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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通讯社出版

　　新华社
北 京 7 月
9 日电国家
主席习近平
7 月 9 日就
日本前首相
安倍晋三逝
世向日本首
相岸田文雄
致唁电。
　　习近平
代表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
民并以个人
名义，对安
倍晋三前首
相突遭不幸
辞世表示深
切的哀悼，
向安倍晋三
前首相亲属
表示慰问。
　　习近平
指出，安倍
晋三前首相
在任期间为
推动中日关
系改善进行
了努力，作
出了有益贡
献。我曾同
他就构建契
合新时代要
求的中日关
系达成重要
共识。我对
他突然去世
深感惋惜。
我愿同首相
先生一道，
根据中日四
个政治文件
确立的各项
原则，继续
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同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授向
安倍晋三前首相夫人安倍昭惠女士致唁电表
示哀悼和慰问。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 7 月 9 日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突遭
不幸辞世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唁电表示深
切哀悼。
　　李克强表示，安倍晋三前首相曾经为推
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我同他
多次会晤，就促进两国关系进行有益交流。我
愿同岸田首相加强沟通对话，推动中日关系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习
近
平
就
日
本
前
首
相
安
倍
晋
三
逝
世

向
日
本
首
相
岸
田
文
雄
致
唁
电

李
克
强
向
日
本
首
相
岸
田
文
雄
致
唁
电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7 月 8
日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回信，在国博
创建 110 周年之际，向国博全体同志致以热
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我曾多次到国家博
物馆参观，留下了深刻印象。得知国博在收
藏、研究、展示、对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新的
进步，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
明的重要场所，文博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希望同志们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文化自
信，深化学术研究，创新展览展示，推动文物活

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守护好、传承好、展
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为发展文博事业、为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新贡献。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是 1912 年 7 月设
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新中国成立后，
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新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
国历史博物馆，2003 年两馆合并组建中国国
家博物馆，2012 年改扩建后正式对外开放，现
有藏品 140 余万件。近日，国博的 10 位老专家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介绍了国博 110 年来的
发展历程，汇报了国博在藏品收集、文物保护、
展览展示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表达了国博人牢
记使命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回信强调

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
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我曾多次到国家博
物馆参观，留下了深刻印象。得知国博在收
藏、研究、展示、对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新
的进步，我感到很欣慰。值此国博创建 110
周年之际，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向国博
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
场所，文博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
望同志们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文化自
信，深化学术研究，创新展览展示，推动文
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守护好、
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为发展
文博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
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
　　　　     2022 年 7 月 8 日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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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生态环境部有
关负责人 9 日通报，2022 年上半年全国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但臭氧浓度同比有
所上升，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空气质量同
比下降。
　　在环境空气状况方面，今年上半年，全
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
天数比例达到 84.6% ，同比上升 0.3 个百分
点；PM2.5 浓度为 3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 5.9%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优良天数比例
同比上升 1.3 个百分点，PM2.5 浓度同比下
降 4.1%。
　　同时，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臭氧浓度为
14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4.3%；长三角地
区、汾渭平原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分别下降
5.4 个百分点和 5.1 个百分点，PM2.5 浓度
同比分别上升 2.9% 和 4.3%。
　　在水生态环境状况方面，今年上半年，全
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地表水Ⅰ至
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85.7% ，同比上升 4 个
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1.1% ，同比
下降 0.8 个百分点。
　　重点流域Ⅰ至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87.3% ，同比上升 3.8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
质断面比例为 0.8% ，同比下降 1 个百分
点。其中，长江、黄河流域Ⅰ至Ⅲ类水质断
面比例分别为 97% 、82.4% ，同比分别上升
2 个百分点、5 . 8 个百分点；长江流域 无
劣Ⅴ类水质断面，同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
黄河流域劣Ⅴ类水质断面为 3.4% ，同比下
降 2.3 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全国土壤环境状况、地下
水环境质量、自然生态状况、声环境质量总
体稳定。

2022 年上半年

全国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

　　新华社长春 7 月 9
日电(记者陈俊、宗巍、薛
钦峰、孟含琪)进入七月，位
于世界“黄金玉米带”的东
北松嫩平原满眼绿色，青纱
帐里，玉米正拔节生长，生
机勃勃。近两年，吉林为推
进黑土地保护营造新环境、
研发新技术，保护性耕作加
速应用，大批青年科研人员
扎根乡村一线。农民在农业
生产上有了新追求，绿色发
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保护
黑土、守好粮仓、绿色发展，
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更稳。

 新环境：政策法律

赋能 保护推广提速

　　这些天，吉林省多地
持续阴雨天气，不少农田
出现积水。走进梨树县高
家村的保护性耕作示范
田，地里看不到积水，泥
土松松软软。“这是保护
性耕作的功劳。”当地种
粮大户杨青魁说，土壤通
透性强，玉米抗旱抗涝，
产量也更稳。
　　今年，梨树县近 300
万亩适宜耕地采取保护性

耕作，占玉米播种面积近九成。过去，农民受传
统耕作意识影响，梨树县保护性耕作推广一度
较为缓慢。但这两年，保护性耕作加速应用，全
县 300 多个村建立近千个示范基地，实现耕地
保护全覆盖。
　　大面积推广得益于各项政策支持。梨树县
出台十余个推进保护黑土地的相关文件，累计
投入资金近 15 亿元。从政策宣传到资金使用、
技术示范，各项政策向保护黑土地倾斜。
　　在依法护土上，吉林重拳出击。2021 年，
查处破坏黑土资源犯罪案件 18 起。《吉林省黑
土地保护条例》实施以来，吉林持续打击涉及黑
土地违法犯罪行为。
　　组织建设上也同步发力。去年以来，成立
黑土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设立黑土地保护
管理机构，建立“田长制”……吉林把保护责
任落实到田间地头、落实到基层组织。
　　种了 20 多年地的四平市铁东区农民高志
国说，过去只想着多打粮，不考虑别的，但现在
知道了，保护土地人人有责。
　　政策推动、法规约束、舆论监督……全社会
正形成参与保护黑土地的氛围。特别是在乡村，
农民购买免耕播种机，应用保护性耕作……“黄

金玉米带”上掀起
黑土地“保卫战”。
 （下转 4 版）

　　新华社郑州 7 月 9 日电（记者牛少杰、
张武岳）近日，由于黄河入鲁水质始终保持
在Ⅱ类以上，山东省作为受益方，向上游的
河南省兑现生态补偿资金 1.26 亿元，标志
着黄河流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取
得重要进展。

黄河生态改善惠及千家万户

　　山东向河南支付生态补偿资金，源自 2021
年山东与河南签订的《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协议》。协议约定，监测断面水质年均
值在Ⅲ类基础上，每改善一个水质类别，山东给
予河南 6000 万元补偿资金；反之，每恶化一个
水质类别，河南给予山东 6000 万元补偿资金。
　　自协议签署以来，黄河入鲁水质持续保持
在Ⅱ类以上，主要污染物指标稳中向好。按照协
议约定，山东向河南支付 1.26 亿元补偿资金。
　 黄河是河南、山东黄河流域居民赖以生

存的水源。黄河水质稳中向好直接惠及下
游山东，保障了沿黄 9 市 25 县（市、区）人
民群众的生活用水，灌溉着齐鲁大地上的
万顷良田。黄河河南段河道总长 711 公里，
是流域内数千万百姓的生存保障，涵养着
中原大地的亿万生灵。
　　黄河干流水质的稳定改善，与作为“毛
细血管”的支流治理密不可分。黄河河南段
沿河不少县（市、区）在支流治乱治污的同
时，依托支流打造河湖风景带，水清岸绿的
支流成为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蟒河是黄河左岸的一条支流，流经河
南济源市、焦作市，于焦作市武陟县注入黄
河。济源市生态环境局的监测数据显示，蟒
河出境断面南官庄水质 2018 年以前还是
V 类、劣 V 类，经过治理，现在已经能稳定
达到Ⅳ类，部分水质指标能达到Ⅲ类。
　　经过治理、绿化的蟒河济源段，如今已
经成为当地一道靓丽风景线。站在蟒河公

园大桥上远眺，但见河道笔直开阔，河边水
草丰茂，岸上绿树成荫。一名来此锻炼的群
众说，蟒河变美变干净，相当于家门口修个
沿河公园，平时休闲多了处“得劲”的地方。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的持续改善，不少
珍稀野生动物重返家园。在洛阳市孟津国
家级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一望无际的芦
苇丛成为鸟类栖息的天堂，里面不时传出
各种鸟鸣。
　　“鱼塘和采沙场被清退后，每年到这里
越冬的鸟类达 310 种、15 万只以上，全球
仅 3000 只左右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黑鹳，在这里最多时达到 84 只。”洛阳市黄
河孟津湿地管理中心负责人孟科峰说。
　　一些穿行在车水马龙闹市间的黄河支
流也热闹起来，斑嘴鸭、白鹭等多种水禽在
水中畅游、觅食，引得不少游客纷纷拍照

“打卡”，构成一幅黄河生灵与人类和谐相
处的美好画面。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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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吉林省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
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2022
年 7 月 7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楠摄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记者魏玉坤、张
志龙、王浡)今年以来，在国际通胀居高不下
的背景下，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统计
局 9 日发布数据，1 至 6 月份平均，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比上年同期上涨 1.7% 。
专家分析，展望下半年，我国物价或将延续温
和上涨态势，保供稳价具有坚实基础。

上半年物价总体稳定在合理区间

　　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月度同比涨幅
均低于 3% 左右的预期目标，其中 6 月份涨幅

为上半年最高，达 2.5% ，主要受去年基数走
低影响，涨幅虽比 5 月份扩大 0.4 个百分点，
但仍处在合理区间。
　　 CPI 与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剪刀差”进一步收窄，2021 年全年为
7.2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降至 6 个百分点。
　　围绕稳物价关键环节，4 月 29 日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做好能源资
源保供稳价工作，抓好春耕备耕工作”“组织
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
　　中央财政下达资金 300 亿元为实际种
粮农民发放补贴，投放 100 万吨国家钾肥储

备；自今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对所有煤炭实施税率为零的进口暂定税率；
加快煤炭优质产能释放，完善煤炭中长期交
易价格机制……
　 　 面 对 全 球 通 胀 压 力 ，我 国 坚 决 不 搞

“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科学把握政策力
度、节奏和重点，确保重要民生商品和基
础能源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成为全球物
价的重要“稳定器”。  （下转 3 版）

保 供 稳 价 有 基 础 有 条 件
2 0 2 2 年 中 国 经 济 年 中 观 察 之 物 价 篇

▲这是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段（4 月 26 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郝源摄

  7 月 8 日，船舶有序通过三峡五级船闸。
今年上半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创三峡枢纽半
年通过量历史新高。 新华社发（郑家裕摄）

年 中 经 济 看 走 势

  7 月 8 日，我国具备深远海测量能力的
专业海道测量船“海巡 08”轮在中国船舶集
团有限公司下水。  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