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要闻·财经要闻·财经2023年12月12日 星期二

财
经
财
经

责编：聂传清 汪文正 邮箱：hwbjjb@163.com

12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
据，2023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3908.2
亿斤，比上年增加 177.6 亿斤，增长
1.3%，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
上。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2023 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也为稳定全球粮食市场、维
护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全年粮食产量创新高

12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农村司
司长王贵荣解读粮食生产情况。王
贵荣介绍，2023 年，各地区各部门
严 格 落 实 耕 地 保 护 和 粮 食 安 全 责
任，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
度，有力克服黄淮罕见“烂场雨”、
华北东北局地严重洪涝、西北局部
干旱等不利因素影响，全年粮食产
量再创历史新高。

分季节看，2023 年，全国夏粮
产量为2923.0亿斤，比上年减少25.0
亿斤，下降 0.8%；早稻产量为 566.7
亿斤，比上年增加 4.3 亿斤，增长
0.8%；秋粮产量为 10418.4 亿斤，比
上年增加198.4亿斤，增长1.9%。

王贵荣说，2023 年，全国秋粮
播种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地区灾情
较轻，特别是北方旱地雨水多墒情
好，秋粮产量增加。上年长江流域
部分地区高温干旱导致秋粮减产，
今年农业气象年景正常，实现恢复
性增产。

分品种看，玉米产量增加，小麦
和稻谷产量下降。2023 年，全国谷
物产量 12828.6 亿斤，比上年增加

163.7 亿斤，增长 1.3%。其中，稻谷
产量4132.1亿斤，比上年减少37.8亿
斤，下降 0.9%；小麦产量 2731.8 亿
斤 ， 比 上 年 减 少 22.7 亿 斤 ， 下 降
0.8%；玉米产量5776.8亿斤，比上年
增加232.8亿斤，增长4.2%。

豆类和薯类产量稳中略增。2023
年，全国豆类产量 476.8 亿斤，比上
年增加 6.6 亿斤，增长 1.4%。其中，
大豆产量 416.8 亿斤，比上年增加
11.2亿斤，增长2.8%。全国薯类产量
602.8亿斤，比上年增加7.3亿斤，增
长1.2%。

王贵荣表示，全国 31 个省（区、
市）中，有 27 个粮食增产。其中，新疆
通过调整种植结构，优化水资源配置，
新增耕作面积，播种面积大幅增加，受
此影响增产 61.1 亿斤；山东、吉林、
四川、辽宁、内蒙古、安徽粮食增产
均超过10亿斤。

粮食播种面积增长0.5%

粮食再增产，面积增加是其中一
个重要因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3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7.85 亿
亩，比上年增加954.6万亩，增长0.5%。

王贵荣表示，2023 年，中央实
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继续提高
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完善玉米大
豆生产者补贴，增加产粮大县奖励资
金规模，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
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向实
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 100 亿
元，多措并举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各地贯彻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调
整优化种植结构，积极推进间套复
种、整改复耕，挖掘面积潜力。

具体看，小麦和玉米面积增加，
稻谷面积稳中略降。2023 年，全国
谷物播种面积 14.99 亿亩，比上年增
加 986.3 万亩，增长 0.7%。其中，稻谷
播种面积4.34亿亩，比上年减少751.6
万亩，下降 1.7%；小麦播种面积 3.54
亿亩，比上年增加 163.2 万亩，增长
0.5%；玉米播种面积6.63亿亩，比上年
增加1723.2万亩，增长2.7%。

豆类面积小幅增长，薯类面积有
所下降。2023 年，全国豆类播种面积
1.80 亿亩，比上年增加 174.3 万亩，增
长 1.0%。其中，大豆播种面积 1.57 亿
亩 ，比 上 年 增 加 345.1 万 亩 ，增 长
2.2%。全国薯类播种面积1.06亿亩，比
上年减少206.0万亩，下降1.9%。

“2023 年，国家出台稳定大豆生
产一揽子支持政策，提高大豆生产者
补贴，加大金融信贷支持，推广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引导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种植大豆，稳定大豆种植规模。”
王贵荣说。

大面积单产提升效果明显

单产提升是另一关键点。2023
年，全国粮食单产389.7公斤/亩，每亩
产量比上年增加2.9公斤，增长0.8%。

——稻谷、玉米单产增加，小麦单
产略减。2023 年，全国谷物单产 427.9
公斤/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 2.7 公
斤，增长 0.6%。其中，稻谷单产 475.8
公斤/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 3.8 公
斤，增长 0.8%；由于收获期受严重“烂
场雨”天气影响，小麦单产385.4公斤/
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减少 5.0公斤，下
降1.3%；玉米单产435.5公斤/亩，每亩
产量比上年增加6.4公斤，增长1.5%。

——豆类和薯类单产均实现增加。
2023年，全国豆类单产132.5公斤/亩，
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 0.6 公斤，增长
0.4%。其中，大豆单产132.7公斤/亩，每
亩产量比上年增加0.7公斤，增长0.5%。
全国薯类单产285.1公斤/亩，每亩产量
比上年增加8.8公斤，增长3.2%。

王贵荣表示，2023 年，尽管华
北东北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但全
国大部农区光温水匹配较好，气象条
件总体有利于粮食作物生长发育和产
量形成。同时，今年开展粮油等主要
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重点推广
耐密品种，集成配套栽培技术，实施
效果明显。

202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908.2亿斤，比上年增长1.3%——

中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
本报记者 邱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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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季，各地冰雪消费持续升
温。琳琅满目的“冰雪+”产品带给
人们更丰富的体验。各地扩大优惠举
措、优化服务，从供需两侧持续发
力，促进释放冰雪经济新动能。

冰雪消费持续升温

在黑龙江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
区，缆车前排起长队，游客络绎不
绝。来自深圳的彭先生带着妻子和两
岁的孩子来到滑雪场体验“冰天雪
地”的快乐。据统计，度假区自 11
月9日“开板”以来，日均游客量约
5500 人次，单日最大接待量约 7500
人次，远超历年同期水平。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万龙滑
雪场，雪道上不时有滑雪爱好者疾驰
而下，雪道下各地游客“打卡”拍
照。自 11月 8日雪场“开板”以来，
平日客流量约为 2500 人次，雪场酒
店预订率达 60%；周末客流量可达
5000 人次，雪场酒店预订率达 90%。
总共拥有8家滑雪场的崇礼区一个多
月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近 80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8亿元。

冬日的重庆市南川区金佛山滑雪
场一片银装素裹。重庆市南川中学校
教师杨祖茂带领 211 名同学“追雪”
而来。杨祖茂说，希望冰雪研学活动
帮助孩子们缓解学习压力，增强大家
的凝聚力。据统计，今年冰雪季开启
半个多月以来，金佛山滑雪场营业收
入比去年同期增长约40%。

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华润上海万
象城内的冰场十分热闹。数名儿童学
员在教练的指导下在冰面旋转、跳
跃。冰场运营方、北京世纪星冰雪体

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冰场平日里接待游客约
160 人次、学员约 200 人次，周末访
客数量则往往翻倍。

携程、同程旅行等在线旅游平台
数据均显示，今年冰雪季初次购买滑
雪票的用户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也意
味着更多人参与到冰雪活动中，冰雪
消费仍有望继续扩容。

“冰雪+”带来新体验

在冰雪消费者增多的同时，“冰
雪+”产业链持续延展，冰雪运动、冰
雪休闲活动与文化体验、旅游、研学、
音乐等相结合，给人们带来新体验。

作为北京冬奥会雪上竞赛场馆之
一，河北崇礼云顶滑雪公园进行了全
面升级。“新雪季我们将冬奥会赛道
难度降低，以便游客近距离体验；同
时，将初中高级雪道合理搭配，满足
不同人群滑雪需求。”云顶滑雪公园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世同说。

在位于长白山脉张广才岭与老爷
岭交会处的黑龙江“中国雪乡”景区，
游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3000 余盏
大红灯笼悬挂在栈道、房檐上，火红的
灯笼映衬着洁白的“雪蘑菇”“雪蛋糕”

“雪舌”等独特雪景，宛如童话世界。
负责雪乡景区管理运营的龙江森

工集团大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刘忠才说，今年雪乡大雪谷、冰雪

画廊、亚雪驿站、风车雪山等景点配
套设施实现升级改造，同时景区还打
造了雪乡花灯一条街，丰富大秧歌、
花车巡游等互动活动，让游客充分体
验民俗文化魅力。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 （集团） 有
限公司今年新成立了滑雪俱乐部。

“越来越多的‘回头客’对装备以及
冰雪运动体验要求更加专业化，滑雪
俱乐部应运而生。”该旅行社副总经
理周卫红说。

供需两侧持续发力

响应消费者日益多元化、深度化
的需求，各地扩大优惠举措、丰富产
品和服务供给，从供需两侧持续发
力，促进释放冰雪经济新动能。

重庆市南川区副区长李学民介
绍，当地景区将滑雪时间及索道运营
时间延长至晚上 9 时，消费者可在线
上平台预订酒店套票、预约下山等，这
些举措助力优化流程，提升游客体验。

黑龙江省自11月8日起开展冬季
冰雪旅游“百日行动”，从冰雪旅游产
品优化、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旅游基础
设施升级、市场运行和保障机制健全、
旅游发展环境改善等供给侧发力，构
建冬季旅游产业体系；还推出十大冰
雪旗舰产品、十大冰雪精品线路、特色
博物馆游主题线路等，丰富产品供给。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副局长韩晓玉介绍，当地文
旅部门多次组织冰雪旅游企业参加旅
游资源推介会，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崇
礼体验冰雪文化。地方积极引导经营
者做到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合力打
造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
雪旅游发展报告（2023）》预计，2024
年至2025年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
游人数有望达到5.2亿人次，冰雪休闲
旅游收入将达到7200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1 日电
记者陈爱平、金地、赵鹏昊、李晓
婷、刘昊东、周文冲）

各地多举措促消费

释放冰雪经济新动能
各地多举措促消费

释放冰雪经济新动能

入冬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冰雪经济活跃，带动文
旅、餐饮、住宿等业态持续升温，冰雪“冷资源”转化为产业“热经济”。
图为12月11日，滑雪爱好者在扎兰屯市金龙山滑雪场戏雪。

韩颖群摄 （人民视觉）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加快推进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完成玉林市2
个独立供电台区域供电体制改革。今年以来，南方电网玉林供电局累计
投资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工程资金5.69亿元，新建供电台区560个，有效提
高县域供电能力，助力乡村振兴。图为近日供电局工作人员在玉林市首
条跨地市35千伏大洋至高峰线路改造工程上作业。 黎家泽摄

今年以来，江苏省海安市紧盯企业反映的困难，因地制宜、因企
施策，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优化营商环境，提振外商投资信心，推
动外资企业高质量发展。图为12月11日，位于海安市高新区台商产业
园的加百裕 （南通） 电子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供应国内外
市场的锂电池产品。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
徐佩玉） 记者 11 日从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获悉，1 月至 11 月，我国
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2711.1 万辆和
2693.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0%
和 10.8%。

据介绍，11 月，我国汽车产销
量分别达309.3万辆和297万辆，环
比分别增长7%和4.1%，同比分别增

长 29.4%和 27.4%，产销量连续 3 个
月创当月历史同期新高。

1 月至 11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分别达842.6万辆和830.4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 34.5%和 36.7%，
市场占有率达 30.8%。1 月至 11 月，
我国出口汽车441.2万辆，同比增长
58.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109.1
万辆，同比增长83.5%。

1至11月

汽车产销量同比增长10%和10.8%

本报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
杜海涛）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
11 个月北京地区 （含中央在京单
位，下同） 进出口3.32万亿元人民
币 ，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0.7% 。 11
月，北京地区进出口 3304.8 亿元，
环比增长5.1%，创年内新高。

今年以来，北京海关着力维护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持续打造地区
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全力推进区
域协同发展。北京地区外贸呈现

“量稳质提”特征。前 11 个月北京
地区医药材及药品进口 1153.7 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下同）35.2%；
集成电路制造设备进口 183 亿元，
增长49.8%；航空器零部件进口91.9
亿元，增长 38.1%，规模均超去年全
年水平并创历史新高。

引领京津冀地区外贸成效显
著。前 11 个月，北京地区外贸占京
津冀地区外贸总值的 72.7%，上拉
京津冀地区外贸增速0.5个百分点。

北京地区11月进出口创年内新高

本报兰州12月11日电（记者
赵帅杰） 近日，记者从甘肃省政府
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兰州市将利用两年多时间，推进
100个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畅通经
济发展“大动脉”和民生出行“微
循环”，积极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

据悉，100 个重点交通项目涵
盖航空、铁路、公路、城市道路、
内河水运等 13 类，其中 2025 年底

前竣工投用 50 个、占比达到一
半，开工建设 27 个，另有一批前
期谋划项目，旨在加快构建“外联
内畅、立体多元、绿色智慧”的现
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兰州高质量
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近年来，兰州依托联通东西、
贯穿南北的通道枢纽优势，积极拓
展“大陆桥走廊”“西部陆海走
廊”“京藏走廊”等交通主通道节
点交汇功能，努力建设交通强市。

兰州推进100个重点交通项目建设

本报北京 12 月 11 日电 （王
浩、赵林） 记者从水利部举行的丹
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流域水质安全保
障工作进展和成效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丹江口库区水质常年保持在Ⅱ
类及以上，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提
供了坚实的水质安全保障。

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流域作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是保
障北方受水区供水安全的“生命
线”。水利部将按照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总体要

求，加强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流域
统一管理，将丹江口水库库区及其
上游干支流涉及的河南、湖北、陕
西 3 省 10 市 46 县 （市、区） 和重
庆市城口县、四川省万源市、甘肃
省两当县相关乡镇 9.52 万平方公
里 全 部 纳 入 治 理 范 围 ， 到 2025
年，使丹江口水库水质稳定达到
供水要求，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水生态系统功能基本恢复，生物
多样性进一步提高，水环境风险
得到有效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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