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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遗失声明
●王伟嘉将警官证遗失，警号

100198，声明作废。

●长春城投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遗失支票一张，开具日期2022

年 6 月 10 日，支票号:07598465，
金额:2544.15 元，声明作废。

●童文娟将律师证遗失，执业

证号12201202111374946，律师资
格证号A20192201020946，发证日
期2021年10月9日，声明作废。

●吉林日报社付平将新闻记
者 证 遗 失 ， 证 号 ：
B22000166000225，特 此 声 明 作
废。

● 张 建 华 将（ 统 一 编 号 ：
B22000566000069 号）记者证遗
失，声明作废。

这是 7月 14 日拍摄的

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

码头（无人机照片）。记者

近日从天津港集团获悉，今

年上半年，天津港集团完成

货物吞吐量2.36亿吨，同比

增长2.3％；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1051.1万标箱，同比增

长2.1％，货物吞吐量和集

装箱吞吐量实现双增长。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美国劳工部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6 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

9.1％，涨幅创近41年新高。分析人士表示，

通货膨胀持续高企将强化市场对美国联邦储

备委员会进一步大幅加息的预期，而这种激

进货币政策或将加剧美国经济衰退风险。

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由于能源、食品价

格和居住成本持续攀升，6月美国CPI环比和

同比增幅均较5月明显扩大。具体来看，能

源价格环比上涨 7.5％ ，同比大幅攀升

41.6％。当月，食品价格环比增长1％，同比

上涨10.4％。占CPI比重约三分之一的居住

成本环比增长0.6％，同比涨幅5.6％。

在连续3个月超过8％以后，CPI同比涨

幅“破九”再次突破市场预期。不少美国媒体

和经济学家将通胀高企归咎于白宫和美联储

错判形势，推行过度的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

政策，对市场的变化应对迟缓。另外，地缘局

势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暴

涨、全球疫情反弹导致供应链持续中断等因

素不断推高本已居于高位的通胀。

展望短期走势，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

家德斯蒙德·拉赫曼告诉新华社记者，随着原

油、铜、木材和小麦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美

国通胀可能会在短期内见顶。不过，也有专

家对此表示悲观。BMO资本市场公司资深经

济学家萨尔·瓜蒂耶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汽

油价格回落、零售业迎来夏日折扣季或对抑

制通胀有所帮助，但核心通胀率仍面临压力，

暂时不会见顶，并可能在“比预期更长的时间

内顽固地维持在高位”。

美联储定于7月26日至27日召开新的

货币政策会议。自3月以来，美联储已三次

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1.5％

至1.75％之间。在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

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是自1994年以来最大

幅度的单次加息。随着通胀破“九”，美联储

将再次激进加息已经成为市场共识。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前曾表示，在7月

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美联储或将决定继续加

息50个基点或75个基点，但以目前形势看，

不少市场人士对加息幅度的预期甚至已超过

75个基点。

富国银行证券分析师萨拉·豪斯和迈克

尔·普格利泽认为，美联储再次加息75个基

点似乎是应对持续物价压力的“下限”，而非

“上限”。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

13日显示，交易员预期美联储7月加息100个

基点的概率已达到80％左右。

拉赫曼告诉记者，通胀屡创新高，几乎肯

定会导致美联储继续推行激进加息政策，大

幅缩减资产负债表。面对美国国内经济和金

融市场疲软的态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势必

会加大美国经济在年底前“硬着陆”、股市和

债市“进一步动荡”的风险。

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美联储理事的罗伯

特·赫勒在最新发表的文章中表示，美国经济

已陷入连续两个季度萎缩的技术性衰退，并

将在 2023 年初迎来更加严重的第二次衰

退。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日前也预计，美国

经济将于2023年年中陷入衰退，失业率将在

2023年第四季度达到5.4％的峰值，显著高

于当前的水平。（新华社华盛顿7月13日电）

通胀破“九”或引发美联储进一步激进加息
新华社记者 熊茂伶 许缘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魏玉坤）国家统计局14日

发布数据，2022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739万吨（2948亿斤），比

上年增加143.4万吨（28.7亿斤），增长1％。其中，小麦产量

13576万吨（2715亿斤），增长1％。

“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克服冬小麦晚播、

农资价格上涨和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等不利因素影响，夏粮实

现增产丰收。”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说。

统计数据显示，夏粮播种面积稳中略增。2022年全国夏

粮播种面积26530千公顷（39795万亩），比上年增加92.1千

公顷（138.2万亩），增长0.3％，连续两年实现增长。

夏粮单产小幅提高。2022年全国夏粮单产5555.6公斤/

公顷（370.4公斤/亩），比上年增加34.9公斤/公顷（2.3公斤/

亩），增长0.6％，其中小麦单产5912.3公斤/公顷（394.2公

斤/亩），增加43公斤/公顷（2.9公斤/亩），增长0.7％。

王贵荣分析，全国夏粮单产小幅提高，一是因为气象条件

总体有利；二是多项措施精准发力，如针对局部地区疫情影

响，及时打通农民下田、农资到店、农机上路等堵点卡点，推动

春管夏收有序开展；三是生产条件持续改善，近年来，各地加

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着力改善农田基

础设施条件，培育推广优良品种，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促进粮食单产水平稳步提高。

“2022年我国夏粮生产喜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

奠定了良好基础，为稳物价保民生、稳定经济大盘、应对外部

环境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坚实支撑。”王贵荣说。

2022年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

外记者报道：世界卫生组织13日发布的新冠

疫情周报显示，全球每周的新增确诊病例数

已连续第5周攀升，尤其是变异新冠病毒奥

密克戎毒株新亚型BA.5的传播在加速。多

国卫生部门警告，病例数迅速反弹意味着防

疫不容松懈。

这是世卫组织发布的第100份疫情周

报。数据显示，截至10日的一周内新增确诊

病例超过570万例，比前一周增长6％；新增

死亡约9800例，基本与前一周持平。

周报显示，在世卫组织划分的全球6大

区域中，西太平洋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数上升

最多，比前一周增加了28％；下降最多的是非

洲地区，比前一周下降33％；东地中海地区新

增死亡病例数增加了78％，居全球之首，下降

最多的是非洲地区，死亡病例数比前一周下

降了17％。

这一周，全球各国和地区报告的新增确

诊病例数中，排在前列的国家是法国、美国、

意大利、德国和巴西。

奥密克戎毒株依旧是全球最主要流行的

毒株。“流感数据共享全球倡议”平台在截至

10日的30天内，收到159848条新冠病毒基因

组序列信息。数据显示，这些序列中，已有

84％确认是奥密克戎毒株，其中BA.5和BA.4

亚型所占比例持续上升。对比6月19日至6

月25日以及6月26日至7月7日期间报告的

病毒基因组序列可以发现，BA.5亚型占比从

42％增加到50％，BA.4亚型占比从11％增加

到14％；同期，BA.2亚型占比从7％下降到

4％，BA.2.12.1亚型占比从13％下降到7％。

多国卫生部门已确认疫情出现反弹：斯

洛文尼亚12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380例，达

到三个月以来的最高；韩国13日报告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超过4万例，为两个月来最高纪

录；日本14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近10万例，

已接近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的最高纪录。

世卫组织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较

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80691例，累计确

诊555446890例；新增死亡病例1321例，累计

死亡6353692例。

面对疫情的新变化，一些国家已告诫民

众不要放松警惕，并制定相应的防疫措施。

巴西、意大利、塞浦路斯等国近日对一些场所

采取更严格的戴口罩要求；秘鲁、以色列等国

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加强疫苗接种。

奥 密 克 戎 新 亚 型 传 播 加 速
全球每周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连续5周攀升

新华社平壤7月14日电 据朝中社14日报道，朝鲜外务

相崔善姬13日宣布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

乌克兰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朝鲜这一决定。声明说，朝

鲜这一决定是试图破坏乌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对这一不友

好行为的回应，乌克兰断绝与朝鲜的外交关系。

朝中社：朝鲜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

新华社耶路撒冷7月13日电 美国总统拜登13日抵达以

色列中部城市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开始其

就任总统以来对中东地区的首次访问。

以色列总理拉皮德在欢迎仪式上说，以美两国领导人将

讨论国家安全问题，包括“与中东国家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架

构”“重新建立强大的全球联盟以阻止伊朗核计划的必要性”

等。拜登说，此行他将努力促进以色列人在中东地区的融合，

并重申继续支持巴以问题“两国方案”。

拜登抵达以色列开启对中东的首访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7月13日电（记者王峰）土耳其、俄

罗斯、乌克兰和联合国的代表13日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

布尔就乌克兰从黑海港口外运农产品问题举行四方会谈，同

意成立协调中心，确保粮食运输安全。

据土耳其国防部消息，会谈于当地时间16时左右开始，以

闭门形式举行，持续约一个半小时。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在

会谈后发表声明说，四方会谈对于解决粮食危机具有重要意

义，各方充分讨论了如何通过海路安全运送粮食的问题。俄乌

双方同意下周在土耳其再次会谈，讨论所有细节问题。

阿卡尔说，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各

方就基本技术问题达成一致，将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由各方代

表参加的协调中心，对进出港口的船只进行联合管理，确保粮

食运输航线安全。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13日说，俄方代表团就

尽快解决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乌克兰外交

部长库列巴说，乌方与俄方就粮食出口达成协议还有“两步之

遥”。

另据乌克兰总统网站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13日说，根

据乌方代表介绍，乌俄双方当天的会谈取得一些进展，“我们

未来几天将与联合国秘书长就谈判细节问题达成一致”。他

同时感谢联合国与土耳其方面的相关努力。

（参与记者：李东旭 李铭）

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四方会谈在土耳其举行

这是7月13日在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拍摄的巨幅稻田

画（无人机照片）。近年来，当地政府大力发展水稻产业，通过实

施稻田水产养殖、创意稻田画、稻田休闲观光游等项目，以农旅

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稳经济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地见效，下半

年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回升势头。”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袁达14日说。

近期，上半年及二季度经济数据陆续发

布。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上半年经济形势

媒体吹风会上，相关司局负责人对当前经济

运行热点作出回应。

“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回升、运行

在合理区间”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金贤东说，

回首上半年经济运行轨迹，前2个月我国经

济开局良好，3月下旬受疫情反弹和乌克兰

危机等超预期因素冲击，经济下行压力陡然

增大。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明确要求，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实施稳经济大

盘各项政策，取得积极成效。5月下旬以来，

我国经济运行持续企稳回升，积极因素不断

增多。

袁达说，从产业运行看，夏粮再获丰收，

工业运行在经历4月的短暂下降后，5月重回

正增长，6月继续加快，全国统调发电量同比

增长4％，明显快于上月，6月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重返扩张区间，服务业经营好转。

从市场需求看，投资、出口带动作用明

显，居民消费持续回升。前5个月新开工项

目数同比增长26.1％，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

资增长23.3％。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居

民消费稳步恢复，端午节期间市场消费明显

回暖，6月全国电影票房比上月大幅增长1.7

倍。

从重点地区看，积极变化不断增多，经济

大盘保持稳定。福建、山东、湖北、湖南等省

份较好发挥支撑拉动作用。中西部地区经济

增速好于全国整体水平。受疫情冲击影响较

大省份经济明显好转。山西、陕西、内蒙古、

新疆等省份，在采矿业及部分原材料行业生

产较快增长等因素带动下，经济增速明显高

于全国水平。

袁达说，面对内外部阶段性、突发性因素

冲击，我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企稳回升，

展现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随着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持续显现，宏观

政策效应进一步释放，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

回升、运行在合理区间。

“全年涨幅 3％左右的 CPI 预期

目标可以实现”

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粮食价格大幅上

涨，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通胀居高不下。我国

物价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上半年居民消费

价格（CPI）平均上涨1.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说，

我国持续加强粮食、煤炭等重要商品产供储

销体系建设，以国内保供稳价的确定性应对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力保障物价基本稳

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但我们有

底气、有信心、有能力继续保持物价运行在合

理区间，全年涨幅3％左右的CPI预期目标可

以实现。”他说。

万劲松说，当前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供

给能力总体充裕，煤炭优质产能持续释放，今

年夏收小麦产量高、品质好，生猪产能总体合

理充裕，近期能繁母猪存栏量进一步增加，牛

羊禽蛋和蔬菜水果生产正常、供给充足，保供

稳价具有坚实基础。

他说，将继续密切跟踪物价总水平和重

要商品价格走势，持续加强市场调控，抓好各

项保供稳价政策落地见效。全力稳定粮食生

产，进一步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确保重

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必要时

适时投放中央猪肉储备，指导地方联动投放

储备。以煤炭为“锚”继续抓好能源保供稳价

工作。指导各地认真执行价格补贴联动机

制，及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切实保障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

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稳定有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李

云卿介绍，今年以来能源供需总体平稳，受重

点行业用电增长、气温升高等因素影响，入夏

以来全国日发电量快速攀升，用能需求明显

回升。

李云卿说，为全力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

供工作，我国持续提升资源保障能力，多措并

举强化供需衔接，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和能源储备能力建设。1至5月，全国煤炭产

量18.1亿吨，同比增长10.4％，6月以来保持

较高产量水平。目前统调电厂存煤1.7亿

吨，同比增加近6000万吨，可用26天。

“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较好，有能力、有底

气、有条件应对外部冲击，端稳端牢‘中国饭

碗’。”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司副司长张

国华说，我国粮食生产稳步发展，国内粮食市

场运行平稳，价格波动幅度远低于国际市场，

粮食物流和应急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今年3月以来，受疫情多点散发影响，部

分地区、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受

到一定冲击。“通过共同努力，我国产业链供

应链实现总体稳定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创

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赵志丹说，继续扎

实推进保链稳链工作，持续补齐短板弱项，持

续破除瓶颈制约，持续强化风险防范，推动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霍福

鹏说，随着工业稳增长系列政策效应逐步显

现，工业生产、投资、预期均趋于改善，工业经

济总体呈企稳回升态势，为下半年平稳增长

创造良好条件。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回升势头”
——国家发展改革委谈当前经济走势

新华社记者 安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