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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形势良好
畜牧业总体平稳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6.6%。预计夏粮产量346.2万吨，比上年
增加 2.6 万吨，增长 0.8%。预计蔬菜产量
561.9 万吨，增长 8.1%。猪牛羊禽肉产量
84.5万吨，增长5.0%。其中，牛肉、羊肉、禽
肉产量分别增长9.5%、10.6%、24.5%，猪肉
产量下降 1.2%；牛奶、鸡蛋产量分别增长
37.8%和9.2%。二季度末，生猪存栏同比增
长3.2%，牛、羊存栏分别下降7.2%、2.2%，家
禽存栏增长7.8%；上半年，牛、羊、家禽出栏
分别增长9.1%、10.5%、24.3%，生猪出栏下
降2.2%。

工业生产快速增长
重点工业品稳定增产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1.6%。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
增长11.6%，制造业增长12.6%，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8%。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有生产活动的39个行业大类中，
28个行业实现增长。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煤
炭开采与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
长29.2%、20.1%、17.4%、8.5%、6.7%。从重
点产品产量看，原煤、镍、精炼铜、原油产量分
别增长 16.1%、13.2%、10.9%、10.2%。1 月
—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247.6亿元，同比增长12.8%。

服务业平稳增长
交通运输全面增长

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交
通 运 输 仓 储 和 邮 政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19.2%、10.1%、8.1%和7.9%。1—5月，全省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743.7
亿元，同比增长5.8%。

上半年，全省铁路客运量 3397.6 万人

次，同比增长20.7%；铁路货运量5820.5万
吨，增长26.6%。全省公路客运量4872.8万
人次，同比增长 15.0%；公路货运量 3.2 亿
吨，增长0.7%。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步回升
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0%；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6.9%。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增长
16.3%，基础设施投资下降10.7%，房地产开
发投资下降10.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70.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1.9%，其中，工
业投资增长 22.2%；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9.4%。民间投资增长 3.0%；扣除房地产开
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16.5%。高技术产业
投资增长24.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
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36.2%和14.6%。

市场销售保持增长
网络零售快速增长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81.6 亿元，同比增长 3.8%。按经营单位
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853.7亿元，
增长 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27.8 亿元，
增 长 4.4% 。 按 消 费 类 型 分 ，商 品 零 售
2011.1 亿元，增长 3.1%；餐饮收入 270.5 亿
元，增长 9.4%。部分基本生活类和升级类
商品销售良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
日用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6.5%、12.4%和10.2%；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类、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分别增长24.7%和
21.4%；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36.5%。

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业通过
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4.9%。

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
6月份进出口两位数增长

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 264.3 亿元，
同比下降2.9%。其中，出口总值61亿元，下
降 9.5%；进口总值 203.3 亿元，下降 0.8%。
6 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24%。其中，

出口总值增长26.6%，进口总值增长23.3%。

财政收支保持增长
金融存贷平稳运行

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51亿
元，同比增长2.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37
亿元，增长3.3%。

6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
余额27794亿元，同比增长5.5%；各项贷款
余额28854亿元，增长5.8%。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工业生产者价格降幅收窄

上半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
上涨 0.3%。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下降
2.2%，衣着价格上涨0.1%，居住价格持平，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5%，交通和通
信价格上涨 0.5%，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上
涨2.0%，医疗保健价格上涨5.5%，其他用品
及服务价格上涨 2.5%。在食品烟酒价格
中，鲜果价格下降 8.6%，鲜菜价格下降
4.7%，粮食价格上涨 0.7%，猪肉价格上涨
1.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
上涨0.3%，环比下降0.2%。

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
下降0.9%，降幅比一季度收窄2个百分点。
其 中 ，6 月 份 同 比 上 涨 2.5% ，环 比 下 降
0.4%。上半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
下降 2.7%，其中，6 月份同比上涨 2.5%，环
比上涨0.1%。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255元，同比增长6.3%。按常住地分，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864 元，增长
4.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157元，增
长7.8%。从收入来源看，全体居民人均工资
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增长
7.5%、7.2%、5.9%，财产净收入下降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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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
甘肃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8%

7月 22日，记者从
甘肃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2024年上半年全省
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根据地区生
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今年上半年，甘肃省经
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良
好态势。全省地区生产
总值5902.7亿元，按不
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8%。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增加值 388.8 亿
元，同比增长6.5%；第
二产业增加值 2189.6
亿元，增长9.2%；第三
产业增加值 3324.3 亿
元，增长3.9%。

新华社天津7月23日电 7月25日
将迎来今年“三伏”里的中伏。俗话说：

“夏有三伏，热在中伏”，此时段的天气最
是闷热，公众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
水分，防止中暑。

“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
称。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来华介绍，初伏和末伏都是10天，而中
伏天数取决于夏至与立秋之间出现4个
庚日还是5个庚日。如果是4个庚日，中
伏为 10 天；如果是 5 个庚日，中伏为 20
天，民间又称“双中伏”“俩中伏”。今年
在夏至与立秋之间有 5 个庚日，所以中
伏是20天，从7月25日开始至8月13日
结束。

为何热在中伏？“过了夏至，白昼一
天天变短，但地表积热仍在逐日增加，入
伏后，地表积热渐渐接近高峰，中伏期间
达到了最热程度。”王来华说。

今年7月15日入伏后，“三伏天”的
威力就已显现，我国多地开启“屋里蒸馒
头，屋外铁板烧”的“烧烤模式”。

“虽然‘双中伏’不意味着闷热的高温
酷暑会持续20天，但今年的节气特点是
先入大暑，再进中伏，而大暑通常是一年
中最热的时段，二者叠加，‘热上加热’，暑
热的时间相对要长。至于要热上多久，取
决于多变的气象因素。”王来华说。

都说“热”，民间说得更直白，“头伏
日头二伏火”；文人墨客们则说得比较雅
致和婉转，“忆初中伏时，怫郁炎气升。
赫日已照灼，赤云助轩腾”，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曾巩在《苦热》一诗里先是这样描
述，接着又形容说，中伏时天气依然炎
热，能热到“草木恐焚燎，窗扉似炊蒸。
冰雪气已夺，蚊蝇势相矜”。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
蛋”，进入中伏后，吃面条成了我国大部
分地区应对伏热的首选，各色面馆的生
意也跟着红火起来。

“吃面条时最好配上一些菜码，如生
黄瓜丝，煮熟的绿豆芽、胡萝卜丝、青椒
丝、豆角丝、菠菜、油菜等，不仅清新爽
口，还益于祛除体内湿热。”王来华说。

“夏有三伏，热在中伏”

明日进中伏，补水防中暑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到来，兰州轨道

交通公司在沿线8个区域，引进小铁智能
寄存柜，给游客和乘客提供便捷、安全、
无人值守的行李寄存服务。

目前小铁智能寄存柜投放位置分别
在兰州西站北广场进站口西侧、兰州西
站北广场售票厅对面、兰州西站北广场
进站口对面、奥体中心站 C 口与万达茂

通道处、东方红广场站万象城通道处、西
关什字站东侧过街通道、西关什字站1号
下沉广场、西关什字站西侧过街通道。
柜子分为小、中、大三种尺寸，可满足不
同需求，乘客寄存行李仅需扫码支付即
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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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轨道交通
沿线设置8处智能行李寄存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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