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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 边 ：匈 奴 故 都 能 源 基 地
■图文/靖边县人民政府

公益广告：各地形象宣传

中国（广西·黑龙江）—东盟跨境产供链对接会举办
本报讯 2025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

会经贸合作交流会暨中国(广西·黑龙
江)—东盟跨境产供链对接会日前在南
宁举办。该活动是中国—东盟商务理
事会联席秘书处举办的 2025 年度重点
经贸活动。活动举行合作备忘录签署
仪式，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

处、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联席秘书
处、黑龙江省贸促会与东盟相关商协会
建立机制合作。广西及黑龙江相关商
协会和企业代表就自身主营业务与优
势、跨境产业合作与投资机遇等议题，
分别作专题推介。

（黄令妍）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等 6 部门近日
联合对外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
消费的指导意见》，推出 19 条重点举措，
从支持增强消费能力、扩大消费领域金融
供给、挖掘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提升

消费供给效能、优化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撑
保障等六个方面，明确了当前金融支持消
费增长的方向和重点。从支持文旅体育
设施、赛事演艺场馆、医疗养老设施等消
费基础设施建设，到加大对交通、物流、仓

储、供应链等商贸流通项目信贷支持力
度，再到支持骨干市场设施、冷链物流基
地、乡镇商贸中心、商场超市、集贸市场等
改造升级……金融触角不断延伸，努力疏
通消费链条上的每一个节点，促进提升消
费供给效能。

（吴 雨）

19条新举措！金融促消费明确“路线图”

青海西宁：冷凉蔬菜“热”了农民心
■文/陈宗淇 马铭言

夏日的高原美丽乡村郁郁葱葱，农民
忙碌着采摘蔬菜，时而传来欢声笑语……
这几天，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的冷凉蔬菜
迎来了采摘旺季。

湟中区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
渡带，平均海拔超2000米，气候冷凉，昼夜
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气候条件为冷
凉蔬菜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近年来，湟中区冷凉蔬菜产业正蓬勃
发展，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引
擎。截至目前，该区已建成多个万亩、千
亩以上设施基地和露地蔬菜基地，蔬菜种
植面积达到12.34万亩，产量超30万吨，占
青海省蔬菜种植总量近五分之一。

湟中区拦隆口镇西岔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保鲜库内，村民将采摘的茼蒿进行充冷、
分装、打包后发往全国各地。“除了每亩
1200元(人民币，下同)的土地租金，我和爱
人都在合作社务工，一年下来能有十几万
元的收入，这比以前我们散干、单干的收入
高，劳动强度也大幅降低。”村民张新说。

为提升冷凉蔬菜的品质和市场竞争
力，2024 年，湟中区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产业园围绕现代农业标准化、智能

化、品牌化标准，在资金保障、人才培育、
科技引进等方面积极推进湟中区农牧特
色产业发展。

据悉，产业园统筹湟中农牧业条件，
探索并推广“企业+合作社+农户”联动机
制，建成 134 家规模养殖场，培育合作社
1100余家、家庭农场590余家，通过土地流
转、饲草种植、务工就业等模式带动农户
户均增收6000元。

同时，湟中区已建成 800 余座农产品
加工存储设施，总库容达 14.52万吨，蔬菜
交易配送中心 7 个，年配送量达 2000 多
吨。“这些蔬菜发往西安、广州、上海等城
市；有的还搭上电商快车，通过微信小程
序、网络平台进行同城配送，实现了‘种得

出、卖得好’。”湟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副主任齐娟表示。

2024年，玉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向东
部地区供应草莓脱毒生产苗 400万株，带
动全村 1300 余人从事草莓育苗和果蔬种
植。每到草莓采摘季，游客络绎不绝，农
家乐、民宿生意火爆，“种、产、销、游”一体
的产业链越拉越长。

从“靠天吃饭”到“科技种菜”，从“零
星种植”到“产业集群”。如今，湟中区的
冷凉蔬菜产业正不断升级，同时开发农事
体验、蔬菜研学等农文旅项目，全区从事
蔬菜种植的合作社、家庭农场、企业等新
型经营主体已达 276 家，实现 2.06 万名从
业人员增收致富。

地理概况
位置境域：靖边县位于陕西省北部，

榆林市西南部，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是
连接陕甘宁蒙的重要节点。

地形地貌：靖边县地势南高北低，地
貌大致可分为北部风沙滩地区、中部梁
峁涧地区、南部丘陵沟壑区三大类型。
北部风沙滩地区以流动、半固定和固定
沙丘、沙滩、沙地及湖盆地为主；中部梁
峁涧地区地表为厚层黄土及更新世洪
积、坡积、冲积物覆盖，以黄土梁峁为主；
南部丘陵沟壑区河谷深切狭窄，形成破
碎梁状丘陵带峁顶的地貌景观。

气候特征：靖边县属于半干旱内陆
性季风气候，四季变化较大，冬季严寒少
雪，春季气温日差较大，夏季炎热、雨多，
秋季多雨、降温快。

历史文化
历史沿革：靖边史称“夏州”“朔方”，

历史源远流长。秦统一六国后，县域属
上郡；汉时置上郡奢延县；明太祖洪武六

年设“靖边卫”，清雍正九年设“靖边县”，
1935年解放成为革命老区。

历史遗迹：境内拥有众多珍贵的历
史遗迹，如匈奴族唯一的都城遗址统万
城遗址，它见证了匈奴族的辉煌与兴衰，
其城墙坚固，建筑风格独特，是研究古代
少数民族历史和建筑艺术的重要实物资
料。还有秦、明、隋长城遗址203公里，以
及清坪堡、镇靖堡等五堡，这些长城遗址
和古堡承载着古代边防防线的重要功
能，反映了当时的军事防御体系和战略
布局。

民俗文化：靖边民俗文化独特，地方
饮食特色鲜明。靖边跑驴、剪纸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霸王鞭、信
天游、三边柳编等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此外，靖边还被誉为“中国
民间艺术之乡（民间剪纸）”“陕西书法之
乡”“信天游故里”。

自然资源
能源资源：靖边油气煤盐风光空域

资源同时富集，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

基地。煤炭资源探明储量达 35 亿吨以
上，预测总储量 150 亿至 200 亿吨；石油
资源探明储量达 3 亿吨以上；天然气探
明储量达4666亿立方米；岩盐储量预计
在1500亿-2000亿吨。

农业资源：靖边县有高质量耕地171
万亩，其中72万亩水浇地正在整县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已形成“畜、薯、菜”三
大主导产业。靖边马铃薯、胡萝卜、辣
椒、荞麦、羊肉5个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玉米亩产全国第二，7个
农产品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生 态 资 源 ：全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39.39%，位居全市第一，被评为省级森林
城市，拥有五台森林公园等生态旅游资
源，生态环境良好，为居民生活和经济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保障。

经济发展
能源化工产业：延长集团投资近400

亿元建成煤油气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年
产聚烯烃200万吨，是陕西最大的聚烯烃
生产基地。靖边依托丰富的能源资源，

形成了以能源开采、加工转化为主导的
产业体系，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
动力。

现代农业产业：靖边县积极推进现
代农业发展，粮食总产量稳定增长，同时
瓜果种植面积达21.68万亩，靖边胡萝卜
被认定为省级农业品牌，通过发展特色
农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等，推动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文化旅游产业：随着统万城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获评国家 4A 景区并正式开
园，以及波浪谷等景区的开发建设，靖
边县文化旅游产业蓬勃发展。2023 年
接待游客 585.1 万人次左右，旅游综合
收入 24.24 亿元左右，成为县域经济新
的增长点。

交通区位
靖边区位优越，交通便捷，是承东启

西、连接南北的公铁联运枢纽地。青银、
包茂两条高速公路在县城交汇，307国道
和204、206省道贯穿县境。太中银铁路、
浩吉铁路、靖神铁路在境内纵横交错，初

步形成了以国省干线、高速公路、铁路为
主骨架，以农村公路为网络，“五纵三横
一环”的大交通格局。依托交通优势，靖
边引进落地铁路集运站项目 7 个，形成
运力6800万吨/年，还开行中欧班列（榆
西欧），进一步提升了靖边在区域经济中
的地位。

城市建设与社会事业
城市建设：近年来，靖边县不断加大

城市建设力度，城市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城市功能不断提升。新建和改造了一批
城市道路、公园广场、污水处理厂等基础
设施，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教育事业：靖边县高度重视教育事
业，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全县拥有多所中小学和
职业院校，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
境和教育资源。

医疗卫生：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
县内有多家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医疗
设施设备逐步更新，医疗技术水平不断
提高，为居民的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

本报讯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 1月-
5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
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6.1亿千瓦，

同比增长 18.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
容量 10.8亿千瓦，同比增长 56.9%；风电装
机容量5.7亿千瓦，同比增长23.1%。1月-

5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 1249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2小时；全国主要
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2578亿元，同
比增长 0.4%；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2040 亿
元，同比增长19.8%。 （杨 曦）

前5月我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同比增长56.9%

本报讯 6月 24日，审计署受国务院委
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24年度中央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

《2024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2024年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108844.06亿元、
支出总量 142244.06 亿元，赤字 33400 亿
元，与预算持平。报告显示，2024年，中央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6.5%；发

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两
重”建设和“两新”工作，保持对重点领域财
力保障和对经济恢复支持力度。扩大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
范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3.9万亿元，支持
地方加大补短板力度。 （姜大海）

2024年度中央财政赤字与预算持平

京疆亚货运班列双向首发
本报讯 京疆亚货运班列近日在北

京平谷和新疆和田两地同步发车，标志
着连接京疆的经贸运输新通道正式开
通。此次开行的货运班列包括商品汽
车专用货车和冷藏集装箱货车，将形成

“疆货东进、京货西行”的双向贸易格
局，为京疆两地经济协同发展注入新动
能。从北京平谷发出的班列满载汽车
等工业品，满足新疆和田高端工业品需
求，助力北京企业开拓西北市场。反向

班列搭载和田大枣、葡萄干等特色农产
品，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进入北京市
场。此次京疆亚班列全程约4400公里，
承载29节集装箱的汽车整车及零部件，
是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和服务国家对外
开放的重要举措。和田地区行署副专
员肖克来提·吐拉洪表示，将持续完善
班列运行机制，推动物流贸易通道向中
亚地区延伸。

（吴旭庆）

成都铁路运营总里程突破1000公里
本报讯 目前，成都已形成“1 环 12

射”铁路网，铁路运营总里程突破 1000
公里，里程规模位列全国第五，形成至
重庆 1 小时，至西安、贵阳 3 小时，至北
京、广州 7 小时的高铁交通圈。7 月 1
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运行图，成都

“夕发朝至”的朋友圈将新增京、沪两
城。自此，成都前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京津冀三大经济区均开设夜间

卧铺动车组列车。从成都出发，“一觉
千 里 ”的 出 行 模 式 将 在 更 多 线 路 实
现。成都市大力推动与周边城市及市
域内铁路公交化运营进程，加快形成
市域 30 分钟、成都平原城市群及成渝
1 小时交通圈。目前，“坐动车就像坐
公交”的独特体验正成为不少成都市
民的生活常态。

（陈煦阳）

四川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数量居全国第四西部第一

本报讯 农业农村部近日公布新一
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名单，
全国共有2000余家企业入围，其中四川
有 111 家企业上榜，上榜企业总数居全
国第四，西部第一。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是中国农业企业含金量最
高的荣誉之一。此次上榜的四川企业
覆盖粮油、种业、水果、酒业、茶叶、畜
牧、泡菜、调味料等多个特色产业。既
有新希望集团、五粮液、泸州老窖、白家

阿宽等全国知名龙头企业，也有天味食
品、棒棒娃、味聚特、徽记食品、吉香居
等特色鲜明的食品企业；仲衍种业、国
豪种业代表四川种业力量成功入选，为
保障国家种源安全提供重要支撑；同
时，华侨凤凰、新绿色药业、回春堂、好
医生攀西药业等生物医药企业也表现
亮眼，凸显四川在中药材资源和中医药
产业链方面的深厚底蕴。

（陈泳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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