积达 80 亩，效率比 5 年前提高了
30%以上，麦收总体进度比常年快

了2至3天。
广袤田野上，越来越先进的农

机正被广泛应用，大大提升农业生
产效率。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当
前我国农业生产已进入机械化为
主导的阶段，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超过75%，三大主粮生
产基本实现机械化。

虽然夏粮产量只占全年粮食
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但夏粮产
量稳了，对全年粮食生产至关重
要。此外，作为夏粮“大头”的小
麦，是我国城乡居民一大主要口粮
品种，重要性不言而喻。

方方面面齐努力，夏粮稳产丰
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
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
势、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
有力支撑。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2994.8亿斤！2025年夏粮“成绩单”出炉

进入7月份以来，我国中东部地
区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高温带动
下电网负荷持续攀升，不少地方电
网负荷创新高。对此，电力部门采
取不停电作业模式、筹措电力资源、
加快电网优化补强等措施，确保电
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有序。

“10千伏张管线电流符合要求，
可以合上旁路开关。”近日，在江苏
盐城陈集镇10千伏张管线244号杆
处，国网盐城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
中心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开展老旧
开关更换工作，沿线63户高压、3561
户低压用户全程无感知。

“为不影响居民正常用电，我们
采用难度更高的旁路带电作业方
式，减少了120个停电时户数。”该作
业中心现场工作负责人赵志强说。
只见作业人员穿着密不透风的绝缘
服、戴着绝缘手套等防护装备，跨进
狭窄的绝缘斗里，在12米电杆顶部
的作业处对线路实施绝缘遮蔽、测
量电流等安全措施，前胸后背早已
被汗水湿透。

记者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
司获悉，目前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
荷已三次刷新历史新高，达 1.52 亿
千瓦，全省13个地级市最高用电负

荷全部刷新历史纪录。
面对高温高负荷的挑战，国网

江苏电力积极借助已投运的各类跨
省、跨区域输电工程，全力争取西
部、北部区外来电，确保电网运行平
稳、电力供应有序。日前，江苏全省
93座新型储能电站还在晚间用电高
峰集中向电网放电，最大放电功率
达 714 万千瓦，可同时满足约 4800
万户居民一小时用电需求。

高温期间，各地还积极加大不
停电作业投入力度，全力保障居民
用电稳定可靠。国网盐城供电公司
持续推进“先复电、后抢修”不停电
作业模式。迎峰度夏以来，盐城地
区累计开展不停电作业736次，较去
年同期增长 35%，减少停电时户数
超过32万户。

在湖北，持续高温天气也让当
地用电负荷急剧攀升。湖北是西电
东送、南北互济的重要枢纽和华中
特高压交流环网的核心，国网湖北
省电力有限公司全力筹措电力资
源、加快电网优化补强，精心运维电
网设备。

位于湖北宜昌的220千伏长郭
二回线路是清江隔河岩水电站关键
送出通道，承担着水电满发外送的

重要使命。国网宜昌供电公司线路
运维人员日前在特巡时发现，一处
铁塔线路绝缘子存在缺失，需立即
采取带电作业方式消除缺陷。

记者在现场看到，抢修人员苏
宇峰和同事在布置好安全措施、检
测带电工具绝缘性能后，迅速向铁
塔高处爬去。烈日炙烤下，在铁塔
上攀爬不到几分钟，苏宇峰的衣服
就被汗水湿透。经过近1个小时的
紧急抢修，成功消除了隐患。

据了解，国网湖北电力已明确
34 座一二类变电站、359 条输电线
路、8座换流站以及相关设备为重点
保障对象，加大巡视检查力度。目
前，日均配备 900 余支专业抢修队
伍、160 余辆中低压应急发电车 24
小时待命，随时出动抢修。

骄阳似火，热浪翻滚。7 月 10
日，在安徽省祁门县110千伏先锋变
电站配套出线工程施工现场，国网
祁门县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倪
刚身穿绝缘服，带领着电力工人，正
在进行高空线路架设作业。“带电作
业时，必须穿上绝缘服，作业十分
钟，衣服里就全是汗了。”

据悉，祁门县110千伏先锋变电
站配套出线工程是该县年度迎峰度

夏重点电网工程项目，关系到该县
新城区数千户居民和企业的可靠用
电。为完成保供电的重任，祁门县
电力工人顶着高温加快推进配套出
线工程建设。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电力设备
以最佳状态迎接夏季高温挑战，在
入夏前，国网黄山供电公司就提前
制定了迎峰度夏电网运维重点工作
清单，对辖区范围内的线路及配电
设备进行全面巡查，发现缺陷及时
消缺。

国网安徽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
工程师谢大为说，入夏以来，安徽电
网用电负荷已多次刷新历史记录，
安徽省用电最大负荷已达6688万千
瓦，较去年最大负荷增长5.26%。

今年安徽省进一步优化分时电
价政策，增设午间低谷电价时段，引
导工商业客户调整负荷，增加用户
侧储能充放空间，缓解晚峰时段用
电压力。同时创新开展居民节电响
应，以“节电一度奖励3元”的激励政
策，引导居民自主调整用电行为。7
月4日首次活动中，全省30.18万用
户享受到节电奖励，最大压降负荷
31.13万千瓦。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迎战高温“烤”验 电力部门多举措保供电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记者
10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
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印发紧
急通知，部署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
工地安全管理，其中，明确对发生施
工工地群死群伤的各类灾害事故一
律提级调查。

据悉，近年来，四川凉山、贵州
毕节等地施工工地遭遇洪涝地质灾
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近期，河南
南阳、甘肃白银等地发生局地暴雨
洪涝造成野外建设工程施工人员群
死群伤事件。这暴露出一些地方、
部门和单位风险意识淡薄、防汛责
任不落实、预警“叫应”不到位、转移
避险不及时甚至“假应答”“假转移”
等突出问题，教训十分深刻。

通知提出，要清醒认识当前防
汛救灾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充分
认识做好施工工地安全防范工作的
极端重要性。必须压实工地防汛安
全责任，相关部门要把本行业领域
建设施工工程防汛救灾工作纳入安
全监管范围，各省市特别是县级层

面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各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要健全企业内部从上
到下直至项目部、施工班组的防汛
责任制。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
患，各地要立即组织开展一次野外
施工工程汛期安全隐患大检查。必
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叫应”，要明
确属地相关部门与工地营地防汛责
任人之间监测预警信息传递方式，
建设、施工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实
时接收雨情水情预警等信息。

通知要求，必须从严开展调查
评估和倒查追责，对不落实汛期施
工安全责任、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的，
依法依规严肃追究建设和施工企
业、主管部门及相关责任人责任。
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紧
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提前备足
应急队伍、装备、物资，在高风险工
程项目单位配备必要防汛抢险物资
和应急通信装备。

此外，通知还对营地选址安全论
证、多方协调联动、转移避险、编制应
急预案和加强实战演练等提出要求。

事关汛期施工安全
国家防减救灾办作出部署

夏日的成都市人民公园，草木
葱茏，树影婆娑。

许国璋将军遗像前，石室联合
中学蜀华分校的 20 余名孩子安静
站立。由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组织的抗战英烈事迹宣讲活动在
此拉开帷幕，那热血沸腾、光照千
秋的抗日烽火，再次在孩子们眼前
燃起。

许国璋出生于1897年，四川省
成都市人，1938 年任 67 军 161 师
483 旅少将旅长，随部出川抗日。
许国璋战绩甚佳，9 月初奉命进攻
黄梅（今湖北黄冈黄梅县）等地的日
军，他率 483 旅官兵与敌人激战两
日，起初因缺乏火炮、高射炮支援，
伤亡重大；后改强攻为夜间奇袭，与
敌相持达月余之久。

10月中旬，在鄂东上巴河战斗
中，日军动用飞机、大炮狂轰许国璋
所部前沿阵地，日军步兵配合骑兵
向前推进。许国璋早将部队藏于侧
翼，待时机成熟全线猛烈开火，一举
击溃敌人。

483 旅转战各地。1941 年秋，
许国璋因战功晋升 150 师副师长。
翌年7月，升任师长。鄂西会战中，
他奉命固守津市、澧县。11 月，常
德会战打响，这是正面战场大规模
的会战之一，十余万日军一次次发
起进攻，许国璋亲临一线指挥部队
顽强反击，坚守阵地，150师毙伤敌
军2000余人。

然而，局部胜利难以改变残

酷的战争走向。日寇主力部队
继续猛攻，战况极端危急，转移
过程中，许国璋师部被敌人分割
包围，他身边仅有参谋、警卫等
300 余人，而凶残的日军步、骑兵
有 1000 余人。

11 月 20 日夜，日军向陬市（今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陬市镇）发起
进攻。许国璋手持步枪亲自抗击日
军，身边官兵仅存200余人，他将人
员编为两队，他和副师长杨自立各
带一队，准备趁夜色突围。突围中，
许国璋意外中弹晕死过去，警卫将
他抢救回来。

次日凌晨 4 时左右，许国璋苏
醒，得知日军已占领陬市，又昏了
过去。待他再次苏醒过来，摸到
睡在身边警卫的手枪，举枪自杀
殉国。

许国璋将军殉国后，被追赠中
将。遗体由150师副官主任王禹城
护送回成都，成都各界人士在忠烈
祠为许将军举行悼念仪式。2014
年，许国璋将军被民政部列入第一
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许国璋将军宁死不退，表现出
气壮山河的民族气节，他用自己的
生命，向日寇宣示了中国军民抗战
到底的决心！”听着四川省英烈精神
宣讲团成员阴启昕的讲解，孩子们
眼里闪动着泪光。

许国璋将军英名永在，与国
同芳！

（新华社成都7月10日电）

许国璋：以身许国全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