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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
发布2024年上半年四川民生调查数据。
数据显示，上半年，四川夏收粮食实现丰
收，生猪产能适度调整，居民收入平稳增
长，居民消费价格小幅下降，工业生产者
价格降幅收窄，城镇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夏粮总产465.1万吨再获丰收

今年以来，四川抓紧抓实粮食生
产，千方百计扩大小麦播种面积，提升
单产水平，推动全省夏粮再夺丰收。
2024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1692.5万亩，
比上年增长1.7%；单产274.8公斤/亩，比
上年增长1.1%；总产465.1万吨，比上年
增长2.7%。

上半年，四川猪肉产量236.4万吨，
同比下降1.5%，生猪出栏3049.9万头，

同比下降5.8%。上半年末，四川生猪存
栏3776.2万头，同比下降5.0%，其中能繁
母猪存栏368.9万头，同比下降7.6%。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492元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776元，同比名义增长5.5％，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5.8％。

按收入来源分，居民人均工资性收
入9224元，名义增长5.8%；人均经营净
收入3397元，名义增长7.6%；人均财产
净收入1050元，名义增长5.7%；人均转
移净收入4104元，名义增长3.2%。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24312元，同比名义增长4.6%，实际
增长4.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380元，同比名义增长6.5%，实际增长
6.8%。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同期的
2.18下降为2.14，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

距继续缩小。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492元，同比

名义增长5.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0%。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14592元，同比名义增长5.1%，实际
增长5.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8458
元，同比名义增长6.2%，实际增长6.5%。

CPI同比下降0.3% PPI降幅收窄

上半年四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下降0.3%，降幅较一季度收
窄0.1个百分点。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
1.5%，衣着价格下降0.1%，居住价格上
涨0.1%，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0.2%，交通通信价格下降1.1%，教育
文化娱乐价格上涨2.0%，医疗保健价
格上涨0.4%，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
涨2.4%。

工业方面，上半年四川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1.5%，降幅比
2023年全年收窄0.9个百分点，其中一
季度同比下降1.8%，二季度同比下降
1.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IPI）同
比下降2.9%，降幅与2023年持平，其
中一季度同比下降3.5%，二季度同比下
降2.3%。

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0.4个百分点

上半年四川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
为5.3%，比上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

一季度，受春节返乡、节后复工复产
等季节性因素影响，城镇调查失业率平
均值为5.3%；二季度，就业形势有所改
善，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分
月看，4-6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
5.3%、5.1%、5.2%。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熊英英）7月15
日，四川省国资委召开省属监管企业上
半年生产经营运行分析调度会。记者从
会上获悉，上半年，省属监管企业努力克
服不利因素影响，狠抓重点项目和市场
拓展，资产规模不断扩张，生产经营回升
向好。截至6月末，省属监管企业资产总
额同比增加2228亿元，增长9%。

上半年，省属监管企业市场开拓成
效明显。各企业聚焦交通、商贸、旅游等
优势领域，及时调整经营发展策略，充分
利用四川省国有企业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合作发展协调机制、抢抓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机遇，大力开拓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其中，蜀道集团中标竞争性市场
项目163个，合同金额近290亿元；机场

集团新开国际国内客运航线31条，成都
国际航空枢纽旅客吞吐量4227.5万人
次、稳居全国城市第三；旅投集团抢抓
54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机遇，酒店
旅游板块收入9.66亿元，同比增长26%。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在三季
度。具体如何干？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将狠抓生产经营运行调度，

加快项目投资建设，尤其是加快储备一
批重大项目。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
推进“蜀创源”科技创新基地、“天府清控
成都总部基地”和“清华大学-四川能投
集团智能装备研究院”建设，尽快推动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实质性运营，推动
一批高校科技成果在川落地转化，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

沱江是长江上游支流，在四川境内
主要流经德阳、成都、资阳、内江、自贡、
泸州等市。

内江是将沱江水作为饮用水源的地
级市，对于内江人而言，水资源的珍贵不
言而喻。2017年11月，内江入围全国第
一批也是四川唯一的流域水环境综合治
理与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开始积极探
索推行智能化流域治理。在内江“流域
治理图”中，我们看到了数智科技和信息
化力量带来的改变。

智慧治理让数据“跑”起来

来到大清流河河边，内江市东兴区顺
河镇高山社区的村级河长易高波打开手
机中的河长巡河APP，点击“开始巡河”
后，巡河时间和巡河里程开始自动记录。

因为这段时间的强降雨，易高波巡
河的次数多了起来。“我们巡河的内容包
括防汛、河道保洁、排污检查、安全隐患
排查等。尤其是汛期，更要格外注意。”
易高波说。

自2020年5月担任村级河长以来，
易高波巡河超50公里，在400余次的巡
河中，他也感受到巡河工作的改变。

“以前巡河流程长，巡检、信息上报
等，一套走下来挺费时的。”易高波说，有
了巡河APP的助力，可以一键上报巡河
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巡河效率和效果
明显提升。

记者从内江市河长制办公室获悉，
内江共设立市县乡村四级河长2177名，
通过巡河APP，2022年以来累计巡河29

万余次，解决巡河中发现的问题5043个。

公园里藏了个“智慧大脑”

走进谢家河海绵公园，环境清幽，一
路美景迎面而来。内江沱江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PPP项目的智慧运营管控平台
正坐落于此。

四川水汇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运

营管理部负责人吴越介绍，内江沱江流
域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包含26个子
项目、129个分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水体
治理、污水处理厂（站）、公园绿地、管网
泵站等，其中最远的一个项目距离谢家
河海绵公园有至少一个半小时车程。

在智慧运营管控平台的运营调度
中心，记者看到，所有污水处理设施视频
监控、设备状态和运行数据实时显示，
对关键控制环节，工作人员都能远程查
看和操作。

“智慧运营管控平台对内江90多个
污水处理厂（站）实现实时监控、远程操
作。”吴越介绍，两分钟就可以查看一个
污水处理厂（站）的运行状态，两小时就
能把所有点位“跑”个遍。

智能化流域治理模式在内江甜城湖
的治理中亦得到了显著的体现。在内江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监督指挥大厅，

30余个视频监控严密“监视”着甜城湖
水域岸线，对水面漂浮物、非法捕鱼等情
况进行预警监控。

“一张图”的协同共治思维

在探索智能化流域治理模式的过程
中，内江基于当地水环境、大气环境、噪
声、土壤等基础数据，融合大气污染网格
化、水污染防治、生态环境智能执法、生
态环境智能监测等系统形成“生态环境
一张图”。

“新技术手段大大提升了治理效率，
也对我们管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内江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曾强介绍，流域
治理的另一大特点是涉及的部门多、范
围广，容易出现“九龙治水”的情况。

“‘生态环境一张图’能帮助我们厘清各
个职能部门的责任。”曾强举例说，目
前，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的监管责任归
住建部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监
管责任归环保部门，“一张图”打破了过
去部门之间的壁垒，使“九龙治水”转变
为“协同共治”。

一套组合拳下来，内江流域治理有
了根本性变化。近年来，内江全面完成
了城区11条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沱江沿
岸建起了39处绿廊绿道、湿地公园，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达 17.61 平 方 米 。
2022年，内江12个地表水国、省考断面
首次实现全面达标，沱江干流出境断面
水质首次达到Ⅱ类。2023年，内江将这
一成绩再次延续，连续两年实现水质优
良率100%。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贾娇 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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