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日晚上至20日，我省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天气过
程，部分地方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这次雨水
有“退烧”作用，本周末盆地高温会自西向东开始缓
解，但最高温度仍在30℃以上。

7月17日，全国高温榜前十名的“半壁江山”都属于川渝地区。截至
17日下午4点，“四川高温冠军”渠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7℃。这是渠县
连续两天拿下“全省第一”，并且一天更比一天热。

16日以来，四川的高温快速发展加强，不仅仅是渠县在“突破”，成都也
连续两天刷新7月最热纪录。17日午后，成都这个“桑拿房”还加了点水。
青羊区、武侯区等地下起雨，有网友表示：“连雨都是烫的。”雨水过后，湿度
增加，更热了——下午5点，成都温江站湿度47%、气温38.6℃，打破了当地7
月最高气温纪录，而这个纪录，在前一天刚刚才刷新，为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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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2025年上半年四川经济
形势。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
言人杨治刚介绍，上半年全省经济运
行稳中有进，生产供给支撑有力，有效
需求加快释放，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
果，2025年上半年四川地区生产总值
为31918.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5.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963.3亿元，同比增长3.2%；第二产业
增加值11111.5亿元，增长5.3%；第三
产业增加值18843.4亿元，增长6.0%。

农业生产稳步提升。初步统计，
上半年，蔬菜及食用菌产量同比增长

3.4%，水果产量增长6.4%，茶叶产量
增长5.2%。水产品产量94.5万吨，增
长5.2%。

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上半年，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
94.7%。分行业看，41个大类行业中有
35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

高技术产业加快发展。规模以上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3.1%。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22.2%。

1月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19887.8亿元，同比增长
3.1%；实现利润总额1363.3亿元，增

长7.0%。
服务业较快增长。上半年，服务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其中，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2.4%。

投资总体平稳。上半年，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7%。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6.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0.8%，其
中工业投资增长10.9%；第三产业投资
下降1.4%。

消费品市场回升向好。上半年，
全 省 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14160.2亿元，同比增长5.6%。

杨治刚说，总体来看，上半年全省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回升，经济运

行稳中向好，但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
素仍然较多，市场需求仍待提振，行
业、企业发展分化仍然较大。下一步，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
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进一步加
快动能转换，提振市场需求，着力稳就
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
我省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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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四川经济“半年报”出炉

GDP同比增长5.6% 工业生产稳中有进

近日，云南丽江古城将自8月1
日起征收50元/人的古城维护费的
消息，在社交平台引发讨论。（相关
新闻详见P09版）

之前，丽江古城一直是个特殊
的存在，其收费与否，长期都属于

“模糊状态”。按照纸面规则来说，
当地从2007年就制定了《丽江市丽
江古城维护费征收办法》，开收80
元/人的维护费。然而在实践层面，
却并没有对散客较真查核……

随着新规即将落地，这种模糊
性，依旧未能厘清。今后散客是否
必须依规缴纳50元/人的维护费？相
关方面给出的信息有些混乱，有的说

“景区将设立查验点，散客遇到查验
点再交就行了”，有的说“古城内并
未强制查验古城维护费”……不难
看出，这里面仍充满着不确定性。

对于游客来说，收费端的模糊
与不确定性，往往很容易败兴。丽
江的这种收费模式，于个人游客而
言就像是“打游击”“碰运气”。需要
说明的是，基于以往的惯例，大量散
客其实内心默认“去丽江古城是不
需要缴费的”。可想而知，当他们在
游览时被查验、被问询、被追费时，
会是何等的不解与气愤。

值得肯定的是，丽江古城将收
费标准从80元降到50元；提高了

“缴费权益”，从单次有效期一周延
长为365天有效。这是实实在在的
让利。可若是当地为了对冲这部分
利益损失而扩大实际的征费范围，
这就属于自我拆台、两头不讨好了。

不敢得罪游客，又不甘放弃蛋
糕，丽江古城管理方很拧巴、很纠
结。那部分本就收不上来、没条件
征收的维护费，早点断了念想也好。

丽江发布古城维护费新规

“散客待遇”须讲清楚
□蒋璟璟

大三医学本科生“履历逆天”引质疑
川北医学院回应称成果真实但表述不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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