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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6月 11日

星期三要闻

局队在线

■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张晓洁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数据，今年前5个

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7.94 万

亿元，同比增长 2.5%。其中，出口增长

7.2%，进口降幅收窄至 3.8%。

外部环境急剧变化，5 月外贸承压

前行。据统计，当月，我国进出口整体、

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7%、6.3%，进口下

降 2.1%。从绝对值看，5月份进出口总

值、出口值和进口值，均位居今年以来

月度第 2位。

从 1月份进出口同比下降 2.2%、前

2个月下降 1.2%，到一季度进出口增长

1.3%、前 4个月增至 2.4%，再到前 5个月

进一步加快 0.1 个百分点，海关总署统

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货物贸易在外

部压力下保持较强韧性。进入 5月份，

中国进出口延续增长态势，特别是中美

经贸高层会谈之后，增速明显加快，当

月在同比少 2个工作日的情况下，实现

平稳增长。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研究员白明认为，我国外贸能在严峻挑

战中保持活跃、总体稳定，原因是多方

面的，其中既有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取得

实质性进展后，外贸企业生产线高速运

转有效对冲上半月关税政策带来的变

动，也有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渐释放效

能，有力提振了外贸企业的信心。

应对困难挑战，推动外贸提质升级

是我国外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

透过最新数据不难发现，装备制造

业支撑作用愈发明显。前 5个月，体现

着产业配套和集成能力的装备制造业

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9.2%，占我国出口总

值近六成，对整体出口增长贡献率达到

73%。其中，出口工业机器人、电动汽

车、船舶、工程机械分别增长 55.4%、

19%、18.9%、10.7%。

一个可喜的信号是，各类经营主

体齐头并进。前 5个月，我国民营企业

进出口同比增长 7%，占我国外贸总值

的 57.1%，比去年同期提升 2.4 个百分

点。同期，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资

企业数量超过 7.3 万家，为 5 年来同期

最高，合计进出口 5.21 万亿元，同比增

长 2.3%，拉动同期我国整体进出口增

长 0.7 个百分点。其中，5 月份外资企

业进出口增长 4%，月度进出口值连续

4个月保持增长。

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前 5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规模

创历史同期新高；对东盟、欧盟贸易

总值分别增长 9.1%、2.9%，合计占我国

外贸总值近三成；对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合计进出口增长 4.2%。其中，5月

当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中亚

五 国 出 口 分 别 增 长 16.9% 、13.7% 、

35.3%、8.8%。

展望下一阶段外贸形势，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教授庄芮认为，国际环境依然

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

比较多，但中国外贸发展稳中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

近期，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

判全面完成，多项稳外贸政策措施密集

出台，创新动能继续成长……“迎难而

上，随着各方协同，全力以赴统筹应对

经贸摩擦，有助于带动外贸继续发挥对

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作用。”庄芮说。

顶压稳增显韧性 多元支撑强底气
——解析我国前5个月外贸表现

■ 新华社记者

麦浪翻滚，菜籽飘香。广袤田野迎

来今年第一茬粮食收获季。

麦收总体进度过半、冬油菜收获完

毕——正在绘就的丰收图景背后，是广

大农民克服旱情等不利因素的辛勤耕

耘，是智慧农业提质升级的创新探索，

也是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的强大合力。

打好主动仗 抢抓农时保夏收

“麦熟一晌，龙口夺粮”。河南省新

乡县的农户马文昌站在地头，看着收割

后的麦粒流水般倒入运输车中，欣慰的

笑容挂在了脸上。

“看样子，今年产量比去年还要高

一些。”马文昌高兴地告诉记者，麦子已

经完全成熟了，这几天正在加班加点抢

收。“我家种的都是种子粮，播种前就被

种子公司预订了，每斤价格比普通小麦

贵一毛钱。”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近年

来，农业农村部持续推进“四良”融合，

我国粮油作物在大面积单产提升方面

不断取得新突破。

“今年小麦产量和质量都不错。”新

乡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文祥朋说，新

乡县在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

农田抗灾减灾能力的同时，积极推广适

应当地种植的高产稳产品种。

金黄麦田，籽粒饱满。在河北邯郸

市邱县，收割机此起彼伏的轰鸣声中，

大片冬小麦加快收获进度。据邯郸市

农业农村部门估产，今年该市夏粮将实

现增产。

“为提升小麦产量和质量，我们联

合科研院所推广优质品种，提供专业技

术指导，为小麦丰收全程护航。”邱县农

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负责人王永强说，全

县组织了 217名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

指导农户及时跟进小麦管护措施，还搭

建起“线上+线下”服务网络，通过微信

群、信息平台等及时推送气象预警、病

虫害防治方案等信息，让种植户足不出

户就能获取专业知识。

夏收作物中，夏油占全年油料的四

成，今年也迎来了喜人的收获。

两周前，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巡检

镇雁落坪村的千亩示范田里，随着巨大

的轰鸣，饱满的油菜荚瞬间进入收割

机，分离出乌黑油亮的菜籽；被粉碎的

秸秆则化身天然绿肥，均匀铺撒在田

间，滋养着土地。

“今年我们扩大了冬油菜播种面积，

围绕单产提升又加大了精量播种、‘一促

四防’、机收减损等专业种植技术指导力

度。”据湖北省油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

绍，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 1910 多万亩，

平均单产接近 160公斤，高产田测产超

300 公斤。2024 年，湖北省油菜总产量

292万吨，今年有望突破300万吨。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朱晶表示，夏收

是全年农业生产的第一仗，作为夏粮主

力的小麦属于我国城乡居民主要口粮品

种。夏粮收获，关乎全年粮食生产大局，

将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全力应挑战 共筑粮食安全防线

前期多地干旱持续让麦苗“喊渴”、

大风影响导致油菜植株倒伏……今年

以来，极端天气频发，给夏粮收获带来

严峻挑战。

“这收成太不容易了！”在山西省运

城市芮城县东垆乡的远鹏智慧农场，负

责人胡天妮看着收割机在金色麦田里

来回忙碌很是感慨。

今年春天，山西出现严重干旱，近

80天无有效降雨。“农场里 1000多亩小

麦到了拔节孕穗的关键期，对水分的需

求极大。那段时间我急得白天吃不下、

晚上睡不好。”胡天妮说，多亏政府支

持，指导农户利用引黄水浇灌，避免了

小麦因旱大幅减产的风险。

面对严峻旱情，财政部会同农业农

村部下达中央财政农业生产防灾救灾

资金，支持山西、江苏、安徽、河南、广

西、陕西等 6省（自治区）做好抗旱救灾

等相关工作。

山西等地水利系统调度各类应急

水源，利用水利设施对旱地进行补水浇

灌，发挥大中型灌区主力军作用，启动

春浇春灌抗旱保夏粮行动；

农业农村系统组织专家和农技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科学浇水抗

旱，并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为小

麦的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冬油菜的收获同样来之不易。湖南

省益阳市资阳区新桥河镇爱屋湾村的油

菜种植户龚建华回忆，4月中旬一场大风

让他家油菜出现了倒伏，让他很揪心。

大风天气过后，资阳区成立的油菜

生产专家技术指导组农技专家迅速联

系龚建华，讲清如何防治倒伏油菜发生

霉烂感染病害，并建议提前收割，利用

清晨和傍晚对油菜进行机收。

“专家告诉我，在机械收获的过程

中油菜荚经过触碰很容易炸裂导致损

失，但清晨、傍晚的露水能润湿油菜

荚，减少收割过程中的角果炸裂损失。”

龚建华说，如此一来，家里油菜每亩多

收了 30多斤。

智能科技护航 高质高效保夏收

不到 4分钟便可收割一亩地！在山

东省济宁市汶上县义桥镇房村，两台印

有“汶农服”标识的雷沃GM100大型联

合收割机在麦浪中平稳穿行，不一会

儿，驶过的地里只留下短短的麦茬。

“我们这台机器装了北斗系统，提

前将地块的相关数据输入机具，它就能

规划最优路线，不重割、不漏割，又快又

准。”汶上县农业社会化服务协会（汶农

服）理事长郭波波说。

俗话说，“麦熟不收，有粮也丢”。

我国各地夏收时间差异较大，但小麦适

收期也就是几天工夫，农业机械在其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做好今年夏粮收获，农业农村部

提前组织各地调配农机，预计全国将投

入各类农机具超 1700万台（套），压茬推

进夏收、夏种和夏管机械化作业。

其中联合收割机 80多万台，参与跨

区作业的超20万台。9-10公斤/秒大喂

入量联合收割机成为跨区作业主流机

型，配备北斗定位、作业监测等功能的智

能化联合收割机更多投入生产一线。

同时，农业农村部还联合交通运

输、公安、气象、石油石化等部门和单位

共同加强农机作业服务保障。

在麦收重点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

待服务站 3400多个，在高速公路收费站

开通农机绿色通道 4800多个，对跨区农

机进一步简化核验程序、一律快速免费

放行；组织设立农机优先优惠加油通道

5800多个，开通农机作业服务保障热线

电话 1260多个，启动“三夏”机收气象服

务等……

各地还充分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社、

农机服务公司力量，提高社会化服务能

力，争分夺秒抢收入库。

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创新投用了农

机调度平台，并向种植户发放机手联系

手册，实现农机手与种植户精准对接。

“我家种了 800多亩地，需要十多台

收割机，过去人找机器效率不高，麦收时

期特别焦虑。现在有了农机调度平台，很

快就找到收割机，收割效率也大大提高。”

盱眙县古桑街道种植大户马守金说。

减损也是增收。记者了解到，今年

江苏大力推广新型低损高效收获机械

和专用收获机械，提前开展机收减损宣

传、培训、比武活动，加强机收损失率监

测，最大限度降低夏粮机收损失。

截至目前，江苏共组织开展省级机

收减损试验 6 次，机收减损培训 434 场

次，设立损失率监测点位数 579个，有效

降低了麦收损失。

不断刷新的麦收速度，见证着农业

现代化的发展。放眼广袤田畴，“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在田间地头激发出澎

湃动能，大国粮仓的根基更加稳固。

沉甸甸的收获
——2025年夏季粮油收获一线观察

本报讯 为做好流通和消费价格、工业生产者价格权数专项调查工

作，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统计局相关工作要求，

结合湖北实际，近日印发《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关于开展流通消费

价格权数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权数专项调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安排部署全省权数专项调查工作。

《通知》指出，科学测算评估权数，把握未来居民消费结构趋势，掌握

工业企业销售产值结构和直接材料消耗结构变动趋势是做好基期轮换工

作的重要内容。要落实国家统计局基期轮换工作部署，按照《2025年湖北

流通和消费价格权数专项调查方案》《2025年湖北工业生产者价格权数专

项调查方案》及工作要求依法依规实施调查，确保权数调查规范性。

《通知》从四个方面部署推进权数专项调查工作。一是提高思想认

识，加强组织领导。要充分认识基期轮换和权数专项调查工作的重要

性，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保障人员配备，明确责任分工。二是科学统

筹谋划，落实工作任务。增加对各大电商平台销售情况调查，合理反映

网络消费构成，根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产业发展趋势对新基期企业代

表性进行评估，更好反映价格变化的总体趋势。三是严格执行制度，强

化业务培训。认真学习基期轮换有关通知、方案精神，熟练掌握权数专

项调查业务流程、操作方法和相关工作要求，准确掌握权数测算和评估

方法。四是加强部门协作，确保工作质量。加强与发改、经信和住建等

部门工作沟通交流，确保权数科学性、客观性和前瞻性，测算结果准确

反映消费结构和工业发展实际。

据介绍，湖北总队将开展权数专项调查培训，适时到市县开展权数

测算工作调研，做好各分类权数测算和评估工作，确保全省基期轮换工

作有序推进。 邓婧婧 顾盼

湖北总队
扎实推进价格调查权数专项调查

本报讯 近日，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赴咸阳市、三原县调研权

数测算专项调查工作开展情况，听取权数测算专项调查工作的总体安

排、进展情况以及难点堵点，详细讲解权数调查表的填报要求、注意事

项，针对基层提出的问题逐一解答，并就如何优化数据采集流程、拓展

数据采集渠道、提高调查工作效率提出具体建议。

调研组实地走访了大型超市、家电售卖中心等调查点，与调查点负

责人员深入交流，了解调查项目近 3年销售额变化以及企业数据与CPI
调查目录的匹配性，并向负责人员具体讲解开展CPI权数测算调查的

目的和意义。

调研组要求，要严格按照国家统计局相关要求，科学规范开展权数

测算工作，确保数据真实、可靠。加强业务培训，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提升基层人员专业能力，确保权数调查表填报准确无误；强化

部门协作，主动对接商务、市场监管等行业主管部门，推动数据共享，形

成工作合力；注重创新方法，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优化数据采集流程，

提高工作效率，为权数测算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席子鸣

陕西总队
调研流通消费价格权数测算工作

■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张研

“三米多的轴承旋转一圈，波动幅度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磨削、

加工，误差的控制以微米计”……

近日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访时，记者耳闻目见，不论是

“巨无霸”风电主轴承的制造严丝合缝，还是内径 6毫米的“袖珍款”在

“螺蛳壳里做道场”，轴承研制在毫厘之间尽显功力。不断刷新的精度

成就了产品的竞争力，2024年，洛轴的高端轴承产值占企业总产值比

重达 70%。

制造精度的淬炼，需要高超的技艺，事关材料纯度、机床加工技术、

工艺参数等的调整和创新，是多个环节的系统集成，体现着整个产业体

系的创造力。

以主轴承为例，业内人士告诉记者，8毫米厚的圈层，洛氏硬度需

大于 58HRC，常规中碳轴承钢远无法达标。而仅研制出钢材元素配比

这一项，就要经过上百万次疲劳试验，把配方变成产品更是历时多年。

如今，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制造要掌握主动并向中高端攀

升，不被一片材料、一枚元件“卡脖子”，同样需要做到在“大而全”的基

础上，向更深更细处布局、追逐毫厘之精。

这是面向前端、直指基础的开拓。一家精密零部件企业负责人曾向

记者感叹，在关键零部件的攻克中，很多问题症结表面上看是加工精度不

够，但实际都与基础材料的性能密切相关，足见夯实产业基础的重要性。

智能驾驶的每一次“进化”，需要操作系统、大模型构建能力的提

升；低空装备可靠性的进步，离不开电池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突

破……也正是一次次向基础领域、技术前沿的冲锋，锻造着产业的“精

度”，积累着攀高向强的能力。

毫厘之间，有时隔着“千里之遥”。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任何看

似微小的进步背后，可能都要付出极尽艰苦的努力，特别是技术路径的

突破，考验着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能力。

业内一家 ITO 靶材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靶材尺寸和致密度向

“极限”突进的每一步，都可能经历自我否定、自我颠覆的过程。也正是

创新性采用冷压常压烧结技术，企业找到破题的关键，制造出尺寸大于

650毫米、相对密度大于 99.7%的 ITO靶材，实现新的突破。

一块巴掌大小的手机主板上布局上千个元器件，如此精密的制造

离不开表面贴装技术、喷锡设备、实时校准系统的创新；车规级芯片性

能的每一次向前，都需要设计的优化、材料的突进，以及制造工艺、测试

验证能力、软硬件技术等各环节的集成……毫厘之间的精进，并非单打

独斗，同样体现着创新链产业链的融合，上下游的协同。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毫厘之间的创

造，归根结底是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持续研磨技术、打磨产品的韧劲

儿，既需要勇拓新路的视野，也要有锚定方向的久久为功。

产业的每一次跃升，都是千锤百炼的锻造。中国制造向新而进的

征程中，坚持长期主义、坚守“毫厘精神”，以创新的锐度和品质的精度

不断打磨实力、夯实底气，必将积跬步以至千里。

感悟毫厘之间的创新功力

时下，正是盐水虫的快速

繁殖生长和捕捞旺季。盐水虫

是一种能在卤水中生活的甲壳

类动物，因蕴含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酸和矿物质，是鱼虾的主

要饵料。图为捕捞人员在山西

省运城市盐湖内进行捕捞盐水

虫作业。

中新社供图

生态盐湖
“捕捞”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