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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21 日电《经

济参考报》7 月 21 日刊发文章《今

年消博会将启 助推消费恢复和潜

力释放》。文章称，2022 年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简称“消博会”）

将于 7 月 25 日至 30 日在海南省海

口市举办。在 7 月 20 日举行的国

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

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当前，我国消

费市场呈现恢复增长态势，消费韧

性强、潜力足的特点没有改变，消

费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消费提质升级的大趋势没有改

变。在此背景下，按照中央“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的明确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消博会筹备工作，将更好推动消费

恢复和潜力释放。

据介绍，本届消博会分为国际

国内两个展区，总面积达 10万平方

米，较首届增长 25％，预计将继续成

为亚太地区中规模最大的精品展。

其中，国际展区 8 万平方米，

占参展面积 80％，共有来自 61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600 多个品牌参

展。法国将担任本届消博会主

宾国。

国内展区 2 万平方米，包括省

（区、市）展区 1.5 万平方米，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均参展参会。截至目前，参展

品牌超过 1200个，新设国货精品馆

5000平方米，展示国内消费精品和

老字号。

“参展品牌显著增加，预计有

600 多个全球新品首发首秀，很多

消费精品集中展示，将有效优化消

费供给、畅通消费渠道、提振消费

信心、增强消费活力。”盛秋平说。

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委

自贸港工委办主任倪强进一步介

绍，相比去年首届消博会，本届消

博会招展招商有三个特点：一是聚

焦更多消费精品，汇聚更多细分行

业的全球头部品牌；二是聚焦新品

首发首秀，将有 200 多个品牌在本

届消博会上发布全新产品；三是聚

焦展销匹配，结合参展商特点，重

点邀请国内外知名商贸企业、免税

经营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等到会采

购交易，预计采购商和专业观众将

超过 4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RCEP 成员参

会热情高，日本、韩国、马来西亚

等国总参展面积超过 5000 平方

米，较首届增长近 20％。商务部

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徐兴

锋介绍，RCEP 生效实施之后，区

域内 90％以上的产品将逐步实现

零关税，相关进口消费品的价格

将会更为优惠。

对于如何发挥消博会平台作

用，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徐兴锋

介绍，将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继

续聚焦精品，全球知名品牌、企业

汇聚消博会，对接国内优质采购

商，为国际消费精品进入中国市场

提供便利；二是创新形式，消博会

将灵活运用直播带货、网红探馆

等，发挥线上线下联动优势，让更

多商品走进寻常百姓家；三是放大

效应，引导更多参展企业依托海南

自贸港政策优势，设立区域总部，

开设品牌首店，辐射国内市场，以

此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更好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盛秋平表示，本届消博会为各

国企业共享中国市场提供了机遇，

也为中国和各国消费精品销往全

球创造商机，有利于联通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推动商品、服务等资源

要素高效配置，更好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

“我们将努力把本届消博会打

造成各国扩大贸易、加强合作、促

进发展的重要平台，真诚欢迎各国

企业共乘中国发展快车，共享中国

市场机遇，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新

的增长动力。”盛秋平说。

（记者 王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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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经

济参考报》7月 21日刊发文章《农业

农村经济持续向好 助力稳物价保

民生》。文章称，记者从 20 日举行

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获悉，上半年，

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向好，为稳物价

保民生、稳定经济大盘提供了坚实

支撑。

从生产看，夏粮在去年高基数

上再夺丰收，产量 2948 亿斤、增加

28.7 亿斤，创历史新高。预计早稻

面积稳中有增，目前收获过六成、

丰收在望。

从供应看，稻谷、小麦全社会

库存处于历史较高水平，能够满足

一年以上的口粮消费需求；“菜篮

子”产品供应充足，上半年猪牛羊

禽肉产量同比增长 5.3％，其中猪肉

产量增长 8.2％。

从收入看，截至 6月末，返乡农

民工就业率 90.7％，同比提高 2 个

百分点，在产业带动、就业创业拉

动下，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9787元，实际增长 4.2％。

此外，乡村建设稳妥推进，建

设了一批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农村

改革持续深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壮大，目前全国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超过 610万家……

“总的看，上半年农业农村经

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为稳物价保

民生、稳定经济大盘提供坚实支

撑。”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

划司司长曾衍德说。他特别指出，

夏粮生产经受了去年罕见秋汛、新

冠肺炎疫情散发、农资价格上涨等

多重考验，在去年高基数上再夺丰

收，成为上半年三农乃至经济社会

发展的突出亮点。

不过，曾衍德也表示，农业农

村经济发展还面临灾害威胁加大、

农民就业增收压力增大等诸多挑

战，需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

施加以解决。下一步，将全力以赴

夺取粮食丰收，千方百计促进农民

增收，持续发力推进乡村振兴。

稳产保供是首要任务。农业

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负责人刘莉

华表示，全年夏粮、早稻、秋粮三季

粮食，大头在秋粮，占比达 75％，能

否实现全年粮食丰收关键还得看

秋粮。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看，

今年秋粮丰收还是有一定基础

的。”刘莉华说，目前，除部分双季

晚稻和晚秋粮作物外，秋粮面积大

头已落地。初步预计，今年秋粮面

积有望超过 13亿亩，比上年有所增

加。

刘莉华指出，7、8、9 三个月既

是秋粮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关

键时期，也是灾害多发重发的时

期，还是病虫危害最严重的时候，

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任

务还十分艰巨。下一步，要一环不

松、一招不落，确保晚稻和晚秋作

物应种尽种、指导农民搞好秋粮的

肥水管理、做好洪涝及夏伏旱等灾

害防范，全力抓好秋粮生产，确保

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

上。

在保障“菜篮子”产品供应方

面，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重点

是要加强设施蔬菜生产，分级落实

生猪产能调控责任，统筹抓好牛羊

禽、水产品等生产，强化产销衔接

和应急保供，压实地方“菜篮子”市

长负责制，稳定市场供应，稳定市

场价格。

“从 6月下旬开始，猪价经历了

一波上涨，近期已经有所回落。”农

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人陈光

华说，总的看，这轮猪价上涨主要

是恢复性、季节性上涨，叠加一些

特殊因素的作用，但生产是充足

的，后期猪价不具备持续大幅上涨

的动力。下一步，将紧盯能繁母猪

存栏量等关键指标，根据月度变化

情况，适时采取针对性调节措施，

保持生猪产能

稳定在合理区

间。

在 抓 好 粮

食和重要农产

品稳产保供的

同时，政策措施

也将持续加力，

全力促进农民

就业增收。

产 业 兴 旺

是促进农民增

收 的 必 由 之

路。上半年，全国农副食品加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3.3％，6 月农业产

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 52％，比制造业高 1.8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建设了 50个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40个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200个农业产业强镇。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将

重点引导各地立足县域和特色优

势资源，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平

台抓手，通过发展产业来促进农民

就业增收。“我们正在大力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加快推进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一业一群、

一县一园、一镇一特、一村一品的

格局，让农民能够就地就近就业。

同时，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

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确保把

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致富上来。”曾衍德说。

（记者 汪子旭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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